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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嘉兴海宁市周王庙镇的博儒桥村，密布着19个
大大小小的“口袋公园”。村民每步行三五分钟，便能撞见
一片“新园地”。这里是如何做到移步换景的？秘诀在于

“众筹”两个字。“那时候，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苗出
苗，共同筹资11万元，打造了村内第一个主题精品园——
陈家浜乡村垂钓园。”回忆起村里第一个众筹公园，该村党
委副书记瞿小妹如是说，能够做到村民人人支持并非易
事，关键是把村级事务从“要我做”转变成“我要做”。

博儒桥村走出的这一条乡村“善治”之路，还只是嘉
兴在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中获得成功的一个缩影。“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在嘉兴市相关负责人看来，每一个村（社
区）是“一村一品”，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达到“善治”也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水清岸绿、鸟语花香……漫步在嘉兴经开区长水街
道中南公园，绿化造景整洁大气，社区公园的多样性功能
让周边居民赞不绝口。“居民想要社区里有什么样的功
能，我们会通过社区议事平台倾听大家的意见，遇到难题
大家一起出主意，群策群力才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中
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鲍红笑言。如今，中南社区
打造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当地居民享受到了

“家门口的品质文化生活”。
这两天，同样位于嘉兴经开区的长三角高层次人才

创新园（简称“高创园”）里，一个企业服务站项目正在抓
紧施工建设。“估计工期两个月，很快就能完成建设并投
入使用。”创投集团运管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从嘉兴经开区获悉，浙江长三角高层次人才创
新园是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
之一，是嘉兴经开区高层次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驱动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随着高创园的
不断发展，园区企业快速聚集、高层次人才不断引进、园
区人口迅猛增长，对整个园区的治安管理、区域治理、平
安建设、企业服务、人才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需
求日益增长。

“未来企业服务站建成后，会按需下沉公安、综合行
政执法等办证办事人员，让园区企业、人才不出园区，就
能享受到‘最多跑一次’乃至‘一次不用跑’的服务。”创投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下，人才正成为嘉兴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弥合城
乡两大元素的最强大“黏合剂”。距离嘉善县城半个小时
车程的西塘镇祥符荡畔，生机勃发，活力奔涌。细胞培养
大黄鱼、食品柔性生产线、管道清洗机器人、智慧民房运
维监测平台……行走在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
心，随处可见前沿、智能、绿色的科技成果，随时可以感受
到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能。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简称“智慧绿洲
创新中心”）是浙江大学与嘉善县政府共建的高能级平
台，围绕前沿研究、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任
务，聚焦“生态+”“绿色+”“智慧+”创新领域，依托浙江大
学绿色发展学科集群，重点打造未来食品、未来健康、未
来城市、未来环境等一批兼具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的
未来实验室，助推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嘉兴，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蝶变，不仅是
科技与人才的落地。2024年4月，嘉兴经开区“双溪春
好”叙新会上，双溪湖公园及城市学习中心、都市文旅中
心、城市康养中心等项目提上日程，与在建的高铁新城文
化中心、时尚体育中心、嘉邻中心及山姆会员商业中心共
同构成双溪湖超级未来社区“一园七中心”核心配套，全
面满足市民学在双溪、游在双溪、颐养在双溪、休闲在双
溪的愿景。

时隔一年，山姆会员商店已经开业，成为嘉兴市民争
相前往的消费地。此外，学习中心、康养中心即将开工，
双溪湖公园建设正酣，高铁新城文化中心、时尚体育中心
和嘉邻中心都将在今年竣工，一个个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奏响了“春日进行曲”。曾经地处市郊无人问津的地段，
如今已成为双溪湖超级未来社区，“一园七中心”的格局
定位，也让整个社区成为嘉兴市民对未来生活的最美好
向往。

文化、教育、卫生，乡风文明、移风易俗，20多年来，
随着嘉兴乡村的美丽蝶变，城乡差距的鸿沟方方面面都
在不断缩小。乡村的全领域发展更让“城里人”羡慕起了
农村。未来，嘉兴将全力规划好、建设好“县城—中心
镇—重点村”发展轴，推动产业、人口、服务、基础设施等
在发展轴上有机融合、全面融合、深度融合，打造城乡融
合发展的主要通道、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载体。

擘画城乡融合发展的“嘉禾蓝图”
蹚出强村富民“嘉里”共富田间样板路

4月17日上午，“AI赋能 智媒变革”地市媒体交流暨城乡融
合看嘉兴百家党媒主题采访活动在嘉兴启动，来自中央和省、市
主流媒体的近200名代表齐聚禾城，共话媒体融合的未来与城乡
融合的蝶变。

2004年，中共嘉兴市委明确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工作重点。
一回首，20年转瞬即逝，“千万工程”的累累硕果，在嘉禾大地上接
续谱写和美乡村的建设华章。2024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首次突破5万元人民币，达到52249元，连续21年保持浙江省
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到1.51比1。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在
嘉兴市委书记陈伟看来，城乡融合发展要聚焦重点、持续用力，处
理好“远”与“近”、“点”与“面”、“稳”与“进”的关系。2025年，嘉兴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
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忠实践行“八八
战略”，以“千万工程”为牵引，以“六改六融”为关键抓手，统筹做
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
展轴，加快缩小“三大差距”，持续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这一“金
名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嘉兴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这两天，在位于嘉兴南湖区余新镇的绿康米业有
限公司，公司负责人陈强根电话不断。“眼下是春耕备
耕农忙的时候，田间管理很重要，我们这里提供农业社
会化服务，几乎什么农机设备都有。”陈强根笑言。作
为当地的社会化农事服务中心，绿康米业直接带动周
边粮油农业种植大户263户，安排就业126人，社会化
服务辐射面积达到5万余亩。

随着绿康米业粮油全产业链的做大做强，产业兴
旺也为当地带来了更多致富出路。以余新镇长秦村庙
浜为核心，近年来，当地发挥农业村的稻田资源优势，
结合“稻米文化”和“余新三宝”，做强“稻来米in渔里”
品牌IP，南湖区全力打造了“渔里问道”和美乡村示范
片区，在田间地头绘就一幅栩栩如生的现代农业新

“丰”景。
“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自

古以来，嘉兴就是“浙北粮仓”“鱼米之乡”。来自国家
统计局嘉兴调查队的数据显示，2024年，嘉兴粮食播种
面积达到233万亩，产量达100.6万吨，这已经是嘉兴
粮食播种面积及总产量连续19年位列浙江省首位。作
为“浙北粮仓”的嘉兴，历来是“鱼米之乡”。多年来，嘉
兴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育良种、
用良技、耕良田，以粮油产业带动小农户抱团发展致
富。同时，嘉兴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种业、农文

旅融合等领域，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加速农业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在2024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
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中，嘉兴南湖菱、湖
羊、黑猪、杭白菊等12条全产业链入选。

“我们希望深挖‘土特产’优势资源，不断延长产业
链条，将乡村‘土特产’变成富民强村、兴业致富的‘金
字招牌’。”嘉兴市委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郭真
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嘉兴还大力提倡以一产为基础，用
“二产理念、三产思维”推进“农业+”发展。2017年，嘉
兴在平湖市（广陈镇）成立了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
区，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
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2024年12月，嘉兴经开区迎来

“火辣”喜讯——韩国国民级食品企业三养食品（SA-
MYANG）首个海外生产基地正式落子马家浜健康食
品小镇。从2024年8月首轮洽谈到完成签约，这场跨
国联姻仅用4个月便缔结硕果。记者从嘉兴经开区获
悉，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共有食品生产企业14家，集聚
了美国玛氏、法国莫林调味品、意大利米开朗冰淇淋、
意口艺脍等多家国内外知名的健康食品企业。而今，
嘉兴各地依托农业经济开发区招大引强，引入农业重
大项目成效显著，一批“大、好、高”农业项目落户，为嘉
兴农业产业加快现代化发展夯实了基础。

“传球，传球！往我这边传！”“有机会，射门！”4月
11日，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的足球公园人气火爆。荣
星村党委书记姚勤锋告诉记者，这两年，随着村里足球
公园的建设，足球IP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金名片”。
自改造以来，荣星村多次承接各类足球赛事，举行球赛
超300场。

以“体育+”催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动例子在
嘉兴还能找出许多。今年3月30日，第六届“长三角水
乡古镇”乒乓球邀请赛在西塘镇鸦鹊村文化礼堂圆满
落幕。这场由“村”承办、“村”参与、“村”共享的赛事，
不仅展现了长三角水乡古镇的体育活力，更以“村乒”
为纽带，书写了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的生动篇章。作
为赛事举办地的鸦鹊村，近年来通过建设村级体育馆、
组建村民乒乓球队，让“国球”运动扎根乡土。

在嘉兴，乡村业态有“体育+”的赋能，也有“文化+”
的加持。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绵延110多公里的
大运河为嘉兴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繁荣和辉煌，浇灌
了嘉兴的“根”与“魂”，塑造了嘉兴作为运河古城的地
域风貌、文化标识和发展脉络。

2023年11月，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在嘉兴
举行。以“世界”为名，以运河历史文化为载体，嘉兴拿
出了“中国古镇看嘉兴”的鸿篇巨制。乌镇、西塘、盐
官……在18个名称在外的运河古镇中，桐乡市濮院镇
曾以“日出万匹绸，嘉禾一巨镇”而著称，明清时期位列
江南五大名镇之一。2016年，濮院镇启动古镇有机保
护提升，让古银杏、翔云观、古桥群等流淌着记忆的地
标在愈发精神的同时，与时尚产业相融合，成为中国古
镇旅游新标杆。

3月下旬，与濮院古镇相邻，位于桐乡市梧桐街道
桃园村的千亩槜李花盛放。烂漫花海间，桃园村的新
兴业态蓬勃发展，活力满溢。3月24日，2025年桐乡槜
李文化季·赏花季在梧桐街道桃园村盛大启幕。整个
桃园村摇身一变成为巨型游园会。游客们既能沉醉于
如烟似霞的花海，又能投身于精彩纷呈的活动，沉浸式
感受别具一格的乡村文化魅力。“从三月赏花到六月品
果，再到全年不断档的文化活动与特色体验，我们希望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桃园村党总支书记凌峰
介绍，在这里，游客既能饱览“槜美乡村”的自然风光，
又能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澎湃活力，真正实现天
天精彩、处处惊喜。

从上海市中心出发，在手机导航里输入嘉兴嘉善
县姚庄镇横港村的坐标，车程不过60多公里，耗时不足
1小时。对于许多长三角“都市客”而言，姚庄镇横港村
是一个开车1小时就能实现“归田园居”的地方。

在该村村民马冬梅的自建房里，记者看到了2019
年改造成的白墙黛瓦的农家乐。周末，屋前空地上会
架起七八口大锅，红烧羊肉、炖猪蹄、清炒菱角……飘
香十里，迎各方来客。

马冬梅如今已是“网红村”里的“网红老板娘”。随
着村里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包括马冬梅在内
的1600余名村民得以拥有不输于城里人的年收入和
社会保障。

而今，在嘉兴，类似梧桐街道桃园村、姚庄镇横港村
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美丽经济的案例比比皆是。来自嘉兴
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乡村休闲游共
接待游客4850万人次，营收5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2.1%。40个运营重点村新增业态166个，新增投
资额4.16亿元；重点村累计接待游客1890万人次，业态
经营总收入23.64亿元，运营收益对村集体贡献累计达
4464.3万元，占比由2023年的15.34%提高至30.63%。

20余年来，在嘉禾大地上，“千万工程”犹如一支巨
大的画笔，不仅描绘出了嘉兴全域美丽诗画江南的乡
村风貌，也演绎着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典范”到“共同富
裕的典范”的精彩跃迁。“千万工程”更在嘉兴铸就了万
千个如星辉闪耀的美丽村庄，点缀了这一幅最美的田
园水乡诗画。

据悉，自2009年以来，嘉兴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
五轮“强村政策”，有力带动一批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制
定出台《关于加强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指
导意见》，2024年新增盘活闲置农房3946宗……此外，
嘉兴还涌现出多种强村富民模式，被归结成“强村十法”

“农民共富十法”，不断盘活乡村资源，做活乡村业态。

产业兴旺 催动农民富裕的核心密码 幸福蝶变 呈现和谐生活的多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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