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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打造四省边际枢纽港，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港通四海 江富两岸

衢州市衢江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出海口”。
衢州市委作出加快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

的重要决定，以“大三城”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布
局。 作为“空港新城”的主战场，衢江锚定建设“四
省边际多式联运枢纽港” 的新坐标， 将空港、水
港、陆港、信息港“四港合一”。

建设枢纽港，扬帆正当时。 从城市到农村，衢
江上下凝心聚力强发展、勇担使命创未来，推动

“港、产、城、创”融合发展，实现从“盆地的花园”
向“通江达海的花园”的美丽蜕变，为建设一个更
加繁荣、更加兴旺、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现代化
新衢江不懈努力。

格局之变 多式联运通江达海 乡村之变 “两山银行”强村富民

当四省边际多式联运枢纽港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的时候，在衢江区的乡村，“两
山银行”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核心村之
一的西山下村铺里自然村，不久前，“新乡
人”郑虹从衢江“两山银行”项目库中获得
了闲置农房改造成精品民宿，现在已开始
营业。“得知我在这里做民宿，已经有不少
游客纷纷预订了。 ”

同样是在西山下村，村民刘银祥将自
己 140 平方米闲置农房的 10 年使用收益
权存到区“两山银行”统一经营，收到了全
省首份生态资源储蓄单。 他每年可获得
5600 元的固定利息，还可以获得 5.6 万元
的融资权益以及区农商银行给予 28 万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贷款利率优惠 10%。
如何更好地发挥“两山银行”的作用？

衢江区“两山银行”聚焦“资源分散化、开
发低效化、融资难度大、乡村缺经营、农民
获益少”五大现实问题，创新建立“生态资
源储蓄单、生态资源储蓄贷、生态资源‘整
村经营’、生态产品产业化运营、生态反哺
利益联结”五大机制，变被动收储为主动
存储、变沉睡资源为融资权证、变碎片资
源为标准产品、 变低效资源为高效产业、
变企业获利为农民增收，探索出一条具有
“衢江特色”的资源、资本、资金、资产“四
资”高效转化通道，助力强村富民。

“两山银行”盘活了集体的闲置农田。
莲花镇西山下村经济合作社将村集体 190

亩农田的使用收益权存到了“两山银行”，
凭着“储蓄单”可以获得 120 万元的融资
权益和区农商银行给予的 5 倍于融资权
益的 6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为村庄建设
和开发经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助力。

自运营以来，衢江区“两山银行”储蓄
各类闲置农房和村集体用房 120 多幢、储
蓄各类闲置农田土地 30000 多亩，为乡村
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累计帮助当
地村集体和农民实现增收超过 2.8 亿元。
成功打造莲花国际未来社区精品民宿集
群和杜泽老街。 发放价值 160 万元的生态
资源储蓄单， 撬动 1000 万元的融资授信
额度。

治理之变 区乡联动高效治理

“我们每周通过该航线运输货
物，运费便宜 30%。 ”仙鹤企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公司每年采购的大宗
物资大概在 100 万吨左右，水路运
输相较公路一年可节省 2000 万
元。 衢江港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385.52 亩，13 个千吨级泊位全天
候、全时段调拨作业，随着四省边
际多式联运枢纽港的建设，衢江的
产品可以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

水水中转， 以衢江港为纽带，
全省各大沿海港口、 内河港口、公
铁陆港形成联动发展的物流新模
式，让企业嗅到了新商机。 不仅衢
州本地企业，周边江西、福建、安徽
等企业也纷纷将目光转向衢江港。

随着义甬舟大通道向衢丽延
伸，浙赣运河提上日程，衢江的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物流优势、枢纽
优势日益突出，更加明显，成为浙
西开放大通道枢纽的枢纽、节点的
节点。

水陆货运集散潜力，吸引数字
经济巨头落子———总部设在武汉
的卓尔集团计划投资 230 亿元在
衢江建设华东（衢州）数字经济示
范区，打造无人数字港口，助力衢
江建设信息港。

“今后， 这里将是一个全数字
化的智慧贸易园区，商户可以在线
上生成订单，在线支付结算、追踪

物流等全流程服务，享受更领先的
数字仓储技术服务，运用大数据分
析市场行情，就像踏上了一站式数
字贸易的‘丝绸之路’。 ”卓尔招商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卓尔集团选择在衢江落户，正
是看中了衢江区优越的交通区位
和发展前景。尤其是作为全国罕见
的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的四省
边际多式联运枢纽港，人流、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四流融合”，临港
经济、临空经济、商贸物流、科创金
融、现代服务业共生共荣。

从签订框架协议到开工仅 3
个月，信安北·华东（衢州）数字经
济示范区项目推进跑出“衢江速
度”，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
年开工。 项目首期占地 170 亩，规
划建设智能供应链产业园、智能现
代化港区、城市客厅，一期体量 16
万平方米，旨在依托衢江港复制一
个“汉口北”产业集群，立足浙西、
辐射华东、连通“一带一路”。 计划
与汉口北同步举办首届中国·衢州
国际商品交易会。

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带动就业
超万人以上。“数字经济示范区的
建设，将让大批货物留在衢江就地
加工，从而催生产业集群，形成枢
纽经济圈，让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在衢州聚合融合。 ”衢江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城市和农村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基
层治理的保障。

衢江区作为全省“县乡一体、条抓块
统”改革综合试点县，对标省委市委最新
要求，坚持区乡协同、整体联动，以数字化
改革为牵引，持续深化试点工作，整体智
治基本成型、重点难点有效破冰，为建设
四省边际枢纽港、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衢江区基于“基层治理四平台”打造
数字化平台，整合了 17 个部门 26 个系统
数据，建成“云智衢江”县域治理智慧大
脑，入选了省“观星台”优秀应用。 并在此
基础上， 建设了适用于协同指挥场景的
“掌上指挥”应用，解决了基层治理中跨层

级、跨部门、跨区域的事件难处理的情况。
在衢江区双桥乡美丽城镇项目建设

中，乡党委副书记方超通过“掌上指挥”，
把乡党委书记、乡长、分管副乡长和资规
部门、行政执法部门人员以及村干部拉进
来，大家分头协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整个过程可留痕、可追踪、可闭环、
可分析，处置结果与‘四维考核’挂钩，权
责清单清清楚楚，避免推诿扯皮。 ”衢江区
大联动中心负责人胡萍介绍，“掌上指挥”
相当于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事件处置
建立的临时“线上专班”，一键下达的指令
直接传达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手机终端，
实现相关部门在 30 分钟内全部出动，区、
乡、村、格协同，利用可视化指挥系统，区

社会治理中心和现场实时联动、 在线指
挥、协同治理。

衢江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将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改革引领，加快
构建职责边界清晰、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
体系，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让城市和乡村的治理更“聪明”。

在衢江区，过去基层集中反映的 8 件
难办事，现在乡镇干部“一次都不用跑”就
能解决。 当地基层治理“一件事”改革打破
区乡层级壁垒，推进部门协同，为基层减
负，提高基层办事效率。

（转载于 8 月 3 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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