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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动力强劲

南丰镇永联村村民顾秀琴
的一天是从村里的老年活动中
心开始的。在活动中心打乒乓
球，打完回到老年公寓做个理
疗，之后再去村办的24小时图
书馆看书读报，这样的生活，放
到30多年前，她想都不敢想。

作为当时围垦建村的首批
村民，谈起初到永联的日子，顾
秀琴会笑着摆摆手说：“当时这
里是全市最穷、最落后的，坊间
一度流传着‘好男不吃永联饭，
好女不嫁永联男’的说法。”

时光追溯到1978年，永联
村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当年年
底，吴栋材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通过开挖鱼塘养鱼等，为村里
挖到了第一桶金。

光养鱼还不行，永联村党支
部意识到“无工不富”。1984年
年初，苏南地区农村“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的景象让永联人敏锐
地觉察到，农民建楼房需要大
量的钢筋，机会来了——轧钢！

农民办钢厂听起来有些难
以置信，但众多困难并没有浇灭
永联村走工业化道路的决心。
村党支部和南丰供销社合资联
营，自筹30万元购买了一台二
手轧机，正是这台机器帮助永联
人走上了“轧钢致富”的道路。

1995年，为带动周边村庄
共同致富，同时给钢厂提供发
展空间，张家港市政府决定，将
永南村和永兴村并入永联村。
随后的十余年，永联又进行了
四次并村。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曾经
的小钢厂已成为如今的永钢集
团，而那个“最穷”的永联村，
2019 年实现销售收入 750亿
元，利税56亿元，村级可用财
力1.61亿元，在全国60万个行
政村中名列前茅。

“目前，永联村已经形成了
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永钢集
团为主导、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的产业格局；工农互促、产业完
整，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
并且积极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进
行经济组织的治理，显示出强
劲的内生发展动力。”永联村党
委书记吴惠芳告诉记者。

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

断推进，尤其是农民集中居住
后，传统熟人社会被打破，新型
农村社区的基层治理也产生了
新的问题。作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的永联村，走出了一
条自己的路子。

记者在永联村爱心互助街
见到陆卫红时，她正在帮村民
电话咨询如何到民政局开具户
口迁出证明。

从最初的永合社区园区长
到现在的社区第二网格网格
长，类似这样的咨询解答，陆卫
红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对于这位2008年才并入
永联的新村民而言，参与公共
事务10年，在与新老村民的沟
通中，从未感受到任何隔阂，

“没觉得因为不是本村的就被
另眼相看，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陆卫红随身携带的包
里，有一本发白的本子，记录着
社区1000多户居民家庭的手
写信息，因为经常翻看，本子的
边角已经变毛。“准备换个大本
子了，人太多，实在记不下。”想
做到对每个居民情况了然于
心，陆卫红采取了最原始的办
法——每天上门。

除了采集人口、房屋、计生
等基础信息以便录入社会管理
信息平台统一存档外，她还挨
家挨户了解服务需求和诉求事
项、排查各类矛盾和纠纷问题，

“这两天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有
几户新搬来的打工者在家里开
小作坊，休息时间扰了民，我刚
上门逐个协调完，准备明后天
再去回访。”

不仅是日常社区问题调
解，几次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议
事会的参会经历，也让陆卫红
感受颇多：“我们村有一万多
名社员，总有人会对涉及自己
的利益分配有异议，怎么协
调？大家坐下来开会一块儿
评理。”

让陆卫红惊喜的是，随着
议事制度的不断完善，村民们
的思想观念开始慢慢转变，从

“想说话”到“会说话”，从“看热
闹”到“听门道”。

说着，陆卫红就忙着要去
参加社区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
议事会了，“现在村里大小事都
由村民商量着定，涉及涨补贴、
拆迁安置、土地征用等问题，还
得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每人
都有投票权。”

据了解，面对新问题，永联
村构建了“代表大会议大事、议
事团体议难事、楼道小组议琐
事、媒体平台议丑事”的基层治
理体系。

以永联为代表，张家港市
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全力
打造“党建引领、文明实践、多
元共治、群众满意”的新时代
基层治理新模式，努力将网格
化大联动模式打造成全国县
域样本。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滨江湿地沿线正在全力打造
“最美江村”，金港镇永兴村便坐
落于此。滩涂为画，芦苇作妆，村
庄旁的5000余亩芦苇滩，长长的
亲水栈道镶嵌在其中，村民可以
在栈道上领略江上好风光。

这是这里蜕变之后的样
子，如果问村民蜕变之前什么
样，他们会回答：临江不见江，
近水不亲水。

“那时江边环境太糟糕了，
有时遇上大风，江边的污染物
被吹来，眼睛都睁不开。”回忆
起往昔景象，村民郭锦宇觉得

“不堪回首”。
改变，从张家港湾的生态

修复开始。
张家港湾是长江江海交汇

的第一道大湾，全长约 12 公
里。因水而生、依港而兴的张
家港，在推动临港产业繁荣发
展的同时，客观上也挤占了城
市的“亲水空间”。2019 年 9
月，张家港市启动实施张家港
湾生态提升工程建设，总投资
37.6亿元。

清退沿江低效码头企业、
拆除违章建筑、清理畜禽养殖
户、推动江滩湿地修复……
2019 年，趁着张家港湾生态
修复的“大利好”，永兴村启动
沿江大环境整治和人居环境
整治。

永兴村党总支书记黄学贤
心里清楚得很，打造“最美乡
村”，不是挖一个池塘、种几棵
树就大功告成，最重要的，要有
文化植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
何植入？永兴村的做法是要看
得见江水、记得住乡愁、听得见
红色故事。

为了看得见江水，路要先
修到江边，这个简单，但记住

乡愁这件事儿，就让黄学贤犯
了难。

在一次栽树时，一个想法
在黄学贤脑中萌生——房屋虽
拆了，但树还在，可以把树移栽
过去。

不仅要搬树，还要把房子
搬过来，“我们在在江边设置了
300米的文化老街，把老房子
搬过来，拆旧如旧，异地保护。”
黄学贤说。

此外，永兴村还深挖红色
历史，规划建设百米红色文化
长廊，积极投身“长江大保护”
初心学堂建设，不断赋予永兴
村乡村振兴新内涵。

此外，黄学贤提到，永兴村
正准备整合农家乐、采摘园、民
宿区，组成田园综合体，把张家

港湾建设带来的生态红利转变
为富民增收的发展红利。

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早上8点,南丰镇建农村
村民陈秀芳雷便开始了走访工
作，一路和相继照面的邻里乡
亲寒暄一番，看看他们有什么
需要。

作为村里的村民小组长，
同时又是村里民情岗的一名志
愿者，对于村里每家每户的情
况，陈秀芳都能脱口而出。

“平时邻居家里有点什么
事都来找我说，我收集后再向村
里反映。”陈秀芳发现，这些天大
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垃圾分类。

到了村民孟坤祥家门口，
陈秀芳看见孟爷爷家里挤满了
人，她随即停下脚步。原来，这
里正在进行垃圾分类兑换活

动，用几个塑料矿泉水瓶就能
换得生活日用品，村民们对此
的热情高得很。

看着这么多人在自己家中
你一言我一语，孟坤祥心里也
很是高兴：“以前我家就是村里
的阅读小屋，现在把空间腾出
来开展垃圾分类活动，真的很
有意义。”作为村里环保岗的志
愿者，孟坤祥觉得，能从自家带
头做起，带动周围邻居一起参
与到垃圾分类活动中来，也算
是“赶时髦”了。

建农村党委书记沈兰告诉
记者，从2018年开始，建农村
整合党员中心户、五星文明家
庭、阅读小屋等现有资源，在群
众身边，打造了“和美乡风志愿
岗”，在22个村民小组设立了

53个志愿岗。
志愿服务在建农村里开展

得如火如荼，只是张家港市以
文明风尚为引领，赋予乡村文
化新内涵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张家港市正进一
步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规范化运行工作清单，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张家港

“样本”，以“文明村镇”和“最美
乡村”创建为抓手，持续深化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让小康更全面。

值得一提的是，《张家港市
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已出台，未来张家港
市将对标对表率先基本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三年行动计划目
标任务，奋力走出一条具有张
家港特点、体现标杆水平、城乡
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道路。

江苏张家港江苏张家港：：

年轻港城亮出优异年轻港城亮出优异““乡村成绩单乡村成绩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江苏省苏州市张家

港市亮出了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146个行政

村、121个社区，163个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计243亿元，净资产101亿

元，村均稳定性收入111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万元。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来到了张家港市，看这座年轻的港城如何通

过乡村振兴唱响全面小康之歌。
永联村村貌。

建农村垃圾分类兑换活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