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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奏响乡乡村振兴曲村振兴曲 唱好村美唱好村美民民富歌富歌

激发村级集体经济优越性 村民腰包鼓起来

【乡村振兴进行时⑥·曹桥街道】

■■记者记者 戴绯绯戴绯绯 通讯员通讯员 曹美丽曹美丽

【看点】

曹桥街道依托“网格红色细胞”党建引领网

格治理新模式，将工作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善做群众工作的微网

格长，严家门村第29微网格的微网格长陆海浜

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年，我家买这些椽子的时候可花了不少

钱，我舍不得让你们回收。”“大伯，您看现在造

房子椽子都用不上了，扔在弄堂里，占地方又不

好看，现在您可以去看看吴汇埭那边，我们将椽

子切割好，将零散的菜园子给围了起来，看过去

整洁有序。”……在陆海浜的一再劝说下，大伯

同意将自家椽子回收。在围立围栏过程中，遇

到的质疑声也不少。有的村民认为，菜园子靠

近马路，用椽子围起来容易造成交通安全问

题。面对村民的质疑，陆海浜一遍遍解释椽子

围了后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并掏出手机将围好

的菜园子展示给农户看，让农户消除这份担忧。

【盘点】

为破解微网格治理难、难治理的问题，曹桥

街道积极探索微网格长培养模式，通过组织教

育、网格服务、榜样引领等形式，力争打造一支

带头作用好、服务意识强、群众认可度高的微网

格长队伍。今年，街道通过建立“网格红色细

胞”工作法，创新“五微五连心”微网格治理模

式，以网格服务“微自转”推动基层治理“大公

转”，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硬、两战

赢”中贡献了曹桥力量。

畅通微循环，构筑“连心地图”。以村民小

组、自然村落、社区楼道等为基本单位绘制“连

心地图”。健全“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网格

—微网格—户”五级架构，形成“村域划网、网中

分组、组内定格、格中选员、员户直联”的循环路

径，同步绘制《产业分布图》《党员联户图》《服务

阵地图》等“连心地图”，将企业、群众、基层的情

况和需求，形象化、精准化定位在“连心地图”

上，实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选树微领袖，培育“连心标兵”。选任有情

怀、有精力、有能力的优秀党员和群众骨干担任

微网格长作为“连心标兵”。压实“基础信息不

漏项、社情民意不滞后、问题隐患全掌控”的责

任机制，不断提高微网格长在基层治理中的“话

语权”。同步启动“连心标兵”微领袖成长计划，

评定星级微网格长，并把五星级微网格长打造

成为“连心标兵”微领袖。

出台微清单，打造“连心议站”。坚持问题

导向，建立微网格治理议事清单。在微网格建

立“连心议站”，成立“网格自治委员会”，制定环

境全域秀美、文明和谐评创、便民综合服务三张

议事清单和“十带头、十不做”微公约，及时交办

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通过“百姓说事会、

网格议事会、村级交办会”实现民情民意“搜集-
研判-交办-办理-跟踪-反馈”闭环办理。

创新微项目，优化“连心服务”。以打造“美

好家园红色共同体”为目标，精准培育紧扣基层

实际的微网格项目，实现“连心服务”项目化。

针对企业，探索企业服务“365红色联盟”，依托

5G智慧园建设，拓展招商引资、应急管理等服

务功能。

培育微组织，激发“连心比武”。通过微网

格“连心大比武”，积极培育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扎根微网格、服务微网格。依托“网格服务直通

车”，组织街道政务便民服务队、警邻先锋服务

队等专业型连心服务队定期进微网格提供信息

采集等专业服务，涌现出了“多元服务帮助语言

障碍患者跨省办理户口”等先进事迹。

创新微网格基层治理 村民生活顺起来

【看点】

六店农贸菜场项目位于曹桥街道石龙村。项

目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为

目标，坚持自力更生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由曹桥街

道10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抱团建设。菜场建

成后，由平湖市曹桥强村投资有限公司按项目实际

投资额 10%的年固定回报率结算各股份经济合作

社的投资收益，预计 2020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经营性收入288万元。

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村级集体经济优

越性，增强了村民集体经济观念,调动了村集体成

员积极性，增强了村集体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巩

固农村基层政权、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了新活

力。

【盘点】

曹桥街道重视发展村集体经济，2014年以来

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飞地抱团”等形式共同

投资参与市、街道两级的强村物业项目 8个，年投

资收益达到 1200余万元。通过项目建设，真正增

强了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完善了乡村公共服

务基础配套设施，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目

前，2020-2022新一轮“强村计划”已经启动，街道

正在筹划曹桥街道九村集体公共用房工程等抱团

发展项目，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面实现乡

村振兴添力。

与此同时，为破解目前曹桥街道各村集体经济

组织收入渠道狭窄的难题，8月 14日，以曹桥街道

10个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股东的集体经济体制劳务

公司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依托本

地劳动力资源，以劳务输出的形式承接街道辖区内

的各类劳务服务工作，做大村集体经济“蛋糕”，走

上由“外部输血”向“自身造血”之路，以新产业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劳务公司的成立，可有效解决

村民、集体增收乏力问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走出

一条适合自己村情的乡村发展之路。

激发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民间活力，帮助农村富

余劳动力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增收。通过快速准确

地掌握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供求信息，将技能较

差、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组

织起来，由劳务公司统一派遣，对各村提供全域秀

美环境整治、河道保洁、园林绿化养护等劳务，满足

了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的劳动力需求。

提升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

村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劳务公司的成立，破除

了一些私营企业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弊端，通过

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保险等一系列规范行为，解决

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对村民开展免费技能

培训，营造了良好的用工环境，克服了以往派工散

漫无序、劳动效率低等问题。

【看点】

近日，野马村的微网格自评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该村第一网格的网格长和第三网格的网格

长分别带领村微网格长、村民小组长一同前往所

属网格，开展每月一次的微网格自评活动，对微

网格内每家每户的环境卫生情况进行评比打

分。检查人员拿着评分表，按照全域秀美和优美

庭院创建要求，对照街道“联整包户晋级制”晋级

标准，对农户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等进

行全面检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评打分。

值得一提的是，野马村还建立了“网格红细

胞美丽银行”，晋级达标户和晋级优美庭院户将

按照评分给予积分，年终可兑换相关奖励。一

系列的激励措施，大大激发了村民参与全域秀

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盘点】

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抓好农村环境全域整

治提升工作，确保各项整治任务保质保量按时

完成，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曹桥街道建立了

全域秀美联合整治包干到户晋级制。按照全域

秀美的“三个清零、六个整治、一个提升”要求，

围绕“洁化、序化、干净、整洁”目标，依托“网格

红色细胞”工程，以街道全体农户为主体，以395
个微网格为单元，以9个建制村为整体，全力推

进农村全域秀美工作。

近年来，曹桥街道始终致力于打造“美好家

园红色共同体”。下大力气推进环境整治、全域

秀美各项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破难为主

线，抓住症结、精准发力，集中整治、奋力攻坚。

全力整治做“减法”，攻坚拆违除“硬角”，面

对顽疾众多的沙浜区块以“拆”破局面。攻坚环

境死角，强势推进全域秀美提质专项行动，以

“治”除顽疾。攻坚散乱边角，举全街道之力以

多种方式腾退复垦斜桥工业点的“低、散、乱”企

业39家，腾出建设用地面积63.73亩。

全面建设做“加法”，以最优化比对提升人居

环境。在建好锦绣野丁美丽西线的基础上，打造

一条美丽田园线。借“三改一拆”深入推进的东

风，建好一个蝶变小城镇。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挖掘传承地方文化，勾起一段文脉乡愁情。

全体动员做“乘法”，以最务实机制呵护人

居环境。依托“网格红细胞”工程，打造“三长三

会”集镇治理1.0版。整合相关工作升级为环境

网格员，打造“环境网格四员合一”专人治理2.0
版。以街道全体农户为主体，配套建立三级责

任网，打造“联整包户晋级”全民治理3.0版。

建立“联整包户晋级制” 生活环境美起来

【看点】

3月 5日下午，曹桥街道农业文旅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正式举行。街道引进的马厩赛艇运动基地

项目、“江南水乡·花海曹桥”花卉绿植产业园项目、

曹桥智慧型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为曹桥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此次签约的3个项目，总投资达1亿多元，主要

涉及体育农旅、智慧农业和精品花卉等一、二、三产

融合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不仅高度契合了本土产业

的发展方向，也将为街道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打下了坚实基础。

【盘点】

长期以来，曹桥街道一直将打造“离自然很近，

离城市不远”的现代化田园新城区作为发展的目标

与定位，签约的项目与街道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导向

高度契合。街道全力当好“农小二”，力促项目早建

成、早投产、早见效，不断推动以“农业+”“旅游+”
“体育+”为代表的“美丽产业”实现新突破，真正实

现从“吸引人”到“留住人”的跨越式发展。

宏观上，曹桥的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微观上，当

地的农业主体更是创新求突破。蘑菇是当地的一

项传统产业，已经走过了整整20余年的发展历程，

成为当地农民得益最多、风险较小的一项农业特色

产业。近年来，受周边专业工厂化蘑菇生产的冲

击，平湖地区的传统蘑菇生产逐年减少，因土地要

素、生产成本等影响，蘑菇产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的

瓶颈一时也较难突破。通过引进全自动燃油蒸汽

锅炉、温湿度远程监控及操作系统等新设备，并创

新优化原有培养料配方，改进原有堆料工艺，实现

蘑菇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轻简化，完成了农产品

生产过程的全程追溯，并一改原来传统菇房每年只

能种一季的状况，成功引领平湖蘑菇产业转型升

级，开创周年化生产新局面。加快新技术、新方法

的推广运用，是提升发展传统产业的前提和基础，

曹桥街道农技推广部门在蘑菇这项传统产业上，进

行了成功的探索与实践，为平湖蘑菇转型升级提供

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板。

新兴产业结硕果
传统产业开新花

如果说乡村振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进行曲，那么曹桥的乡村振兴工作就是曲中那段跳动迷人的旋律。近年来，曹桥街道积极办实事惠民生、兴产业促发展，乡村振兴再现

新成效。

建立全域秀美联合整治包干到户晋级制、激发村集体经济增收民间活力、探索“网格红色细胞”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新模式……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以提升乡村、服务乡

村为目的，让百姓双眼看得到改变、内心感受到欣慰。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攻坚克难，再创佳绩。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曹桥街道全面推进村镇建设工作，切实提高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努力实现“乡村环境美起来，村民

腰包鼓起来”的美好愿望，让家园成为“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悠悠乡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