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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亮 刘正良 张芸帆

乡村振兴从哪里做起？
如何加快乡村振兴的脚步？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什么？江
苏省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
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优秀
答卷。

位于常熟市沙家浜东20
公里的蒋巷村，历史上是以

“小雨水汪汪，四季白茫茫，
洼地产粮少，年年闹饥荒”而
闻名的贫困村。自 1966 年
常德盛走进蒋巷村挑起村带
头人的担子以来，全村人抱
成一团，甩开膀子实干、苦干
加巧干，闯出了一条富民强
村的发展道路。这个仅有
900 多名村民，1700 多亩耕
地的传统农业穷村，现已发
展成为树成行、田成方、渠成
网、水里鱼蟹肥、四季花果
香、少得优教、老得富养、家
家户户住“洋房”、全村年人
均收入 5 万多元、村集体资
产达 10 多亿元的全国文明
村 、国 家 级 生 态 村 、国 家
AAAA级生态旅游示范村。

问到发展经验，江苏省
常熟市蒋巷村党委第一书记
常德盛如数家珍般介绍了

“蒋巷秘诀”。

先饱肚子，再鼓钱袋

民以食为天，要致富必

须首先解决村民的温饱问
题。过去，常巷村由于地势
低洼，每年辛辛苦苦种下的
庄稼，一场大雨全淹没在恶
水里，常常颗粒无收。常德
盛对村民们说：“天咱改不
了，地完全可以换。”村民们
苦干三年把全村 1700 多亩
低洼地抬高了1米多，全部改
造成旱涝保收田。每亩年产
粮由原来的 100 多公斤，提
高到500多公斤。后来又引
进有机稻，让蒋巷香米成为
国内外高端客户的首选。

吃饱了肚子的蒋巷人，
把目光聚焦到鼓起袋子上。
他们借苏南地区乡村工业振
兴之势，首先创办起一家村
办建材厂，稍有积累后又新
上了两条复合彩钢板生产
线。随着生产销售形势日渐
好转，他们大胆跳出蒋巷村，
在支塘镇征地5O0多亩，组
建常盛新型建材集团，创建
了常熟市第一家村级工业
园。如今，江苏常盛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建
材行业的知名品牌。

两山理念促进旅游发展

为最大限度提升村民的
幸福感，蒋巷人认真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将全村规划成村民
新家园、低碳种养园、生态观

光园、休闲教育园和工业科
技园五大现代园区。将村民
居住的破旧房屋全部拆除，
由村委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庭院绿化等均由村集体统一
提供，村民拎包入住。

在五园建设的同时，新
修高等级村内道路26公里，
在路边、田边、沟塘边植树
20000多株，使村内绿化覆盖
率超过了50%。全村绿树掩
映、田秀水清，四季春色满
园、花果飘香。

为让更多人共享蒋巷村
的改革发展成果，蒋巷人借
助沙家浜红色旅游和周边旅
游景区的辐射效应，先后推
出新农村考察游、学生研学
游、农业农村农家农趣游、田
园风光游、生态休闲游等旅
游项目。吸引全国各地的各
界人士，带着不同的美好愿
望走进蒋巷。2020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下，蒋
巷村旅游总收入仍突破1000
万元。

好品牌促蒋巷村更好发展

为提高有机稻米的质
量，蒋巷村对稻田实行一年
一茬的轮作制，稻种选用中
科院重点推荐的品种，施有
机肥，用生物法防治病虫
害。生产出的香米粒饱、色
纯、口感润爽，每公斤“蒋巷

香米”20元仍需提前订购，供
不应求。

初次尝到品牌甜头的蒋
巷人，集中精力打造自己的
品牌，他们对自己生产的钢
构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加
工，成型，包装，每一道工序
都精益求精，“常盛”商标被
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常盛
集团连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

好产品、好人品成就了
蒋巷村的集体品牌，多年来，
省市扶持美丽乡村、乡村振
兴的重点项目，首先向蒋巷
村倾斜。新加坡，俄罗斯等
国家的投资商纷纷慕名走进
蒋巷村，现已有30多位国外
友人在蒋巷村的企业中建功
立业。

鼓了口袋的蒋巷人，更重
视丰富起脑袋，并努力把蒋巷
人的高贵品德代代传承。

他们传承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尊老敬老的中
华美德、诗书传家久的立家
之本和创业进取的奉献精
神。尤其是领头雁常德盛以
身作则，带富了蒋巷村，带出
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好班子，
带出了求实创业的好队伍。
现在，致富后的蒋巷人想得
最多的是多读书、读好书；多
干事、干好事、干大事。

我们从蒋巷村的发展
中，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乡村振兴路在何方乡村振兴路在何方
常熟市蒋巷村交出满意答卷常熟市蒋巷村交出满意答卷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整齐统一的街店牌匾，
鲜活生动的百米文化墙，宽
敞有序的停车场，随处可见
的街心公园……走进北京市
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浓郁
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东
窑村体育广场，一群年轻人
在篮球场上跳跃奔跑；而在
棋牌区域，老年人对弈聊天
好不热闹。“过去我们村可没
有这种场地，现在工厂成了
广场、公园，到了傍晚广场舞

‘大军’就会按时出现。”村民
张大爷说。

“道路堵塞，停车困难，
村民缺乏休闲娱乐场地等问
题一度曾困扰着东窑村的发
展。”东窑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朱明圆告诉记者，近年来，东
窑村新建的4个公园和5个
停车场，增设1处微型消防站
和5处消防小屋，都建在了疏

解腾退地块上。
金盏乡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东北部、温榆河畔，与顺义
区、通州区接壤，乡域面积
50.1 平方公里，辖区内有13
个行政村，其中7个村已实现
拆迁腾退。

金盏乡人武部长朱继红
介绍称，金盏乡属于典型的城
乡接合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相
比，生活成本低廉，交通便
利。由于2018年周边地区和

“马沙雷”三村拆迁腾退，大量
流动人口涌入，流动人口聚
集，易滋生违法建设、社会治
安案件高发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金盏乡决定打好
“疏解整治促提升”这场硬
仗，落实北京市、朝阳区总体
规划，紧扣城乡建设用地减
量、人口调控方针，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的任务目标。据了
解，金盏乡充分利用疏解腾
退空间，紧密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建设东村、东窑、
西村共9处村内街心公园，改
造东窑村3座旱厕，在东窑、
西村共建设28000余平方米
的便民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改善了人居环境，进一步提
高地区群众幸福感。

一般性制造业的退出和
违法建筑的拆除，是朱继红
最关心的问题。2020年，朝
阳区下达拆违任务37万平方
米，任务体量大、难度高。

“最开始，村民对于拆违
非常不理解，我们也不能强
制，这是最大的障碍。”朱明
圆表示，后来通过全村干部
多次走访为村民们讲解疏解
整治政策和乡村振兴的理
念，展示未来疏解地块的规
划利用前景，最终取得了村
民的信任和理解，顺利完成
疏解工作任务。

“2020年全年，金盏乡拆
除各类违法建筑达40余万平

方米，圆满完成全年任务。”
朱继红表示，2020年以来，金
盏乡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 2
家，清理占道经营点位1处，
整治无证无照单位23家，规
范社会办学、办园1家，清理
出租大院 2 家，整治群租房
13 处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66
家。截至 2020 年底，金盏
乡6个重点村实现疏解人口
14682人。

值得注意的是，疏解地
块还用于助力城市生态修
复。金盏乡结合绿色空间整
体概念性规划设计以及2020
年绿化任务，完成农业领域、
园林领域留白增绿 30 余公
顷，拆迁腾退实现绿化88余
公顷。“目前正在建设的金盏
森林公园和筹备阶段的沙窝
村湿地公园，均利用了腾退
土地，公园建成后，将大大满
足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需
求。”朱继红说。

北京金盏北京金盏：：

腾退地变身休闲场所腾退地变身休闲场所 疏解空间服务村民疏解空间服务村民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
产业园铺就致富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初春时节，在河北省承德市丰
宁满族自治县怀丰产业园内，北京
宏亭汽车公司的工人正在热火朝
天地操作机器生产汽车配件。由
于该公司生产的配件量大质优，已
经成为国内众多车企的指定配件
供应商，订单源源不断。在怀丰产
业园内，像宏亭这样产销两旺的怀
柔企业还有17家。

丰宁满族自治县距北京市怀
柔区仅18公里。2017年，怀柔区
和丰宁县双方政府携手合作，通过
制定优惠政策，共同建设怀丰产业
园发展平台。该园区总规划面积
4.1 平方公里，目前已收储土地
2200亩，预收储土地1500亩，重
点规划了非首都功能疏解区、科技
成果转化区、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区
三大功能区。

目前已有18家北京企业入驻
园区，完成协议投资21.36亿元。
预计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达19.8亿元，利税1.2亿元。

“凤凰”引得来，更要留得住。
如何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后顾之
忧，推动怀丰产业园持续健康发
展，河北省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关键在于加
强政策对接，推动政策落地。

张华说：“一直以来，怀柔区紧
密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持续加大企业疏解力度，积极引导
符合丰宁功能定位、脱贫实效突出
的企业落户怀丰产业园，有效推动
了园区企业形成集聚效应。”此外，
丰宁县制定出台了《承接非首都功
能疏解外迁企业优惠政策》《改善
政务服务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九
项工作制度”》，切实为企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提供了效率最高、成本最
低、政策最优的发展环境。

“打工不用往外走，挣钱就在
家门口。”务工增收一直以来都是
是丰宁县黄旗镇哈拉海湾村村民
闫青龙的心愿。过去他去怀柔打
工，从村里到镇上要走3个小时山
路，再坐1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坐
上去怀柔的车。

怀丰产业园建立后，闫青龙进
入园区企业工作。现如今，他每天
骑摩托上下班，通勤时间不超过
20分钟。像闫青龙这样在园区就
近工作的的劳动力还有很多，怀丰
产业园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
贫益贫效果显著。

多年来，怀丰产业园通过深化
合作领域，破解稳定增收难题。积
极构建“科技+农业+产品+销售”
扶贫新模式，着力建设一批贫困人
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培育
形成一批能够带动贫困户发展产
业的合作组织和龙头产业，实现由

“输血”向“造血”转变。
“企业全部投产运转后，通过

利益联结机制，已带动贫困人口
1300多人实现稳定脱贫，为丰宁
此前的脱贫攻坚和今后的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效保障当地
群众稳定增收。成为丰宁乡村振
兴良好的产业基础，具有显著的典
型示范效应。”张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