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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元和街道
党工委书记以来，郑云
良和班子成员推动重
点项目，改变辖区城中
村布局散乱、空间不足
的问题，通过创建观光
区、培育主题农家乐等
方式激活辖区云和雪
梨产业发展动能，走出
一条“红绿融合”赋能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的新路子。

奏
响
﹃
红
绿
融
合
﹄
城
乡
发
展
曲

云
和
县
元
和
街
道
党
工
委
书
记

郑
云
良

2022 年 3 月担任元和街道
党工委书记以来，我瞄准“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的发展目
标，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更新与
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走出了一
条“红绿融合”赋能城乡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子。

元和街道是典型的城乡融
合型发展街道。到任后，我第
一时间和班子成员深入走访
调研，了解城乡发展难点。针
对辖区城中村布局散乱、空间
不足等问题，我们按照“串点
成线”的发展思路，从县城中
心往东南扩张，推动布局小徐
未来社区、木玩童话小镇、精
品酒店等重点项目。为推动
项目快速落地，我们逐户走访
群众，细心解读征收政策、蓝
图规划，制定“一户一策”，为
群众算好经济账、安全账、长
远账，推动“珍珠链”式“新城
元和”经济走廊逐步成形。

城乡功能布局优化后，如
何激发产业发展潜能成为难
点。云和雪梨是元和街道最
大的富民产业，辖区涉梨农户
超千户，但从现实来看还存在
资源要素不流通、经济效益不
高等问题。我们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充分发挥强村公司作
用，以“梨不开你”共富工坊为
基础，组织辖区 8 个雪梨种植
村构建“党支部+强村公司+农
户”的雪梨产业党建联建机
制，吸纳农技、金融、经营等专
业型人才组建“雪梨共富学
堂”导师团，定期以上门指导、
师傅热线等方式开展“一带
一”“一带多”产业帮扶。同
时，依托“红+绿”区域党建联
建组团帮扶行动计划，牵手浙
江省后勤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揭牌“浙好淘”云和雪梨
特色直采基地，通过创建雪梨
休闲观光区、培育雪梨主题农
家乐 、打造雪梨文化展示窗
口、培养雪梨文化传承人等方
式，进一步激活雪梨产业发展
动能。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
要“铸魂”。秉承“党员就是要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我们成
立党员服务队，开设“农民讲
习所”，开展“敲门服务”“代办
服务”“跑腿服务”，帮助群众
解决日用品代购、养老服务代
办等操心事、烦心事。同时，
我们积极抢抓省级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示范的历史机遇，持
续优化农旅文化旅游、红色教
育培训等农文旅深度融合运
营模式，推出“星火梅湾”红色
乡村品牌，并多次赴上海、宁
波等地招引专业运营“合伙
人”，通过制定完善“乡村运营
官”培育体系，集聚人才、资
金、技术等资源，衍生开发军
旅体验 、红绿研学等多种业
态，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
效。

路在脚下，起而行之。我
将继续真抓实干、担当作为，
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贡献力量！

日前，在松阳县赤寿生态工业区
块，一场以“产城人”融合为主题的工
友乡亲接力赛鸣枪开跑。此次赛事吸
引了党员干部群众、园区企业职工、村
社新老移民及外来跑团群体等 200 余
名跑步爱好者参加，33支参赛队伍中，
超半数由本地职工与外来务工者混编
而成，8 支为村民自发组队。这种“混
编组队”设计，不仅展现了打破身份壁
垒、凝聚发展合力的良好精神面貌，也
成为赤寿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的一
个生动缩影。

作为县域生态工业主阵地，赤寿区
块聚焦不锈钢、综合交通等产业，已落
户企业 82家，年产值突破 50亿元，并吸
引了大批外来务工者，目前有 4000 余
人。如何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体？

答案藏在“融合”二字中。
近年来，赤寿区块围绕“以产兴

城、以城聚人、以人促产”发展理念，制
定助企联企服务机制，出台一系列惠
企政策，全力推动产城高质量融合发
展。

在面对企业落户后“用工留人”这
一大难题，赤寿乡通过人才公寓、商业
街、邻里中心等配套建设，形成了“15
分钟品质生活圈”，同时叠加技能培
训、住房补贴政策，让外来人才安心扎
根。“这里既有高薪岗位，又有便利的
生活环境，在这里工作非常安心。”来
自外地的技工李师傅感慨道。

此次赛事途经的楼塘村择子山自
然村，在产业发展的红利辐射下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赤寿乡通过“共富

工坊”计划，引导非公经济企业将简单
工序外包给村民，不少人就借此实现

“家门口就业”，村民年收入增长 40%。
“原来我们只能种茶叶，孩子又要

上学，辛苦一年也攒不了什么钱，现在
附近工厂企业那么多，我们农闲时去厂
里做手工艺品加工，收入增加很多。有
些村民连田都不种了，还是去家附近的
厂里上班好。”楼塘村民兰菊琴有感而
发。

“‘产城人’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要
真正带动产业加快高质量发展和城乡
群众增收致富。接下来，赤寿还将通过
工友技能比武、乡亲文化节等活动，持
续激活‘产城人’融合动能，塑造更具
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赤寿乡党委负责
人表示。

松阳赤寿：“产城人”融合 促城乡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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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赤寿围绕
“以产兴城、以城聚
人、以人促产”发展理
念，制定助企联企服
务机制，通过人才公
寓、商业街、邻里中心
等配套建设，形成了

“15 分钟品质生活
圈”，同时叠加技能培
训、住房补贴政策，让
外来人才安心扎根，
全力推动产城高质量
融合发展。

石浦村以花为
媒，聚焦环境整治、
项目建设 、乡村运
营等方面破题，串
联民宿、古村、园艺
产业链，全面推进
农文旅深度融合。

郑云良在基层调研

近日，在云和县紧水滩镇石浦村
“又见花开”民宿，5000 多盆桑蓓斯凤
仙花“上墙”，将这座位于乡野之中的
民宿打扮得“花枝招展”，以其满墙芬
芳，喜迎八方游客。

在现场，记者看到民宿外墙被繁茂
的绿叶和红花点缀，形成了一道生动的

“垂直花园”。同时，花园又与背后宁
静的湖面、远处的山丘相映成趣，既展
现了现代建筑的美感，又体现了对自然
环境的尊重。

“花开繁盛的美景，总能让人心情
愉悦，充满希望。”民宿负责人钟政鑫
说，花墙特意选用桑蓓斯凤仙花，具有
很好的耐热性，其花期可从 3月延续至
11月。将绿色与繁花引入民宿建筑立
面，不仅提升了民宿的美观度，还具有
一定的生态效益。这些植物不仅能够
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起到净化空气
的作用，同时还能降低墙面温度。

钟政鑫是景宁人，家里有长辈做园
林花卉生意。耳濡目染之下，他对植

物、庭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大学毕业
后，他创办浙江首家“EPC+O&M”模式
（设计、施工、运营一条龙）的园艺综合
体公司，把传统的花卉种植升级成集生
产、展示、销售、科普、研学、互动于一
体的沉浸式花园体验。

去年，紧水滩镇通过“我在浙丽有
个村”共富合伙人平台，成功招募钟政
鑫和他的企业落地石浦村。“这里山好
水好，还有独特的船帮文化，这么美的
地方，应该让更多人看到！”钟政鑫计
划投资 1000余万元，在石浦村打造“又
见花开”民宿、石浦共富园艺产业园等
项目。“我们不仅要让乡村变美，还要
让村民的钱包也跟着‘美’起来！”

“又见花开”民宿也是石浦村巧做
“花样文章”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石
浦村聚焦环境整治、项目建设、乡村运
营等方面破题，串联民宿、古村、园艺
产业链，全面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以花为媒，就是石浦村谋划的兴村
富民新路径。在石浦共富园艺产业园

里，喜林草等 10 余个品种的鲜花即将
迎来绽放期。石浦村党总支书记彭永
生告诉记者，为积极探索乡村运营之
路，石浦村引入丽水小样乡村运营有限
公司，又集中流转 100 余亩农田，重新
打造“石浦花海”，吸收周边农户上岗
就业增收。通过“企业+村集体+产业+
农户”的方式，石浦村让多项产业围绕
一块田野“全面开花”，重新激活村庄
发展活力。

“仅民宿项目，每年就可为村集体
增收 20 万元租金收入。”彭永生说，今
年“五一”期间，石浦村举办了花卉展，
将花卉观赏与文化体验、消费升级深度
融合，打造一场独具魅力的沉浸式文旅
花卉盛宴，实现“活动引流、文旅变现、
产业增值”。

下一步，石浦村将不断补齐公园乡
村配套功能，联动民宿推出花卉研学、疗
愈体验、花艺培训等“花季套餐”体验项
目，通过做强“花产业”，提升“花经济”，
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云和石浦云和石浦：：
巧做巧做““花样文章花样文章””激发村庄活力激发村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