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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昌街道办事处主任 徐国兵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当好新时代答卷人

———

调研手记

（

23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新姿永昌建设

� � � �按照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当好新

时代永昌答卷人” 蹲点大调研活动部署，

我以 “解民忧、 访民情、 促民风、 谋民富”

为目标， 每到一处， 看实地、 访民情、 话

发展， 每进一村， 讲问题、 寻对策、 提建

议，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新姿永昌

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

永昌街道地处兰溪、 建德、 龙游三县

交汇处， 有 “三县通衢” 之称， 行政区域

面积 84.13 平方公里， 下辖 32 个村和 1 个

社区， 总人口 4.68 万人。 永昌工业经济实

力较强， 已连续 4 年被评为金华市工业强

镇； 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 孟塘果蔬专业

合作社是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知名农

产品有李渔家茶、 小锦稻米等； 交通条件

便利， 330 国道和杭金衢高速公路穿境而

过； 人文底蕴深厚， 有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和国家传统村落永昌村， 同时也有戏剧大

师李渔的故里夏李村。

可以说， 永昌有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劳动力优势， 但也

呈现出了一些问题， 成为制约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瓶颈因素。

（一） 人才力量不够充足。 人才资源

要素向本地回输较少， 当前农村年轻人少，

头脑灵活的年轻人都在外创业， 村里工作

主力还依靠一些老党员、 老干部， 后备力

量严重不足。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 各村在

外成功人士不少， 但是联系紧密的不多，

缺乏沟通桥梁。

（二） 集体经济不够壮大。 永昌街道

32 个行政村有一半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例如孟塘村、 凌家村， 想做事情却苦于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各村存在多方面原

因造成薄弱， 有先天的， 也有后天的， 但

是调研中发现其实每个村都有其自身优势，

如何扬长避短， 寻求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

道路是关键。

（三） 环境革命不够彻底。 借全市

“环境整治， 全域美丽” 东风， 各村环境整

治如火如荼开展， 但还是不够彻底。 调研

中发现问题不少， 例如孟塘村还存在珍珠

塘倒鸡粪现象， 强降雨天气内涝严重； 凌

家村自然村还存在露天粪缸现象， 污水终

端处理不正常， 村内坟墓多等等， 这些都

是必须先补的 “短板”。

（四） 文化氛围不够浓厚。 调研中了

解到个别农村文化礼堂、 乡村影院等存在

建的时候 “风风火火”， 建好后 “冷冷清

清”， 如何发挥好文化礼堂等设施， 丰富精

神生活是民之所望。

（五） 政策宣传不够到位。 现在各种

政策很多， 越到基层需要落实的政策越多。

在调研走访中了解到， 村民对于相关政策

了解不够， 例如 “大病保险” “责任医生

签约” “农民失地保险” 等， 有些村民还

不了解、 不明白。 对于一些重点工作， 如

“五水共治” “三改一拆” 少数村民还不知

道、 不理解。

（六） 党建作用不够突出。 现在各村

工作任务比较重， 比如环境整治、 三改一

拆、 五水共治等， 在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

党员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 存在部分党员

以家庭事务忙或其他理由推脱， 政治觉悟

不高， 参与村里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一） 搭平台， 提供人才支撑， 增强

发展后劲。 培养人才， 吸引乡贤是当前发

展永昌、 振兴乡村的关键。 通过召开培训

会、 外出参观考察、 交流座谈等多种形式

组织开展学习， 提升农民农业技能， 培育

一支懂农业、 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队伍； 培育一支爱农村、 爱农民、 善

实干的新时代干部队伍； 培育一支爱农村、

善创新、 肯吃苦的返乡创业队伍。 重视人

才引进， 引导大学生带知识回乡， 科技员

带技术下乡， 发展现代农业、 乡村休闲旅

游养老等产业。 加大对家庭农场、 农村合

作社带头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

度， 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召开 “乡贤会”，

架起沟通桥梁， 吸引乡贤回报家乡， 发展

乡贤经济。

（二） 借优势， 加强经济支撑， 突破

发展瓶颈。 发展物业经济， 结合 “五个清

零”， 根据实际， 以建设物业性管理用房为

拆后利用。 例如孟塘村地处游诸接线、 社

峰村地处工业园区， 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 发展物业经济， 可实现从 “输血”

到 “造血” 的转变； 发展产业经济， 从种

植、 养护、 采摘、 加工、 包装、 销售等各

个环节进行产业链升级， 打响品牌， 加强

原产地保护， 提升加工工艺， 提高品质；

发展农业经济， 鼓励 “抱团发展”， 突破村

域限制， 如游诸沿线各村： 孟塘村、 双项

村、 洪畈朱村等都可借助孟塘果蔬合作社，

做强做大农业产业， 让附近的村民都加入

到种植队伍中， 并打造集采摘、 游玩为一

体的休闲旅游项目， 做出亮点， 打出名

声。

（三） 优环境， 筑牢生态支撑， 实现

长远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坚

持绿色发展， 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

治理， 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

响应 “环境整治， 全域美丽” 号召， 切实

将整治进行到底， 改善村庄环境， 整出效

果。 同时根据 “五个清零” 部署， 拆整同

步， 既要拆出空间搞建设， 也要整出美感

提品位。 既要建设美丽宜居村庄， 更要培

育和发展美丽经济。 例如李渔故里———夏

李村， 历史文化古村落永昌村， 拥有茶罐

窑文化、 老火车站旧址的凌家村都可以依

托自然风光、 民俗风情、 农耕文化， 积极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农家乐休闲旅游和民

宿等乡村旅游项目。

（四） 塑民风， 培育文化支撑， 满足

生活期许。 乡村文化振兴， 既要 “富口袋”

也要 “富脑袋”， 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 把传统留住、 把文化留住， 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 提高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 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 。 例如可以通过

“村晚” 等形式， 定期组织

文体活动、 演出， 宣传家

规家训， 弘扬正能量， 从

而形成良好的村风民风。

去芜存精， 发挥好优秀传

统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

例如 “戏曲”， 利用唱戏这

个受百姓欢迎的宣传形式，

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传统

剧目进行合理的改造， 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

旋律内容融入其中， 使戏

曲彰显时代特色。

（五） 强宣传， 深化舆论引导， 打通

“最后一公里”。 以 “最多跑一次” 改革为

牵引， 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以

“最多跑一次” 改革为契机， 对政策进行定

期梳理， 解决政策碎片化、 补丁化的问题，

然后再精准宣传、 精准落实。 发动联村干

部及年轻干部力量， 走村入户宣传； 每个

村选择培养一名村民作为各项政策志愿者，

向村民宣传、 解答政策， 解决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问题。

（六） 夯基石， 做硬组织支撑， 激发

内生动力。 要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发展

力量， 就要打造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培养优秀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加强党员

队伍建设、 提升基层堡垒战斗力是当前亟

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须严格基层组织制度，

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召开组织生活会

等， 强化党员意识， 提升党性修养。 同时，

还要充实发展后备力量， 注重从返乡回村

的 “能干人”、 下乡创业的 “实干家” 中发

展党员， 用知识、 能力充实党支部， 提高

党支部领导服务发展的能力。

本次调研中既看到了永昌的优势， 又

发现了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既感受到了

发展的巨大潜力， 又迎来了挑战的莫大压

力。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到十九大的

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擘画

了 “三农” 工作新蓝图。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任重而道远， 我们将继续坚持 “高起点、

高标准、 高水平、 高质量” 分步推进、 组

合用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新姿永

昌建设。

基本情况

坚持实事求是，剖析调研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