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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车来了，去镇上凑凑热闹。”日前，在三

门县亭旁镇挂帘村村口，何金赏招呼着老伴去赶

集。自9月起，“村村通”微公交连通了当地高山村

庄和集镇，极大地方便了偏远乡村村民的出行问题。

这是亭旁镇打出“医食住行业”组合拳惠及百姓

的缩影。今年以来，该镇创新实施民生领域“五项融

合”行动，推动党建与民生深度融合，为全方位提高

群众生活水平提供“硬核支撑”。

3元就能吃上营养饭菜

“以前咸菜馒头凑合着吃，现在有蛋有肉了。”在

亭旁镇坐塘村，70岁的老人金敬桂吃着刚从山下送

来、还冒着热气的餐食满意地说。金敬桂属于低收

入群体，平日里独自生活没有子女照料。

在亭旁镇，65 周岁以上的留守老人有近万人。

如何解决老人“舌尖上的难题”？

“过去，我们的帮扶举措在每月补贴多少、每周

送些什么；现在，我们要精细到每一餐吃得怎么样？”

在亭旁镇社会事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章毅看来，

要保障老年群体特别是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等人群

的基础需求，需要从一餐一饭等小事入手，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

“接下来，镇里将继续探索‘民政补一点、乡镇贴

一点、百姓出一点’的补贴模式，依托强村公司设立

老年助餐专项补助资金，针对七类政策补贴对象再

补贴2元，个人自费仅需3元/餐，让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百姓。”亭旁镇镇长王峰说。

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每月复查心血管，在家门口就挂上了三甲医院

的‘专家号’。”自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资

深医师到亭旁镇中心卫生院常态化坐诊，杨大爷就

没有了风尘仆仆去大医院排队问诊的烦恼。

亭旁镇积极搭建合作桥梁，与浙大二院、宁波李

惠利医院等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紧密合作，邀请专家

每月莅临亭旁镇，开展坐诊与义诊活动。此举不仅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至基层，更让百姓身边的

乡镇医院焕发了新活力，拥有了坚实的“后援团”。

今年以来，送医下乡活动已累计开展12次，惠及群

众超过 6000 人次，真正实现了“病有所医，医有所

靠”。

在这场医疗资源下沉的浪潮中，党员群体也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亭旁镇在上海、宁波

的流动党支部成员，17名党员心手相连，共筹善款，

为亭旁镇中心卫生院捐赠了一辆救护车，不仅为急

救工作增添了“硬核”装备，更激发了随车医护人员

增配、急救设施完善、急救站点优化等一系列连锁反

应，构建起更加坚实的基层医疗急救网络。

这种政府引导、医院合作、党员参与的多元共治

模式，成功打破了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壁垒，让

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惠及基层群众。

轻松实现再就业

“没想到，不到一周，我就接到了用人单位的通

知。”近日，亭旁镇任家村村民陈秋英在技能创富驿

站完成了养老护理员全程培训并考取资格证书，通

过“政企村”三方用工需求匹配，很快就收到养老院、

福利院等用人单位的面试邀请。

在亭旁，像陈秋英一样实现再就业的还有500多

人。亭旁镇技能创富驿站负责人梅建平就明显感觉

到变化，“很多学员过去在家务农，照顾家里老人小

孩，现在他们能找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老人的照

护还有了统一保障。”服务催生新岗位，就业创造新

需求，养老照护、送餐服务等一批新岗位需求正在扩

张，“服务+就业”相融互促的良性格局加速形成。

“我们希望让资源更高效配置，让服务更贴近需

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高。”亭

旁镇党委书记杨松说。

应梦诗 郭思艺

每每说起杭州市临平区塘栖村，总会让人第一

时间想到塘栖枇杷。

作为千年古镇塘栖的腹地，塘栖村因盛产枇杷

而扬名，被誉为“中国枇杷第一村”。这两年，村里更

是从一颗小小的枇杷开始，走上了一条特色农业发

展之路，村集体经济收入去年突破900万元大关，较

2022年增长了16.71%，“致富密码”就是“枇杷+”。

“在打响‘中国枇杷第一村’的基础上，我们创新

打造了‘三众三园’模式，建起众学、众创、众筹平台，

打造一一对应的共富研学中心、共富果园、共富乐

园，让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塘栖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唐国标说。

“众创”果园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枇杷产业，是塘栖村发展的基石。然而，面对短

暂的枇杷鲜果季，如何延长枇杷产业链，是塘栖村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我们开发了枇杷饮料、枇杷日化等十余种产

品，精心设计了枇杷果、枇杷花、枇杷蜂蜜等精美礼

盒，以及枇杷卡通形象和文化手办，不断提升枇杷附

加值。”唐国标说。

不仅如此，塘栖村还打造了“众创”果园，种植了

包括“软条白沙”“红美人”“大红袍”“脆柿”等在内的

14种水果，确保塘栖村四季果香不断。

最近，“众创”果园里的“太秋脆柿”丰收了，近

200 亩，约有 1.2 万棵柿子树，今年亩产 750 公斤左

右，售价60元每公斤。“我们的脆柿，开园才一个礼

拜，就供不应求。”唐国标说。

不久，果园里种植的6亩悬吊式“天空瀑布草莓”

就要成熟，每天可以吸引3000人次前来采摘，将为周

边的农家乐等带来可观的人流，为村民增添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果园里还引入数字化大棚、物联

网等先进设施和技术，实现种养结合，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光是数字化大棚草莓每年利润可达百万元，

新的农旅项目也吸引了大量游客，为村集体带来了

可观收益。”唐国标说。

“众筹”乐园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妈妈，这个地方下次还来！”在塘栖村大草坪

上，小朋友王可欣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这里。这片

大草坪是村里通过众筹模式开发的共富乐园的一

部分。

“在农业产业打下坚实基础后，我们

开始展望乡村文旅产业，开发了共富乐

园。”唐国标说，现在的乐园内，有成

人卡丁车、儿童卡丁车、烧烤、游船、

皮划艇、丛林穿越、枇杷林茶吧、沙

池等多个游玩项目，深受大小朋友

们的喜爱。

尤其是卡丁车，跑道环湖而建，

铺设在枇杷林下，每当枇杷成熟的时

候，两边郁郁葱葱、金果累累，景色宜

人。游客戴上头盔、系好安全带，在轰鸣的

机车声中，体验一次“秋名山车神”的快感。

此外，在秀美的湖光山色中，一顶顶形状颜色各

异的帐篷和天幕立在露营的草坪上，孩童在草坪上

尽情奔跑，风筝在天空中乘风飞翔，构成了一幅幅和

谐的画面。还有湖上游船、跨湖索桥、通天“竹塔”等

特色项目，让人感受别样的趣味。

随着“共富乐园”游乐项目增多，核心区游客量

大增，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日客流量可达上万人，全

年营业额突破300万元。

“众学”学园发展特色研学经济

“众学”学园，建在了塘栖村村委会办公楼边上。

“随着村庄发展越来越好，塘栖的‘共富经’吸

引了全国各地代表团前来参观调研。我们顺势将

村里的老厂房改造成乡村共富研学中心，对内开展

人才孵化，对外承接各类考察，发展研学经济。”跟

随唐国标，我们走进了气派的“众学”学园。

研学中心总建筑面积8800平方

米，配置有展示大厅、多媒体教

室、大教室、会议室等设施，

还提供住宿服务。“以‘干

什么、学什么，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我们

建立了‘基础+专题+

特色’的课程体系，提

供菜单式和定制式培

训服务。”唐国标说。

现在，在学园里，村

民可以学习思想理论、政

策法规、经济管理等多种多

样的课程。目前，共富研学中心

已接待学员5万余人次，为村里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杭微

““枇杷枇杷++””，，塘栖村的共富塘栖村的共富““金钥匙金钥匙””

“五项融合”融出百姓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