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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联通城乡

发现风险对象 115 户，4 户返贫

风险农户落实低保保障，32 户面临

致贫风险的低保户提高救助保障标

准 ……这是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防

返 贫 监 测 预 警 管 理 系 统 ， 提 交 的

2021 年全年“成绩单”。

衢 江 区 在 册 的 10108 户 低 收 入

农 户 ， 以 及 已 退 出 低 收 入 行 列 的

2276 户 农 户 ， 都 被 纳 入 重 点 监 测

范 围 。 系 统 一 旦 监 测 到 这 些 家 庭

出 现 临 时 大 项 开 支 ， 会 立 即 向 村

干部发送预警提示。

防 返 贫 监 测 预 警 ， 只 是 数 字 技

术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应 用 场 景 之 一 。

平 台 运 行 的 背 后 汇 集 了 民 政 、 医

保、住建、教育等 10 余个部门的海

量社会救助数据，成为探索打破部

门间数据壁垒、弥合城乡间数字鸿

沟的有效路径。

从 村 村 通 公 路 到 村 村 通 公 交 ，

在以交通一体化为代表的基础设施

“ 硬 联 通 ” 方 面 ， 浙 江 省 始 终 走 在

全国前列，城市与乡村的界限逐渐

模 糊 ， 地 理 空 间 的 距 离 “ 渐 行 渐

近 ”。 然 而 ， 随 着 以 数 据 为 关 键 要

素的数字经济浪潮席卷而来，数字

鸿沟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最

大“短板”。

2021 年 ， 是 浙 江 数 字 化 改 革

“元年”。这一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上，“浙江乡村大脑”首次亮相。这

一覆盖全省、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

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项目，已完善建

立农业资源、主体人才、美丽乡村、

技术装备等 10 大专题数据库，收集

存储数据超 13 亿条。

在“乡村大脑”的指挥下，一系

列场景应用相继落地。聚焦低收入群

体保障的“浙农富裕”、畜牧产业领

域 的 “ 浙 农 牧 ”、 护 航 渔 船 安 全 的

“浙渔安”、对接市场监管系统的“浙

食链”……覆盖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全周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开发，在不

知不觉中重塑着乡村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和治理方式，勾勒出“未来乡

村”的发展雏形。

城里建设“未来社区”，村里打

造“未来乡村”。作为毛细血管末梢

的社区和乡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现代

化的基本单元，也是数字化综合应用

先行先试的具体抓手。

沿 河 边 的 智 能 健 康 步 道 散 步 ，

村 民 通 过 刷 脸 打 卡 ， 不 仅 能 记 录

运 动 里 程 ， 还 能 积 累 健 康 分 兑 换

礼 品 ； 借 助 “ 智 能 医 务 室 ”， 乡 镇

卫 生 院 的 医 生 为 村 民 视 频 问 诊 ，

在 线 开 具 电 子 处 方 ； 扫 描 二 维

码 ， 即 可 在 手 机 上 查 看 乡 村 旅 游

景 点 的 实 时 游 客 量 、 停 车 场 余 位

等 信 息 …… 这 样 的 数 字 化 应 用 场

景 ， 在 浙 江 乡 村 已 十 分 常 见 。 然

而 ， 这 只 是 迈 出 了 探 索 未 来 的 第

一步。

“数据是发展未来乡村产业经济

的 核 心 资 源 和 第 一 要 素 。‘ 未 来 乡

村’数字化的目的是获取数据，进

而实现数据运营，真正将传统乡村

变为‘未来乡村’。”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举办的未来乡村建设学术交流

会上，专家的观点正在实践中进行

探索印证，“未来乡村”正一步步由

设想变为现实。

产业飞越山海

汇集 300 多家冲锋衣企业、培育

百余个自主品牌，台州市三门县的冲

锋衣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 成。作为

全 省 经 济 较 为 薄 弱 的 山 区 26 县 之

一，小小的三门县如何搭起了产业

“大舞台”？

近 年 来 ， 浙 江 省 在 国 内 率 先 探

索“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鼓励高

校向位于山区 26 县的企业免费开放

专利许可。早在 2019 年，浙江理工

大学就在三门县设立研究院，着力

攻关原创设计、生产智能化等。三

门研究院院长黄玉冰介绍，截至目

前，学校已在面料研发、外观设计

等 环 节 开 放 专 利 授 权 近 60 项 。“ 仅

一项专利授权，每年能为我们节约

上 百 万 元 。” 某 户 外 用 品 企 业 负 责

人金丽君说。

科技创新成果由沿海“飞”入山

区，两地共享产业发展成果。长期以

来，浙江持续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引

导发达地区与山区县帮扶合作，探索

积累了丰富经验。

尽管浙江是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

的省份之一，全省 11 个设区市居民

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山区

26 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发达地

区仍有较大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

短板。

为 此 ， 浙 江 省 不 断 探 索 完 善

“ 山 海 协 作 +飞 地 经 济 ” 体 制 机 制 ，

一 县 一 策 蹚 出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道 路 。

“ 飞 地 经 济 ”“ 山 海 协 作 ”， 顾 名 思

义，就是打破地域界限，让两地的

经 济 发 展 要 素 “ 飞 ” 起 来 、 融 起

来，实现优势互补。

“发达地区具有资金、技术、品

牌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山区 26 县

拥有资源、土地等方面的优势。两者

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不少专

家认为，着眼探索共同富裕发展道

路，应推动新时代山海协作迭代升

级，由单一的产业协作转向产业链供

应链的延伸。

今年发布的 《浙江省产业链山海

协作行动计划》，为山区 26 县融入全

省产业链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计划

提出，引导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龙头企

业 ， 与 山 区 26 县 企 业 建 立 合 作 关

系，实施一批产业链协同项目。同

时，引导山区 26 县在发达地区建设

一批科创和数字经济飞地，持续为山

区 26 县输送人才、技术和项目。

从杭州丽水数字大厦投入运营到

宁波——丽水山海协作“飞地”加紧

建设，地处浙西南革命老区的丽水市

不断在域外布局科创“飞地”，冲破

山区经济发展的桎梏。以这些“飞

地”产业园区为前哨，创新研发销售

在沿海、生产制造落地在丽水，两地

协同培育创新产业为革命老区发展注

入不竭动力。

文明入心入行

一个固定角度的电子摄像头，从

高 处 俯 瞰 城 市 十 字 路 口 的 “ 斑 马

线”，透过镜头记录着来来往往的车

辆和行人。

这样一场看似平淡的慢直播，累

计观看已超过 5 亿人次。2021 年 4 月

开始，名为“美丽浙江”的短视频平

台账号定期推出“浙江有礼 礼让斑

马线”慢直播，将浙江省 11 个城市

13 处十字路口的视频监控上传至互

联网，实时测评机动车守法率和礼让

行人率，接受全国网民的在线监督。

在浙江，“礼让斑马线”活动至

今已开展 10 余年。通过这件城市生

活细枝末节的小事，“无形”的精神

文明建设有了有形的抓手，成为“文

明浙江”的一张金名片。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是 一 个 物 质 积 累

的 过 程 ， 也 是 精 神 富 足 的 过 程 。

“ 富 口 袋 ” 与 “ 富 脑 袋 ” 两 者 相 辅

相成、缺一不可。2020 年 11 月，浙

江省实现 11 个设区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 市 “ 满 堂 红 ”， 在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肩负建设共同

富 裕 示 范 区 的 新 使 命 ， 今 年 以 来 ，

浙江全省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

明 新 实 践 ， 在 全 社 会 弘 扬 时 代 新

风，让“有礼”成为每一位浙江人

的行动自觉。

在 浙 江 一 些 地 区 的 试 点 中 ， 精

神文明不仅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动

力 源 泉 ， 还 通 过 金 融 产 品 等 形 式

“变现”，给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前不久，温岭市城北街道居民宋

明珠在银行顺利申请到 30 万元额度

的“家风文明贷”，解决了他创业资

金不足的难题。这项特殊的贷款，来

自他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积累的家

风文明积分。

街 道 、 村 （居） 两 级 根 据 讲 新

风、讲卫生、讲节俭、讲健康、讲

安 全 等 5 个 方 面 ， 对 家 庭 表 现 予 以

赋分，并建立反向惩戒机制。家风

文明积分和村集体分红、银行贷款

授 信 等 挂 钩 。“ ‘ 家 风 文 明 贷 ’ 根

据家风文明积分进行授信，积分达

标 户 可 以 获 得 最 高 30 万 元 的 贷

款 。 如 果 积 分 低 于 80 分 ， 将 被 取

消 相 应 的 信 用 资 格 。” 银 行 相 关 负

责人介绍。

全省文明好习惯养成率达 83%，

社会诚信度达 95%左右，居民综合阅

读率达 91.3%，人均慈善捐款额达 90

元左右，每万人拥有活跃志愿者数

达 1200 人……细数 2022 年培育“浙

江有礼”文明品牌的具体目标，正

是 这 些 日 常 生 活 的 点 滴 行 动 ， 让

“精神富有”成为共同富裕最亮丽的

底色。

在红船启航地眺望美好未来
——回眸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一周年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张轩玮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来的！”6 月 24 日，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永利村的文化礼堂

里，“兵支书”奕根生点击鼠标，为台下

20 余名村民放映红色影片，大家看得

津津有味。

如何在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国防教

育？“将国防文化融入乡土文化建设，

有利于将国防观念深植村民心头。”嘉

兴军分区领导介绍，前两年，嘉兴市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如火如荼，军分区主

动对接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将

国防元素嵌入文化礼堂建设。

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走进嘉善

县惠民街道毛家社区。社区文化礼堂

展出的“七天七夜阻击战纪念展”，吸

引不少居民驻足观看。筹划建设时，

嘉善县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丛

冬健说：“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发挥现有

公共文化设施的教育作用，在文化礼

堂嵌入国防元素，营造国防教育浓厚

氛围。”

建一个文化礼堂不难，难的是让

文化礼堂“动起来”“活起来”。今年 1

月，一场“军歌嘹亮”歌唱比赛在海盐

县举行，武原街道武装部和文化工作

站特意将海选地点安排在各村文化礼

堂。比赛间隙，国防知识有奖抢答、参

战老兵回忆战斗经历、现役官兵讲述

强军故事等环节穿插其中，让村民在

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了解国防知识、强

化国防观念。

在桐乡市洲泉镇朝晖新村中区文

化礼堂，“军人荣誉墙”设置在大厅最

显眼的位置，展示着该社区立功受奖

官兵的先进事迹。朝晖社区党委书记

范利忠介绍：“这些都是村里走出去的

优秀军人，展示在文化礼堂最重要的

位置，他们当之无愧！”

有了农村文化礼堂，村民们相聚

一堂交流的时间多了，礼堂还成为村

民聚会议事的重要场所，打开了乡村

治理新格局。

“‘老兵工作室’设在文化礼堂真

不错！”前段时间，退役军人、嘉兴市秀

洲区王江泾镇范滩村村民徐杰慧楼下

新开了一家烧烤店，因管理不善带来

噪音、垃圾堆积等问题，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听说文化礼堂开设“老兵工作

室”后，徐杰慧作为居民代表反映了这

桩烦心事。

“老兵工作室”负责人沈培荣进一

步调研后，将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成材

料，提交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第一时

间给予反馈，问题很快得到妥善处理。

如今，遍布嘉兴的 791 座文化礼

堂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各地还因

地 制 宜 进 行 创 新 探 索 ：在 文 化 礼 堂

开 设“ 国 防 书 屋 ”、组 织 退 役 士 兵 举

行 升 旗 仪 式 、举 行 入 伍 新 兵 送 行 仪

式……据嘉兴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统计，今年上半年，辖区农村文

化 礼 堂 开 展 的 国 防 教 育 活 动 达 180

余 场 ，成 为 嘉 兴 乡 村 振 兴 凝 心 聚 气

的 有 效 载 体 ，文 明 乡 风 在 群 众 心 头

开花结果。

浙江省嘉兴市

791座文化礼堂成国防教育“打卡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时 庆 通讯员 苗楠钰

2021年 6月通车的金台铁路，成为连接浙江东部沿海和腹地山区的“山海通道”，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图为“复

兴号”驶过永安溪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尚巷村文化礼堂，村民使用智

慧触摸屏观看戏曲视频。 新华社发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见证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大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红船启

航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习主席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2021年 6月 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以“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

进展、15年基本建成”为目标，浙江举全省之力探索具有示范意义的共同

富裕之路。

一年间，示范区建设“四梁八柱”逐渐成型，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差距等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迈出坚实的开

局第一步。

写在前面

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