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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浙江省嘉兴市：：

奏响城乡融合奏响城乡融合““协奏曲协奏曲””        居民幸福指数节节高居民幸福指数节节高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城乡融合是加快推进共同
富裕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到
底应该怎么“融”？“如今，这里
的城乡一个样！”是浙江省嘉兴
市许多进城定居、返乡创业居
民的真切感受。

2004 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在嘉兴专题调研统筹城乡发
展工作。调研期间，习近平同
志指出，嘉兴完全有条件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
的典范。

嘉兴市，地处浙江东北部，
东接上海，北临苏州，西邻杭
州，与宁波、绍兴隔江相望。嘉
兴也是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大
都市圈重要城市、杭州都市圈
副中心城市。20年来，嘉兴致
力于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
展，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统筹
城乡发展路径，让所有人都能
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走出
了一条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
设双轮驱动、生产生活生态相
互融合、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共
享、具有嘉兴特色的统筹城乡
发展之路。

改革创新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67 岁的沈发明是嘉兴市
秀洲区新城街道殷秀社区居
民，一双糙手“暴露”了他昔日
艰苦的农村种菜生活。“早起掀
大棚、晚睡理蔬菜，翻耕田土、
种植秧苗。”回想种菜的苦，沈
发明感叹不已。

当年搭满大棚的地方，现
在都已是高楼大厦。2003年，
殷秀村整村征迁，村民住进了
秀洲花园、佳园小区和殷秀花
园，开启了新生活。

撤村建居、小区搬迁不仅
是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是社会
结构与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

“进城生活是否习惯？保障怎
么样？工作好不好找？”这是解
决农民身份转变，进城更要融
入城市问题的关键“三问”。

步入秀洲区新塍镇火炬
村，一排排楼房整齐划一、绿
化美观整洁，临街的店铺鳞次
栉比，配套的公共设施一应俱
全。这里也是秀洲区启动的
农房改造集聚试点之一，几年
间，新塍镇的农户实现了集中
居住，宅基地被复垦整理，按
一定比例用来建设社区和开
发工商业。

居民“上楼”后，户籍住址
不变、户口簿不换，原有农村权
益不受影响。“我们打破跨行政
区域的壁垒，首创了进城农民
登记备案制度，对全域土地整
治退出宅基地后，实施公寓房

安置，加快转移农民市民化。”
新塍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居住
地变社区后，农民便可就近就
地享受各类优质公共服务。

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
体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嘉
兴市在破除城乡壁垒、构建城
乡融合发展格局上不断探索实
践、改革创新。

2004年，嘉兴市率先制定
了《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是全国第一个制定出
台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
地级市；2013年，嘉兴市以国
家“多规合一”试点、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为抓手，深化
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改
革，通过“三五共治”“三改一
拆”，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盘活
城乡要素资源；2018年，嘉兴
市以“十百千”示范创建为引
领，开展产业提质等六大行动，
建设高质量乡村振兴示范地；
2021年，嘉兴市以国家级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载体，
实施城乡融合发展“1235”行
动，高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嘉兴市交出了一份
精彩答卷。

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2003年的 0.61万元增
长到2023年的4.96万元、连续
20年保持全省第1，城乡居民
收入比 1.53∶1、连续 5年全省
最优，2023年所辖五县（市）农
民收入全部进入全国前十，已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城乡发展最
为均衡的地方之一。

区域协同
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城乡界限被逐渐打破，城
乡要素不断加速双向流动，城
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天地也更加
广阔。

城乡融合发展，有人梦想
进城，也有人琢磨换条“赛
道”，选择返乡创业。作为80
后农创客余魁，是浙江绿迹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
是 2023 年浙江省“十大数字
乡村先锋人物”。早在几年
前，他就在嘉兴市平湖农业经
济开发区搭建起“清洁化生
产+智能化装备+数字化管理”
的数字农场模式。

“我们采用成熟的沙培、气
雾培和水培技术，种植西瓜、番
茄、玉米、黄瓜和各种叶菜类作
物。”余魁介绍说，占地百亩的
园区内，只有一位管理员。对
园区的管控大多时候只需要
依靠手机，手机上点一点，无
人驾驶机器就会按照设定线
路穿梭在园区内，或在运输农
产品、或是进行植培。

把握现代化数字农业生产
先机，余魁和其团队成功地打
造出标准化、规模化、数据化、
共享式蔬菜生态工厂示范区
500亩，水稻清洁化生产及综
合水价改革示范区1万亩。同
时，他们打造的“1+N”农业产
业联盟模式，带动嘉兴市50多
家农户使用现代化农业装备，
累计辐射面积近5000亩，农户
年均增收30%以上。

近年来，嘉兴市全面推广
农业经济开发区模式，创新发
展“新仓经验+广陈模式”，采用

“二产理念、三产思维”发展农
业，将政策、服务、资金、人才、
管理等资源加以集聚，实现农
业经济开发区模式县（市、区）
全覆盖。

跳出一域看产业，用全局
的眼光精准定位，这也是嘉兴
市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建设实践中种种细节共同指
出的方向。

2019 年 12 月，嘉兴市与
湖州市以嘉湖片区整体入选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计
划到 2025 年，嘉湖试验区在
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
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
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展体制机制等五大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保持全国前列，城乡差
距持续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70%。

作为长三角中心腹地的嘉
湖两地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以
嘉湖一体化合作先行区为主阵
地，嘉湖双城积极探索产业平
台共建、公共服务共享、文旅融
合共推、生态环境共保等多领
域一体化创新合作。

2023年 6月 5日，浙江省
首笔跨地市排污权交易启动
签约仪式在嘉兴市桐乡市举
行，桐乡时代锂电项目与湖州
长兴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就相
关气体排放指标转让达成合
作协议。此次交易打通了省
内跨区域排污权交易通道，为
促进毗邻区域一体化要素流
动进行了新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嘉兴市还建立了
水权确权登记系统，探索建立
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初始配额
与生态产品价值挂钩机制。南
湖区与平湖市、海盐县和嘉善
县签订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开
展流域生态补偿，累计获得补
偿资金1050万元；建立企业投
保补助机制，按保额的50%给
予补助，共投保环责险152家
次 ，保 额 2.785 亿 元 、保 费
474.29万元。

以人为本
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做乡村医生，不图轰轰烈
烈，只要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
实地提升本领，农村也是一片
广阔天地。”在嘉兴市桐乡市崇

福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虎啸分
中心，“老村医”许金良一干就
是40多年。

“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
病、看好病。”从嘉兴市第一医
院到秀洲区洪合镇卫生院，医
联体建设让嘉兴市第一医院主
任医师季素芳“沉”到了医疗卫
生体系的“神经末梢”，成了一
名“新村医”。

从“老村医”到“新村医”，
这是跨越时空的接力与坚守，
也是嘉兴持续统筹城乡医疗卫
生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嘉兴市城乡医疗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均衡，数据
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 2023
年，嘉兴市共建立县域医共体
13个，覆盖 17家县级医院和
52家基层机构，千人医师数4.0
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嘉
兴市常住人口签约人数达
224.52万人，十类重点人群签
约服务覆盖率达93.51%；落实
城乡同质同标免费健康体检制
度，并面向流动人口提供同等
服务，2023 年完成体检 88.57
万人。

关注同人民群众生活联系
最紧密、利益关切最直接重点
领域，提升城乡医疗水平只是
嘉兴市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一
个缩影。公共服务的关键在于
让群众更“有感”。

从小区出发，步行不出15
分钟，就能找到健身休闲步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书房、
托育机构……15 分钟对嘉兴
人来说，不仅是时间尺度，更是
衡量生活幸福感的“标尺”。

“十四五”以来，嘉兴市紧
紧围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优
质均等化水平走在全省乃至
全国前列”的工作目标，坚持
城乡一体、项目引领、重点推
动，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和
优质共享，公共服务制度化、标
准化、一体化、数字化水平显著
提升，成功入选国家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等国家试点建
设名单。

2021年，嘉兴首次专项编
制《嘉兴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十四五”规划》，并以此为“1”
个总纲，围绕“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等10个领域，相继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政策，构建
了具有嘉兴特色、符合嘉兴实
际需求的“1+10+X”公共服务
政策体系。同时，加快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在嘉兴市“15 分钟公共服务
圈”里，群众能够更方便快捷
地找到文化、体育、医疗、养老
等设施和活动，居民生活内容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生活品质
也不断攀升。

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成片的稻田与民居绘出和美乡村美丽的风景线。田建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