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兜牢民生保障 建设精神共富和美乡村

景锋格

“ 乡 村 振 兴 ，既 要 塑 形 ，也 要 铸

魂”，在基层工作岗位上，我越来越认

识 到 乡 风 文 明 对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重 要

性。以我所在的曙光村为例，村里的

年轻人大多外出做生意、务工，家中

老人无人照应。2014 年，村里建起了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目 前 共 服 务 老 人 40

多名。

来 村 食 堂 就 餐 的 大 多 是 独 居 老

人 ，饭 桌 上 的 交 谈 是 他 们 一 天 中 为

数 不 多 的 社 交 。 我 们 意 识 到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对 于 老 人 不 仅 意 味 着 三

餐，也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关怀，更是

他 们 精 神 上 的 慰 藉 。 敬 老 是 传 统 美

德 ，养 老 是 民 生 要 计 。 为 长 期 办 好

村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我 们 村 由 干 部 带

头 ，乡 贤 捐 资 ，村 民 捐 物 ，爱 心 层 层

接力，补齐民生短板，将关怀送到老

人心坎上。

村美人和，乡风文明，奠定了村庄

长远发展的基础。现如今，我们村庄整

洁了，绿化面积增加了，村居旧貌换新

颜，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了，脸

上的笑容更多了。展望全镇，在“一村

一项目”的共富发展思路引领下，龙山

落后村越来越少，大家都开足马力，奔

跑在共富路。

牢记拼搏实干 让民生福祉持续增“富”

应文宇

2021 年，龙山镇各项工作卓有成

效，以“建强一个平台打造经济发展

新高地”“深化文旅主题引领产程发

展新融合”“提炼一项经验形成社会

治理新模式”“坚持一种理念打造城

镇 整 理 新 样 板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四 张

“金名片”熠熠生辉，既定的“基础治

理呈现新貌、社会事业高质发展、民

生保障有力夯实”目标圆满实现，可

谓成绩喜人。

成绩振奋人心，蓝图催人奋进。如

何在现有基础上开拓进取，继续争当全

市各项工作“排头兵”，扎实推动全镇各

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实现共同富裕贡

献“龙山力量”，也成了我们亟待思考解

决的问题。

我认为，龙山镇 2022 年应紧紧围

绕“工业强基、文旅互融、和美示范、

共富先行”的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党

建引领作用，锻造政务铁军，全力构

筑产业发展新平台，创新探索发展一

批 共 富 项 目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乡 村 振

兴，为全镇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全力书写好“十

四五”龙山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令

其 成 为 东 永 一 线 共 富 示 范 带 上 的 耀

眼明珠。

推动产业集聚 打造经济共富工业强镇

吕瑜磊

作为民营企业家，我更关注龙山工

业方面的动态。过去一年，龙山工业经

济突飞猛进，老旧工业功能分区“腾笼

换鸟”，新旧产能转化腾挪，依托浙商回

归园这一平台，全镇经济转型发展火力

全开，向建设工业特色型美丽城镇的目

标冲刺。

营商环境是水，企业就是活鱼。身

处其中，我相信龙山镇这片“水塘”未来

可期。以我所在的包装行业为例，现在

金华地区共有 20 多家包装企业，其中 8

成产能供给永康，而龙山有4家，占了永

康的 2/3，可见龙山包装行业的发展潜

力。依靠技术更新，我们传统行业仍旧

充满活力。然而，土地和人才资源缺

乏，产业凝聚力不足，制约了龙山企业

的发展。

因此，我建议龙山镇在2022年应进

一步激活发展空间，以浙商回归园为抓

手，牵头搭建集聚平台，增强产业凝聚

力和向心力，以产业平台的引擎效应带

动全镇经济发展；持续推进重点项目投

资和建设工作，优化镇域支柱产业，深

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完善基础设

施坚持，探索推出配套措施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为龙山工业发展积蓄有生力

量，让经济总量持续增强。

引领文旅融合 探索产业共富新路径

方子欧

当前，浙江正在深入挖掘宋韵文

化，以陈亮“事功”之说为代表的浙东学

派也受到广泛关注，在我看来，这对于

龙山镇而言，是推进文旅融合、打造文

旅名镇的绝佳机遇。

龙 山 镇 历 史 悠 久 ，坐 拥“ 陈 亮 文

化”“越野赛事文化”“影视文化”等丰

富文化资源。近年来，龙山镇深耕“义

利并举，义字当头”的陈亮精神，各行

政村也随处可见以“陈亮文化”为主题

的墙绘、特色鲜明的街角小品。与此

同时，越野运动也成为近年来龙山旅

游的标志品牌，以龙川文化园为载体

的“影视+”产业也带动周边乡村旅游

经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影视新业态

的前景。

用好资源禀赋，促进文旅融合，是

龙山探索产业共富的新途径。在此基

础上，我提议，龙山应该继续狠抓文旅

经济，以多产业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

撬动龙山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紧跟时

势，深入挖掘名人文化，积极谋划陈亮

主题系列活动，为“文化龙山”建设提供

强有力支撑。

净化政治生态 夯实文明共富之基

朱小波

作为龙山镇的一大特色亮点工作，

2021年，“龙山经验”诉源治理指数应用

初步纳入全省重大应用“一本账”跑道；

龙山司法所获评全市首个省级“枫桥

式”司法所；以联络站化解案件为原型

的法治微电影《三只小猪》被带到了全

国两会，“龙山经验”真正走入了全国人

民的视线，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一基

层社会治理模板。

尽管“龙山经验”被更多人熟知的现

状令人欣喜，但我们不得不直面仍有许

多群众不知“龙山经验”的事实。为了不

断提升基层自治能力，我建议，2022年，

我市应在拓展升级“龙山经验”的同时，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效，深化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的“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

系，开发并在全省推广使用“龙山经验”

诉源治理指数应用项目，推进村级事务

合规审查制度建设扩面覆盖。

同时，应加大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的作用，持续深入开展法治意识

宣传教育，不断净化农村政治生态，全

面激发群众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树立

时代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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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程开山破浪 谋新篇笃行不怠
龙山代表团紧扣共富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过去一年，龙山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工业强基、文旅互融、和美示范、共富先行”的奋斗目标，
以扛旗争先的拼搏姿态交出了一份“经济强”“环境美”“治理好”的喜人答卷。

两会期间，为继续走好新时代赶考路，龙山镇的人大代表们提前深入一线调研，倾听民意民声，紧扣共富主题积极
建言献策，为2022年发展献上了不少“金点子”。一起跟着记者去听听吧。

融媒记者 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