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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万工程”重要源起地、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首个村级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建

立地，这些耀眼称号是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善于抢先、勇于革新的最好注脚。上世纪

70年代，梅林村抢占改革开放先机，建工厂、办村企，加大以工哺农力度，在沙地上建起一个村

美民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2年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萧山调研，充分肯定梅林

村新农村建设成效，希望萧山的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成功的

经验。2003年6月，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进大会在杭举行，梅林村因此成为“千

万工程”重要源起地。近20年来，梅林村持续推进从美丽乡村到数字乡村，再到未来乡村、共

富乡村的迭代升级，不断丰富“千万工程”内涵，为我省乡村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提供

了有益借鉴。

——题记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3编辑：曹丽娟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9 E-mail:dawn306@163.com 要 闻

数字铸“梅”好 启航新征程
——萧山梅林村建设未来乡村推进共同富裕纪实

擦亮金名片 引领新时代
沿着总书记的 7足迹足迹

今年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老先进”，梅林村的起点

很高，如何在推进“两个先行”中继续走在前

列？这是摆在梅林村面前的新课题。

其实，在2021年8月，梅林村已发布全省

首个村级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经济富裕、服

务优质、文化先进、生态宜居、社会和谐五个

维度，谋划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发布这个指

标体系，梅林村是有底气的。去年村级集体

可用资金达551万元，经营性收入405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7450万元。“梅林村率先

出台的共富指标体系，可以为全省振兴乡村

产业、创新基层治理、探索共富之路提供更多

‘梅林经验’。”王东炜这样评价。

鼓了钱袋，更要富脑袋。如今的梅林

村，村史展览馆、电影院、24小时书房、青少

年宫、老年公寓、幸福食堂、培训中心等各种

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村里还组建了书画队、

太极队、朗诵队、篮球队等文化社团，以多彩

文娱活动滋养村民精神家园。

“村里会经常组织像乡邻节、游园会之

类的活动，到了晚上，村广场上不少人跳起

广场舞，可热闹了。我自己喜欢去篮球场打

球。”村民缪峰是土生土长的梅林人，谈起这

些年村子的变化，甚为自豪。

梅林村丰富的文体设施不但让村民受

益，还惠及周边百姓。“我们制定了大梅林共

富联合体计划，辐射带动周边4个行政村共

同发展。”王东炜介绍，根据计划，梅林村将

采用“飞地”抱团方式，把周边4个村的村级

留用地指标归总经营，各村按比例出资建设

蓝领公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优质的租房

及生活配套服务，再按比例分配股份，实现

收益共享。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梅林人正以敢于

创新、勇于拼搏的闯劲，持续深化“千万工

程”内涵，让美丽生态不断转化为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谱写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新时代美

丽乡村新图景的“梅林答卷”。

行而不辍 “老先进”再树新标杆

“三区”合一
“千万工程”从这里开启

盛夏7月，记者驱车来到杭州市萧山区瓜

沥镇梅林村采访。沿着整洁宽阔的梅林大道

一路向前，整齐划一的民居、别具特色的工厂、

郁郁葱葱的稻田依次呈现，乡村美景如同一幅

画卷徐徐展开。

在梅林村，记者见到了瓜沥镇农业农村办

公室主任王东炜和梅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朱明海。

“梅林村的蝶变跃升，就是一段锐意改革、

不断创新的美丽乡村发展史。”一见面，朱明海

便向记者介绍起梅林大道。“梅林大道是萧山

区为数不多的以村名命名的道路，这条道路是

梅林村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回想起村庄建

设，朱明海记忆犹新。“这条大道是 22 年前修

的，当初建起来可不容易。1800米长、30米宽

的路面规划设计，在当年受到很多村民的质

疑，村子有必要建设这么宽的道路吗？”

时间给出了答案。如今，村里的企业用

车、村民的代步汽车在这条道路上奔流不息。

“现在很多人还说不够宽呢！”朱明海感慨道。

梅林村是一个典型的沙地平原村，由钱塘

江改道后围涂而成。过去的梅林村草房林立，

曾被称为“烂梅林”。1976年，上海知青王鑫炎

来该村（当时还叫梅林大队）插队落户，看到村

办企业有重大发展机遇。在他的带动下，梅林

大队集资办起了党山塑料制品厂，也就是如今

的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短

短几年，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打入了国外市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先富光荣”的社会氛

围渐浓，梅林村趁热打铁，锚定工业化发展目

标，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时间，村里兴起

了办厂热潮，逐渐形成以包装业为龙头，化纤、

厨卫、五金等产业同步发展的格局，实现了“弯

道超车”。

村民们的腰包鼓了，但村里的环境却变脏

了。“当时村里垃圾乱堆，道路坑坑洼洼，一到

夏天苍蝇蚊子到处都是，臭气熏天。”朱明海回

忆。

因此，梅林人确立了“重塑乡村颜值”的新

目标。从 1999 年开始，梅林村依托爱迪尔集

团雄厚的经济实力，实施了集“工业小区、农

业园区、住宅楼区”于一体的“三区”合一新农

村建设。由爱迪尔集团出资5500万元，通过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配备

水、电、煤气、绿化等公共配套设施，在全省率

先建成了由 187 幢住宅组成的村级别墅式小

区。一个村容整洁、规划有序的美丽乡村渐

见雏形。

2002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

梅林村考察时，充分肯定梅林村“三区合一”的

新农村建设，认为梅林村正是新农村建设可参

照的“标杆”。2003 年 6 月，他在全省“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推进大会上提出，按照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力实施“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农村进步。

梅林村由此成为“千万工程”重要源起地。

“数治”兴村 村民生活科技感十足

在梅林村，有一条从南到北的村道，名

叫源起路，寓意“千万工程”在此起源。而

今，在这条村道南端，一座名为美好生活中

心的白色建筑群拔地而起。

“近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当

年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推进乡村经

济社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美好生活中

心是梅林村建设未来乡村的一次全新探

索。”朱明海说。

未来乡村是我省在共同富裕大场景下、

在数字化改革大跑道上对“千万工程”的再

深化、再出发。梅林村成为我省首批未来乡

村建设试点村。

2021年3月，梅林村正式启动未来乡村

创建工作，成立工作专班，邀请中国美术学

院设计团队量身定制建设方案，紧扣“共同

富裕+数字乡村+低碳发展”三个关键，聚焦

数字基建、数字服务、数字生活等“五大集

成”，以“沥家园”掌上平台为服务端覆盖全

村629户农户，全方位打造别具特色的未来

乡村示范样板。“梅林村在建设过程中，充分

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群体的需求，植

入数字、便民的公共服务场景，开始‘数治兴

村’的探索。”朱明海说。

美好生活中心，作为梅林村未来乡村“五

化十场景”的集成“窗口”，坐落于村委会南

面，占地19亩，内设24小时乡村数字书房、智

慧健康服务站、无人健身房、无人超市等，是

一个数字化的民生综合体。虽然去年9月才

建成，但这里已成为村民最爱打卡的地方。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来这里，这里的数

字化设施很方便，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医疗服

务，数据会实时上传到‘云端’，医生可根据

老人的健康数据，及时作出远程诊断。”村民

倪海燕说。

记者在智慧健康服务站看到，这里有2

名医生和2名护士负责日常值班，通过墙上

的数字化电子屏，可以实时了解全村老人的

健康状况指标。“60 岁以上有高血压、冠心

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是我们重点观测的对

象，这些老人都配备了智能手环和智能血压

机，一旦数据显示异常，屏幕就会自动预警，

提醒我们为老人及时检查。”村医陈约瑟说。

在美好生活中心，倪海燕带记者参观了

村里的无人超市。“平时我们通过微信搜索

‘沥家园’，不仅可以了解到村里最新的信

息，还可以通过志愿者服务、在线学习和村

务管理换取积分。无人超市就是梅林村的

积分兑换点，像纸巾、洗发水、牙膏等很多生

活用品可用积分兑换。”倪海燕说。

目前，“沥家园”服务端已上线“家头条”

“公益+”“邻里帮”等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

数字化服务，“清廉村社”“平安村社”等相关

内容可随时查看。通过“沥家园”数字化治

理，村民参与村社治理的活跃度明显提高，

公益任务抢单蔚然成风。

有了数字化助力，梅林村村民的生活处

处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在数字公交站，

乘客可实时查看天气、车辆到站和公交路线

等信息；在数字跑道上，运用人脸识别、空间

模型算法等智能技术，可获得实时运动数

据；在“智慧鲜市”，居民不出家门即可知道

蔬菜行情……

“三生”融合 美丽乡村宜居更宜业

在梅林村采访时，记者注意到，这里

村居的围墙是矮矮的通透式的，透过院

墙，就可看到农家庭院里的花草植物，不

时有村民透过围墙，朝记者送来友好的微

笑。

“这得益于去年我们启动的‘围墙革命’。”

朱明海告诉记者，“围墙革命”，指的是农户

庭院围墙“降高透绿”。梅林村在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以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

为主线，围绕“乡村整洁、全域美丽”要求，拆

除破旧厂房和违章建筑，改造老旧围墙和外

凸保笼，通过“降高透绿”形成独具梅林特色

的农居景致。

“刚开始，一些村民担心拆除了高围墙

不安全，村里就成立工作专班，一家一户上

门做工作，听取大家对围墙改造的意见建

议，并拿出可行的设计方案，慢慢打消了大

家的顾虑。”朱明海说。

经过1年多的努力，梅林村“围墙革命”

行动成效明显。以前高围墙变成了低栅栏，

突兀的保笼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精

致的美丽庭院。通过“降高透绿”，村里还腾

出了不少公共空间，新建 550 余个停车位，

村庄“颜值”大幅提升。

除了美化人居环境，梅林村还把绿色低

碳技术植入乡村生活，利用光伏发电、清洁

能源等降低村域碳排放。全村已安装光伏

发电设备 3937 千瓦，一年能发电 393.7 万

度，减少碳排放量3000吨左右。

“现在，村民登录‘中国电网APP’就能

直接查看自家的光伏发电量，除自用外，多

余的电量可出售给国家电网，增加收入。”朱

明海介绍道。

梅林村还在村公园主步道中穿插生态

小径，使用可重复利用的固化土和环保的水

洗石；建立垃圾分类监管中心平台，倡导绿

色生态生活习惯……

“绿色生态”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更体

现在产业的发展上。一方面，村里推动“互

联网+特色农业”深度融合，招引现代农业

和数字化智能制造产业；另一方面，做好土

地流转文章，建设数字观光农业，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全村土地流转面

积超过 97%，田园风光越来越美。”朱明海

说。

梅林村的新农村住宅梅林村的新农村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