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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事事一一议议””
1010年奖补年奖补324324个项目个项目 有力奏响村美民富之歌有力奏响村美民富之歌

■■记者记者 石晓晨石晓晨 通讯员通讯员 喻晓霞喻晓霞

通村通组公路通路更通心，美丽风景线带动美丽经济，文化礼堂成为精神高地，致富增收让农民喜笑颜开……漫步金平湖的乡村沃野，一幅“村

美、民富、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跃然眼前。

就在金平湖乡村美丽蝶变之中，“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走过了10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浙江省全面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10周年。10年来，我市坚持以群众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利益最直接的村级公益事业项目为切入点，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充分调动了广大村干部和村民参与农村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建成了一大批惠及村民群众的村内公益事业项目。截至目前，我市共实施“一事一议”项

目324个，受益群众达57.51万人次，有力奏响了乡村振兴曲、唱好了村美民富歌。

“现在路都修好了，桥也修好了，我们再也不用过‘开

车得绕路、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了，与其他村的道路也贯

通了起来，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广陈镇山塘村村民王

大伯如是说。自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落地以来，

山塘村就把项目申报内容集中在村民反映最强烈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今，一条条宽阔平整的大路

直通村民的家门口不说，还把村里的道路

都联通起来，实现了村内道路通畅成

网，解决了村民日常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

自 2010年开展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以来，我市始终坚持将钱花在所

急所需上，“一事一议”奖补资金

重点保障群众急需解决、受益面广

的项目，优先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

切的问题。通村通组道路的修缮、道

路绿化亮化工程的实施、道路桥梁的新建、

环境卫生的整治、便民利民设施的改造等 324个项

目，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滋润下，犹如雨后春笋

般在我市大大小小的村庄内开展起来。“这些项目覆盖面

广，受益群体大，实施效果明显。”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吴

俊英介绍说，不少村镇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村民生活中出

现的困难得到了顺利解决。

与此同时，采用“一事一议”办法和民主决策程序，“一

事一议”项目让村民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中充分行使民主

议事、定事、办事、管事的权力，建什么、怎么建、建成后怎

么管，都由村民说了算，使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和自上而

下的财政奖补有机结合，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一事一议”

项目的“当家人”和“受益者”。“以前村民很少关心村里的

事，找村民商量事情也比较难。‘一事一议’项目实施后，村

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对村级公益事业的态度从‘要

我干’变成了‘我要干’，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资成效放大

数倍。”新埭镇农业农村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的大

齐塘村10年间申报完成“一事一议”工程项目9个，涉及道

路建设、生活污水治理、河道建设等项目，项目总投资额达

1322.07万元，除了各级财政奖补资金之外，村级组织自筹

投入了435.89万元，社会捐助了37.5万元。

在“惠民、利民”的导向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采用“财政

奖补+村集体自筹+社会捐赠+村民筹资筹劳”的方式，极

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投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

以 2.54亿元的各级财政奖补资金撬动投资 3.74亿元，覆

盖村 68个，受益群众达 57.51万人次，农村整体环境得到

了显著的改善，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更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

解“急难愁盼”奏响惠农乐章

“感谢财政好政策，村里现在越来越美

了。”家住林埭镇祥中村都家浜的张大爷，逢人

便夸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但说起曾经的都

家浜，村里人记忆犹新：河中淤泥沉厚、水草茂

盛，岸坡凌乱、杂草丛生，村庄道路破旧……

2017年，都家浜景区改造绿化提升的“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成功立项，总投资 200万

元，用于都家浜自然村落绿化提升，人居环境

改善立竿见影。如今的都家浜是炊烟袅袅，

竹影青青：从村口一路走来，粉饰一新的民居

展示着这里的变化；清澈的河浜，波光粼粼、

流水淙淙；沿河步道，绿意掩映、生机盎然；于

以定纪念馆、“阿美珍珠”展示馆，吸引了众多

游客的目光……一眼望去，一派江南水乡农

家的美景。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据统计，10 年

来，全市共申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62
个、村内环境卫生整治项目 5个、村道绿化亮

化工程项目 6个、农民公园建设项目 1个、河

道整治景观提升项目 7个。“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一事一议’工程看起来不大，但是产生的

效果汇聚在一起就是整体的大转变。”吴俊英

告诉记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河道整治景

观提升清了河浜、靓了河景；村内环境卫生整

治让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干净整洁；农民

公园建设既美了村内风景，又让村民有了休

闲好去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得到了落

实，环境一处接一处地改变，村容旧貌换新

颜，目光所及之处，白墙黛瓦、庭院葱郁、小桥

流水，如同置身于“田园画卷”。“美了村貌，也

让生活于其中的村民们有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带来的好处是

多方面的。”吴俊英说。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一事一议”项目

申报的范围也从原先的环境改善类扩大到居

家养老、文化健身类，主要实施以公共活动和

服务场所、公益事业修缮、便民利民设施等项

目为主，全市涉及村便民服务中心改造 7个、

村民文化健身休闲活动中心 5个、文化礼堂

建设 4个，进一步完善村庄服务功能，为丰富

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优质的硬件

资源，大大提升了村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广陈镇民主村的

便民活动中心和村民活动场所项目，建筑面

积 1200平方米，功能分区为办事大厅、会议

室、图书室、百姓健身房、文化礼堂等，既方便

了村民就近办事，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体

生活，满足了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绘大美景致 书写宜居新篇

水岸交融的游步道、别致的杉林景观、地

道的农家乐……在新仓镇杉青港村，良好的基

础设施、优美的人居环境、特色的杉林植被，让

该村成为了“网红村”，吸引了大批周边地区的

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得益于‘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政策，路修好了，周边环境提升了，游客自

然而然也就多了起来，村集体经济增长了，老

百姓的口袋也鼓了起来。”杉青港村党委书记

朱军说。

不仅是杉青港村，自 2017年以来我市将

“一事一议”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成效

凸显，成功打造了“郁树临风·醉红江南”等美

丽风景线，涌现了“杉青港村”“徐家埭村”“赵

家桥村”“龙萌村”等一大批“网红村”，催生了

乡村休闲旅游、民宿、农家乐等美丽经济，不但

成为了平湖市民乃至杭州、上海游客周末度假

新的打卡点，更是有力地拉动了村集体增收致

富。

近年来，我市不断明确“一事一议”奖补资

金除了要给农村建设“输血”之外，更要帮助农

村实现自我“造血”，不断增强农村建设发展的

内生动力，帮助农村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富民

事业。“农村人居环境的显著提升，也为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农村提供了有利条件，带动了美丽

经济，又拉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长。”吴俊

英说，这也充分体现了财政“花钱见绩效”的资

金导向。以杉青港村为例，在村容村貌大变样

之后，该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鲜花经济”，打

破了农村单纯“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经济模

式，建设了临沪花卉产业园，围绕鲜花做文章，

致力于把鲜花打造成集经济、文化、旅游、生态

等多项内涵的大产业。“目前花卉产业园已建

成 600多亩，年销售额达 6000多万元，在增加

村民就业机会的同时，每年还可为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 60多万元，村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

强烈。”朱军介绍说。

10年来，在“一事一议”项目和其他财政配

套资金的支持下，我市各具特色的农旅产业逐

渐涌现，越来越多的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村民也跟着享受

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据统计，从 2010年

到 2020 年，全市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 1.29亿

元提高到 4.86 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29101元提高到

39903 元，城乡居民差距

从 2.04缩小至 1.65，是我省

城乡差距最小的县市之一，也是

嘉兴市率先实现村年经常性收入全部达到150
万元的县市，人民群众满意度达100%，这为助

力我市实现“村美、民富、宜居、宜业”的乡村振

兴目标，建设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促产业发展 铺宽致富之路

财政奖补激发平湖乡村活力财政奖补激发平湖乡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