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埭镇 水淹地如何“棒起来”？且看棒球村的“五年三连跳”蝶变

村子里建起棒球场、农民组建棒球队、农村娃
代表中国参加棒球世锦赛……棒球这项时尚运动
为何会结缘农村？一切都要从林埭镇委员履职小
组的协商议事说起。

2018年的徐家埭村特别是俞家浜区域，由于
农户过度养殖，不仅对生态造成严重影响，还留下
了一片脏乱差的水淹地。政协委员看在眼里、急
在心头，决心共商一条“点石成金”的发展妙计。

在委组组长召集下，一场连心圆桌会在徐家
埭村落地了。大家围绕村里的发展建言献策，决
心不仅要让村子变美，更要紧扣平湖日商台商集
聚的实际，在水淹地上谋划一个乡村棒球场。

找到突破口后，政协委员上对接市级部门，下
会同村干部走访调研，最后仅用 5个月便助力建
成了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棒球场。看着日益火爆
的棒球赛事，林埭委组意识到，俞家浜这颗“小小

棒球”有着无限的生长潜力。于是，委组将连心圆
桌会升格为“民生议事堂”，聚焦棒球发展持续协
商议事。

怎样做活棒球景区？怎样延展棒球产业链？
随着棒球事业“成长烦恼”的不断涌现，一场场推
动棒球产业发展、打造棒球村的协商活动在“民生
议事堂”展开。委员们群策群力，提出了“打造棒
球集市”“生产销售棒球服棒球帽”“制定棒球产业
发展规划”等意见建议。经过为期一年的再调研、
再协商、再视察，这些建议均得到落地实践。于是
乎，一场场高规格赛事、一条高质量棒球产业链在
徐家埭村“开花结果”，让村子发展如雨后春笋般
节节攀升。2022年，村旅游公司年营业收入破千
万，村集体经济收入较2018年增长50%。

在政协多方力量推动下，徐家埭村逐渐成长
为强村富民的“明星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

是林埭委组的委员们决定把协商重点从“一村富”
转移到“抱团富”，就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协商活
动再次在“民生议事堂”举行。

委员们一一听取了林埭镇 11个村党组织书
记、乡村创客、农业大户的意见，得出结论：要发
展，得抱团。可这团要怎么抱？“村集体+社会资
本+村民”飞股抱团模式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
委组进一步延伸扩展议事机制，形成了“全流程协
商、全过程监督、全方位指导”的“三全”机制，推动
徐家埭村牵头排定12个共富项目，并聚焦这些项
目，多次开展专题协商、民主监督。如今，“共富码
头”“共富大棚”等6个项目已渐次落地，为各村每
年增收20余万元；粮食全产业链等项目也将建成
创收。

这一次，徐家埭村再次实现蝶变，成了远近闻
名的“带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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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之窗平湖版

“现在我把一家人都接到乍浦来了，希望大家能
通过奋斗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起初在小排档打工，到
现在经营两家烧烤店，新疆维吾尔族 80后青年艾海
提·阿卜拉在乍浦镇生活得如鱼得水、幸福美满。而
这一切美好的背后，正是乍浦委组精准服务少数民族
居民的生动缩影。

2022年初，乍浦委组组长黄国元在走访时了解
到，在全镇12万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外来人员占比
越来越大，一度出现“融入难”的困境。如何推动少数
民族居民更好地融入乍浦本地生活？怎样更好更精
准地服务少数民族居民？思考着这些问题，乍浦委组
逐步有了“开展谱写民族团结曲专题协商”的想法。

以政协协商驿站为阵地，结合“三必到七必访”活
动，乍浦委组开始收集分析少数民族居民在子女入
学、劳动保障、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如何进
一步推进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的融合
发展？”“回族群众不能吃猪肉，他们的子女在学校的
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经过详细调研之后，一场以

“优化‘三必到、七必访’连心服务机制，打造新时代
‘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新格局”为主题的专题协商活
动应时而生。

2023年，结合回头看、带着新问题，乍浦委组精心
筹办了一场以“谱写民族团结曲 共唱和谐幸福歌”为
主题的“民生议事堂”专题协商活动，邀请少数民族代
表共聚一堂、畅所欲言。现场，与会人员聚焦“民族团
结”这一主题，围绕双语教育、品牌活动、参政议政等
切口，精准有效提建议、献对策。

两场协商活动后，乍浦委组梳理的协商建议得到
了嘉兴港区党工委、管委会和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领办落实，调研协商成果
逐步落地生根。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高质量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围绕全镇经济社
会发展及百姓福祉，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座谈会；以“浙
里石榴红·馨邻家园”和政协协商驿站为阵地，推出丰
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与云和县安溪畲族乡开启“山海
协作”合作模式，定期开展互访交流……聚焦少数民
族同胞在平发展需求，乍浦委组精心打造了思想、精
神、行动“三味套餐”，让他们身在平湖，却依然感受到
家的温暖，品味出浓浓的“幸福感”。

乍浦镇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朵朵盛开”

以协商以协商““小切口小切口””撬动民生撬动民生““大窗口大窗口””

■■记者记者 荣怡婷荣怡婷

市政协市政协““民生议事堂民生议事堂””为幸福底色为幸福底色““添笔彩添笔彩””
“民生议事堂”是基层政协协商议事的主阵地。近年来，市政协和各镇街道委员履职小组充分发挥“民生议事堂”建在基层、贴近群

众的优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广泛开展协商议事，以实干实绩展现“政协之能”，以担当作为书写“履职为民”的新时代政协答卷。
2023年11月17日，嘉兴市政协举办“嘉里共富·禾你来议”第三届“民生议事堂”案例展示活动。市政协新埭镇“民生议事堂”荣获嘉

兴市首批“十佳民生议事堂”；林埭镇委员履职小组《水淹地如何“棒起来”？且看棒球村的“五年三连跳”蝶变》案例荣获最佳案例；新仓
镇委员履职小组《“家门口”的上海专家》、新埭镇委员履职小组《跨界而媒 共赴浙沪农业共同体合作之约》、乍浦镇委员履职小组《让“民
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朵朵盛开”》3个案例荣获优秀案例。一个个典型案例，一段段为民故事，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情怀，
彰显出人民政协为人民的责任与担当。

2023年 7月 31日下午，一名抽搐患儿被紧急
送到新仓镇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新仓医院”）进
行抢救，而此时院内正在举行“谢利剑教授工作
室”揭牌仪式。获知消息后，谢教授马上组织抢
救，凭借其丰富的临床经验，第一时间确诊患儿为
颅内出血，并紧急联系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以
下简称“金山医院”）实施了开颅手术。最终，因抢
救及时，患儿现已基本康复。

一名儿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怎么会在一个乡
镇卫生院开设工作室？这正是市政协新仓镇委员
履职小组依托“民生议事堂”协商取得的成果。

新仓镇位于平湖市东北部，与上海市金山区
仅一河之隔。虽然生活在新仓，但老百姓看病求
医更向往去金山，因为那里有上海专家。2022年
5月，异地搬迁的新仓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百姓们

看着亮丽的新医院，心里期盼着上海的专家也能
过来坐诊。

人民有呼声，政协有行动。2022年，新仓委组
提交了“接轨上海，提升平湖东部医疗水平”的集
体提案，同时也将该课题列为新仓镇“民生议事
堂”年度专题协商内容。

“目前，平湖的百姓到金山医院看的最多的科
室有哪些？”“金山医院能够为基层医院提供哪些
优势学科？”……带着问题，政协委员们前往村社
区、金山医院、金山区卫健委等开展实地调研走
访，明确了三方所需，知道了“路在何方”。

为把好协商“方向盘”，新仓委组构建了“1+4+
N”协商议事体系，确保各方面的代表都能参与进
协商活动。2022年 8月 31日，以“导入上海医疗
资源 提升平湖东部医疗水平”为主题的第一次

专题协商活动顺利开展，初步达成了以儿科为切
入点的合作方向。2023年 8月 8日，新仓委组围
绕上述主题开展了第二次专题协商，委员们踊跃建
言，及时梳理形成了协商纪要并转相关部门落实。

通过协商，新仓镇人民政府、新仓医院和金山
医院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金山医院也在疫情防
控转段后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团队，多次到新仓
医院开展查房、义诊、讲课等活动，并成立“谢利剑
教授工作室”，让广大居民“零距离”享受上海专家
的医疗服务。此外，金山医院还开辟了“绿色通
道”，为新仓医院医护人员提供进修、培训等支持。

在优质医疗资源的加持下，2023年 1至 9月，
新仓医院门急诊、住院人次和医院业务收入均有
了明显增长，特别是住院人次，同比增长约 35%，
百姓在“家门口”看病的愿景得以实现。

新仓镇 “家门口”的上海专家

“今年农场的葡萄卖得好啊，已经卖出150万
元了！”看着自家葡萄“喜丰收”，新埭镇水月湾的
陆永其脸上满是笑容。在上海农业技术专家团队
的指导下，水月湾的葡萄每公斤上涨了 10元，逐
渐打响了“金招牌”，即使在市场价格呈断崖式下
降之际，水月湾“出品”依然卖出了每公斤40元的
好价钱。这正是第一场浙沪“民生议事堂”主题协
商的成果。

“现在技术有了，产量有了，但找销路、找订单
太难了！”尝过“跨界而媒”甜头的老陆，和农业主
体们在协商驿站里向委员们敞开了心怀。群众有
所呼，政协有所为。于是，一场“打造共富联合体，
推进浙沪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发展”跨边界协商活
动确定了下来。

去年4月，平湖市政协原副主席唐华荣、金山

区政协副主席张斌带着两地委员一起来到了浙
沪“民生议事堂”，与两地镇长、农业主体、专家
及相关职能部门面对面协商。“建议打造独具地
域特色的浙沪农产品产销中心”“建议加强两地
农业技术交流”……一条条饱含情感、透着温度
的“浙言沪语”点燃了会场。会后，12条协商建议
以协商纪要的形式转送到了两地党委政府手
中。

不久后，“浙沪毗邻农业技术交流基地”顺利
挂牌，并邀请农技专家现场进行技术分享。经商
议，“‘新枫味’浙沪农产品产销中心”也敲定选址、
启动建设。

“中心虽然建起来了，可具体让两地哪些农产
品入驻、产品质量该怎么保证、如何进行销售，能
不能请政协再来帮帮忙？”产销中心总经理的一个

电话，拉开了协商“回头看”的序幕。
去年 8月 14日，委员们再次齐聚一堂。平湖

市政协原主席何健、金山区政协副主席李士权带
队，会同新埭、枫泾两镇相关负责人，一起看现场、
觅良方、破难题。最终，“新枫味”品牌完成注册，
28家农业主体入驻。依托产销中心，枫泾古镇建
起了农产品推广站，在沪枫茶园、水云庄等3个农
场建立了销售共享点，累计销售额超 50万元；两
地农场研学线路重新升温，直接带动农产品销售
40余万元；“新枫味”的品牌探索促成了平湖、金山
品牌标准化交流，确定了 3个农产品标准化研制
项目……

在协商议事的灌溉下，浙沪农产品产销一体
化发展“蓝图”成功变为“实景图”，共富之花精彩
绽放。

新埭镇 跨界而媒 共赴浙沪农业共同体合作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