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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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广场、儿童
游乐区、健身活动区等社区公园的多样性功能被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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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议事平台倾听群众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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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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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南社区被确定为嘉兴市首个体卫融
合试点社区，后又升格成为国家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
点社区，创新探索体卫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
全市乃至全国试点提供实践样本。

这两天，同样位于嘉兴经开区的长三角高层次人
才创新园（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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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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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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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集团正在积极对接税务、工商等部门，等企业服务站
运营后，根据实际情况来增设相关企业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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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兴，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蝶变，还
不止科技与人才的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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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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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均由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提供）

这两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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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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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历来是“浙北粮仓”“鱼米之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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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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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也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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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猪产业为例，目前，
位于海盐县的农业龙头企业——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值每
年增长8%以上，在该企业的带动下，2024年，海盐黑猪全产业链产
值达12.85亿元，今年产业链产值预估可达15.4亿元，2027年产业链
产值将超 20亿元。为了支持黑猪产业发展，嘉兴专门出台了《关于
支持嘉兴黑猪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措施》，推进嘉兴黑猪的
保种、繁育和价值链深度开发，打造嘉兴黑猪全产业链。推动生
产、屠宰、加工、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和一体化经营，加快
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地方猪产业形态由“小特产”升级为“大产
业”，从而带动大量本地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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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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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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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便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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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比赛服的球员奔跑在球场上，互相穿插，竞

相奔逐，激烈攻防。在“球迷之家”的咖啡馆里，假
期回村的年轻人、周边的村民，点上一杯咖啡吹着空
调，看着精彩激烈的足球比赛。在“足球驿站”的观
赛平台上，数十名观众打开手机拍摄。

这是4月11日，位于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足球公
园上演的一幕。

虽然天气乍暖还寒，但村里的足球公园早已人气
火爆。“3月份以来每周五晚上都安排了比赛，周六
周日也有自发来踢球或是临时预约赛事的团队。”荣
星村党委书记姚勤锋笑着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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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兴，乡村业态有“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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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声在外的运河古
镇中，桐乡市濮院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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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淌着记忆的地标愈
发焕新的同时，还与时尚产业相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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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业态蓬勃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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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在嘉兴，类似梧桐街道桃园村发展乡村旅
游带动美丽经济的案例比比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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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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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乡村 谱写诗画江南的崭新篇章

幸福蝶变 呈现和谐生活的多样维度

阳春四月，浙江省嘉兴市风光旖旎。
海宁市长安镇天明村，一条 80 米长的紫藤花长廊里，

花簇如串串珠链，层层叠叠，从廊架上垂下仿佛一片紫色
瀑布般从空中倾泻；

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菱珑湾，白墙黛瓦、庭院水榭
相映成趣，百姓枕水而居，色彩斑斓的农民画点缀在村庄
的墙面上，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梦中画境……

这一个个生动的场景犹如一幅幅田园水墨画，映射出
的是嘉兴乡村的生机勃勃。

4月17日上午，“城乡融合看嘉兴”百家党媒主题采访
活动在嘉兴启动。随后，媒体采访团开启了采风活动，以
笔和镜头关注“嘉兴共富”的创新实践。

描绘城乡融合发展的描绘城乡融合发展的描绘城乡融合发展的“““嘉禾蓝图嘉禾蓝图嘉禾蓝图”””
————““城乡融合看嘉兴城乡融合看嘉兴””主题采访活动聚焦主题采访活动聚焦““嘉兴共富嘉兴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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