
湖镇镇杨家村位于衢江
沿岸，由杨家、朱家、盛家、莫
家等自然村组成。 该村通过
村庄整治， 彻底改变了村道
狭窄弯曲、杂物乱堆乱放、生
活污水随处排放等严重影响
村容村貌的现象。 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后， 极大地提高了
村民继续维护好村庄环境、
投身共同富裕建设的热情。

通讯员 刘怡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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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是浙
江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造的先行先试基
层“试验区”。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也提
出，“全省域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
单元建设”。

8 月 23 日，全省首批共同富裕现
代化基本单元正式授牌。 授牌的基本
单元涵盖县域风貌样板区、未来乡村、
未来社区三个类型， 每个类型里都有
来自龙游的“选手”。此前，龙游县委书
记祝建东也曾在全省共同富裕现代化
基本单元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发言。

“打造共富现代化基本单元，以风
貌之变催生乡村蝶变， 是龙游探索城
乡一体、 互融发展的山区特色共富新
路径。 ”祝建东说。 打造山区县共富现
代化基本单元， 龙游到底有什么独特
经验？ 一起来看。

花小钱办大事
以微改造实现精提升

“微改造、精提升”———这是龙游
县委书记祝建东在打造共富现代化基
本单元时频频提到的重点。

“山区在资金投入上不具备优势，
但却有生态这一靓丽的底色。 打造共
富现代化基本单元时， 我们突出生态
优势，尊重山区原生肌理，通过精准提
升改造，实现人与建筑、自然的协调融
合发展。 ”祝建东说。

在龙游第一个未来乡村———溪口
未来乡村， 新一批创客人才公寓正在
火热建设中。功能日益完善、环境日臻
美好的溪口，仿佛现代“桃花源”。

矿业发达的上世纪 60 年代，溪口
也曾人声鼎沸，电影院、卫生院、舞厅、
黄铁矿小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 矿场
闭矿后，职工陆续迁走，只剩居民小区
还在使用。

2019 年，溪口镇被列入衢州乡村
未来社区建设试点。 龙游没有选择将

这片区域推倒重来，开发过程中，当地
始终秉持尊重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的
设计原则，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原
本闲置的老旧建筑焕发新生。

镇上的旧广场经过改造，成为充
满现代气息的社区休憩点和议事中
心；原职工招待所搭起了玻璃房，改
造成为创业公社； 原黄铁矿单身宿
舍在设计团队包装后， 变成时代特
色鲜明的圃舍民宿。 投入不多，但设
计的匠心处处可寻， 让老工业区焕
然一新。

在打造“溪口—沐尘”县域风貌样
板区时，龙游也秉持了“微改造、精提
升”这一工作方式。“县域风貌样板区
建设中涉及文旅、交通、农业等多个部
门，我们注重多跨协同聚力，有效整合
各部门所有项目。 ”祝建东说。

“溪口—沐尘”县域风貌样板区共
有 12 亿各类项目，县城乡风貌专班参
与其中所有重点项目， 根据实际需求

“做加法”， 确保实现风貌提升效果最
大化。 例如，在 42.8 公里的美丽公路
两侧增加多个节点，增设景观台、木栈
道、休闲区，也将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
美丽乡村串珠成线。

整体基础设施的提升， 让社会资
本看到了山区生态底色下的发展潜
力。通过对灵山江沿线水利、交通提升
改造，龙游成功“以小搏大”，用 3000
万前期投入撬动了 2.5 亿元的“绽放
灵山江” 共富项目顺利落地。 今年 6
月，龙游又迎来了“龙之梦”集团，企业
计划总投资 90 亿元打造衢州龙之梦·
六春湖乐园。 这个当地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旅游大项目， 也让龙游文旅产业
跃上了新的台阶。

塑造共创共享新生态
做大家门口的共富蛋糕

共富现代化基本单元， 不仅要追
求优质的公共服务配套， 更要激发内
在活力，积极发展新业态，做大蛋糕。

“这不仅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更是一种对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未来方向的探索。 ”祝建东
表示。

推动共富，需要人才。 在龙游，共

富现代化基本单元， 正为呼唤青年回
归乡村、发展乡村、扎根乡村打造了一
个平台和空间。

早在溪口未来乡村发布设计方案
时， 就将人口净流入量和农民人均年
收入增长率定为两大综合衡量指标。
龙游希望溪口成为双创集聚地， 希望
年轻创客为当地发展注入新活力、带
动新业态。

为吸引青年创客，当地提出“跟政
府一起办公、跟大师一起创业、跟居民
一起生活”的共创共享口号，推出一系
列“双招双引”新政策，并成立党建联
盟，依托衢州学院建设美丽经济学院、
未来乡村研究院， 让回到溪口的年轻
人抱团发展，相互促进并成长。

“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我们
就塑造适合的场景环境跟课程。 ”祝
建东说。

自溪口打造未来乡村以来，通过
农民集聚和乡贤回归工程 ， 共有
2700 人流入。 原乡人、归乡人、新乡
人，他们在溪口一起创业、一起生活、
一起致富。

青年的回归， 为当地发展注入全
新动力。 创客们将当地人文和自然资
源捆绑， 邀请当地木匠为游客现场展
示小木马等童年玩具的制作工序；开
设线下乡愁体验空间， 让游客可以购
买装有各类龙游农特产品的“一盒乡
愁”， 打造独特的乡愁产业……如今，
已有 90 余名年轻创客入驻溪口，结对
810 户农户，累计销售总额达 4000 多
万元。

在县域风貌样板区的打造中，龙
游又一次在规划初期就考虑将项目布
局与新业态相结合。“溪口—沐尘”片
区，高山滑雪、星空露营基地、山地摩
托、越野车等系列项目星罗棋布，同时
植入民俗、文创、美食等业态，带动当
地居民在家门口共同致富。

祝建东表示，未来，龙游将继续
坚持以风貌提升催生乡村蝶变、推
动山区共富， 持续迭代党建治理大
花园工作体系，塑造变革、实干快干、
特色制胜， 努力在山区共富路上当龙
头、争上游。

山区县如何打造共富现代化基本单元？ 龙游这样干

县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暨县十一届政协第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钱敏） 8 月 31 日上午，县政协
党组（扩大）会议暨县十一届政协第九次主席会
议召开。 县政协主席吴剑锋主持会议并讲话，县
政协副主席姜建军、陆寿泉、蓝芝苇、周巧萍、吴
幼平参加。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审议相
关人事事项和《聚焦聚力生态工业 推动县域经济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关于推进龙游生态工业发
展的调查与思考》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龙游县政
协“比成效、晾实绩、晒亮点”责任清单》；研究部署
9 月份重点工作。

吴剑锋指出，要积极吸收好的意见建议，进一
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 要根据责任清单做好压力
传导，争做“有心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工作
积极性， 为龙游政协在全市争做排头兵，“当龙头
争上游”做出贡献；要将宣传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做好每次活动的宣传，并形成
工作闭环。

吴剑锋强调， 要开好十一届三次常委会会议
暨“请你来协商·县长委员面对面生态工业发展大
家谈”；要组织开展好“推进我县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视察，市政协委员跨区域视察等活动；要高度
重视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抓好信息报送的质量和
数量；要按照省市考核要求，继续开展县政协数字
化改革提升工作；要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做好
浙工大生态工业创新研究院和技师学院规划建设
工作，六春湖景区开发土地征收，以及“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攻坚工作，为龙游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贡
献政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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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八八战略” 投身“两个先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县十四届政府
第 13 次常务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罗意） 8 月 30 日，县十四届政
府第 13 次常务会召开。 县委副书记、县长李芝伟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并审议原则通过《龙游县教
育提升实施方案（2022—2025 年）（送审稿）》。 会
议强调，要坚持民办教育公益性基本原则，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恪守公益属性和社
会责任放在首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坚持
支持和规范并重总体思路，深化教育改革，着力
发展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 推动教育事业
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
形成合力， 扎实有效推动教育提升工作， 打响

“龙有优学”的品牌。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划转龙游县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扩展目录的通告（送审稿）》。 会议要
求，要加快工作推进，进一步加强执行力，抓好组
织实施，确保相关工作平稳过渡，无缝对接。 要强
化责任落实，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形成合力。 要强
化事后监管， 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确保事有人
管、责有人负。

会议听取了《龙游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衢州市六春湖山地文旅开发项目公开选择合
作企业的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全力加快项目落实，实现“一百天开工，一千
天开业”的目标任务。 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项目建设上来， 把每一项工作做
前、做好、做到位。 要借力发展，抢抓机遇，发挥独
特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
发展。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龙游县县级储备粮
食管理办法（送审稿）》和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协
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