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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老百姓得实惠，切实增强幸福感？
义亭镇以“小单元”做“大文章”，建立三级作
战单位微信塔群1417个。发挥党员骨干引领
作用，推动“塔群式”层级服务管理向“扁平
式”智慧服务管理转型提效，党群联动，将惠
民触角延伸至每位农户。当事人可通过作战
单元微信群上报，“党建+单元”立即发挥作
用，联系党员主动上门对接，守牢村居“小
门”，打好村居“巷战”。

“现在，我遇到问题只用推开‘一扇门’
就能解决，再也不用多头去找部门了！”今年
餐饮业复工后，重庆人熊女士通过视频连线
与两家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见面”并咨询了
餐饮业复工的一些问题后，感叹“最多跑一
地”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原来，义亭镇优
化了指挥中心建设，建成“1+5+43+X”便民
云视频连线系统，通过1个镇级指挥中心、5
个区域视频连线站、43个村居视频连线点、
X 个部门，实现群众解决困难、问题投诉或
政策咨询可到村居视频连线点，接通镇级指
挥中心视频。真正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有
事部门一起帮”，跨部门、跨层级的“无障碍”
沟通。

此外，作为基层治理的试点村，义亭镇陇
头朱总结了“党建+基层治理”10招，作为当
地的治村法宝。该村通过一套“红梅指数”农
户积分制考评办法、一个实体化标准化的“红
梅道德银行”、一支专业化党员服务小组、一
张“党建+单元”作战网络等10招，推行“村民
定规、村民来议、村民作主、两委来办”的“村
事民定、议治共融”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目
前，总结“红梅指数”经验后，义亭在全镇推广
了“和美指数”乡村治理，深化乡风文明和诚
信道德建设，以勇攀高峰的精神争创国家文
明村、省级文明镇。

创新治理谋幸福
和美指数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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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晚，甜美小镇华灯初上，一席流动的舞台正在缓缓铺开。随着我市第

29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义亭镇召开，这座古老与现代共生、底蕴与活力并存的小

镇，向游人与归客散发着独特的吸引力。有人说，提起义亭，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

香火氤氲的铜山岩、半月湾西岸燃烧千年的窑火以及弥漫整个冬季的红糖甜香。

看得见的是美人美景，看不见的是为守护这份美好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今年以

来，义亭镇以打造“两个样板”城市为指引，贯彻新发展理念，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

响，由去年的整转破局转向今年的全面开局。重点围绕“一二三”战略，围绕城镇总体

规划这一张蓝图，紧抓城镇建设与农业农村发展两大战场，增强大产业、大交通、大更

新三大动能，充分打开发展空间，彻底激活城镇活力。先后开展五大攻坚行动与六大

会战，以又快又准作风抢干实干，高质量高水平建设“甜美义亭、健康小镇”。

家住义亭镇陈家居的陈大爷是
个宅不住的人，每天晚饭后他都喜
欢去五亭公园散散步。近年来，他发
现周边的环境设施正在逐步升级：
道路更宽敞了，绿道铺设更科学了，
路灯亮化更齐全了，配套设施更完
善了。傍晚，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像陈
大爷一样，晚上走出家门玩乐购物，
让义亭镇区的人气越来越旺。

此前，义亭镇的城镇建设存在
着规划引领不够、发展动能不足、建
设品质不高、公共服务布局不佳等
问题。为进一步打开发展空间，激发
城镇活力，去年12月31日，义亭镇
班子成员集体赴佛堂“取经”，主要
考察学习城市规划建设工作。随后，
义亭镇政府举行了多场城镇建设发
展专题讨论活动，逐步统一了强化
规划、加快发展的思想。今年 1 月
初，义亭镇政府邀请浙江省城规院
对全镇进行规划设计，以进一步提
高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引领性。

经过谋划，义亭镇根据“对标自贸
区，干实试验区”总要求，以“美丽义亭，
健康小镇”为总目标，以全省美丽城镇
建设为总抓手，制定“1+9+X”的工作总
路径，利用三年时间，加快新一轮城镇
开发建设，力争实现“一年大提升，两年
大变化，三年大跨越”的实际效果。

首先，义亭镇对老工业区进行了
提升改造，老旧的工业区褪去灰暗底
色，即将华丽转身为商业综合体。根据
提升改造规划，中心镇区两所学校
——铜溪小学与义亭镇中，也将进行
迁扩建。此外，开发区的森山小镇、高
新区的晶澳光伏太阳能项目都在有序
推进中。而这些区块的血管动脉，铜山
路、深塘路、环镇北路建设和稠义路提
升改造也即将在今年完工。此外，五联
村全域土地已开展综合整治，六大历
史遗留问题进行攻坚，七大美丽城镇
项目正在建设，八个村有机更新已经
开展，九大工作机制实行改革。义亭正
向着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小镇前进。

大交通滋养大产业 大更新提升幸福感

今年82岁的手艺人陈泽芳，是
义亭镇缸窑村当年有名的八位大缸
师傅之一。近年来缸窑村引进了不
少产业，举行了龙窑复烧点火仪式，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流传的烧
窑技术重新点燃。陈泽芳说：“我曾
做了几十年的缸，村里制陶已经停
了多年，如今重操这门老手艺，让更
多人看到、用到缸窑的手工陶器，很
高兴。”

作为“红糖飘香”精品线上的亮
点之一，缸窑村成为市民乡村游的
好去处。作为义乌传统农业镇，义亭
用绣花功夫精雕细琢美丽乡村。义
亭镇与恒风集团共同打造了一条
20 公里的“红糖飘香”美丽乡村精
品线，沿途串起 18 个村庄，突出义
乌红糖文化、传统村落文化、名人文
化、稻田文化等特色，通过产业植入
焕发农村活力。早溪塘村作为“红糖
飘香”精品线的起点，常引来不少游

客驻足。早溪塘村的红糖厂位于义亭
镇和上溪镇的交界处。“每到榨糖季，
村里的红糖香都飘到上溪了。”村民们
笑道。

为了利用好农村战场，义亭镇制
定了“1+3+4+X”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战略。通过“红糖飘香”精品线，串连成
一条以农业产业为核心，以红糖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名人文化、稻田文化、
五彩果蔬文化等为特色的农情体验美
丽乡村精品线。沿线打造红糖非遗体
验园片、稻田耕读研学园片、粮果采摘
悠闲园片三个片区；建成水稻种植基
地、蔬菜种植基地、糖蔗种植基地、五
彩果蔬种植基地四个种植基地。加快
推进西田稻香园二期项目、陇头朱村
和安吉鲁家村百村共建项目、缸窑古
村落项目、西楼红糖文化体验项目等
X项农文旅项目，打造文化体验城镇，
推进义亭文化资源有形化、品牌化、效
益化发展。

乡间美景红糖飘香 文化产业激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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