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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
政治和权益维护司、国家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
基金会公告了“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退役军人关爱
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入选队伍名
单，我市“‘鹿小军’在行动”志愿
者服务队成功入选。

昆山市“‘鹿小军’在行动”志
愿者服务队成立于2020年7月
31日，实名在册志愿者2009名。

服务队以昆山退役军人卡
通形象“鹿小军”为品牌元素，依
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各退

役军人事务成员单位，通过生动
的军人形象和特色的公益活动，
打响退役军人志愿品牌。曾获
评江苏省“百支优秀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队”、苏州市“四个十佳”
最佳志愿服务团队、昆山总工会
最佳职工志愿服务团队等。

近期，为赓续红色血脉、关
爱青少年，“‘鹿小军’在行动”志
愿者服务队开展了“童心跃萌
动 喜乐享智趣”“强国复兴有你
我·童心共筑强军梦”等志愿服
务活动。

（军 宣）

湖畔垂柳依依，路旁绿草茵
茵。近日，滨江公园林下草坪正
式对外开放共享，成为花桥首个
共享公园绿地试点。

滨江公园，位于花桥金融大
道西侧、吴淞江东侧，总面积40
万平方米。公园以串联生态净化
塘、生态浮岛等功能分区为特色，
建设了具备净水功能的沉淀池和
涟漪池，以及观鸟亭、水车园等多
个景观节点，是一个集水体净化、
科普教育、观光休闲等功能于一
体的湿地公园。

园内林木葱茏，野趣盎然，
涵盖乔木 42 种 10661 株。其

中，被誉为中国十大名贵树木之
一的罗汉松有 66 株。除树木
外，园内还有广玉兰、合欢花等
不同种类的花卉，形成百花齐
放、色彩缤纷的花园景观，尽显
自然生态之美。

滨江公园共享绿地开放时间
为每周一至周日白天时段，开放
活动面积约1.3万平方米。花桥
将以试点开放为契机，持续贯彻
以人为本、公园城市相融合的发
展理念，助力推动城市公园化、公
园人性化，让广大人民群众“走两
步”就能感受到浓浓的“绿色幸
福”。 （花 宣）

近日，锦溪镇召开乡村家庭
积分奖励示范项目推进会暨农户
表彰会。会上三联村分享项目实
践经验，并为10户金牌户家庭代
表与2家信用联盟商户代表颁奖
颁证，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积极
性，以点带面促进乡村家庭积分
奖励示范项目做深做实，构建共
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

锦溪镇在前期调研、专家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信
用积分“小切口”入手，选取三联
村、联湖村作为两个示范村，因地
制宜制定符合该村实际的家庭积

分奖励评价细则、评选和激励方
式，建立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乡
村治理模式。同时，强化考核考
评，现场指出亮点和不足以及提
升措施，打通文明和谐“百村共
治”最后一公里。

此外，锦溪镇将诚信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整合红白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等，发动党
员、村民签订家庭户信用承诺书，
切实调动党员群众遵守村规民
约、践行尊老爱幼、参与各项活动
的积极性。

（锦 宣）

锦溪“小积分”激活
乡村治理“大能量”

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全国退役军人关爱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入选队伍名单公布

“鹿小军”成功入选乘势而上乘势而上 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示范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示范

走在江苏省昆山市的田间地头，让
人不禁感慨这座城市的“双面绣”特征：
水乡古镇里盛产阳澄湖大闸蟹等“不时
不食”的农产品，工厂周边的设施农业
一年四季为苏州、上海等地提供新鲜果
蔬。

从上世纪80年代的苏州“粮仓”，
蜕变为霸榜多年的“百强县”，“昆山之
路”的创新内核，令这座城市的乡村振
兴实践不断突破“谁来种田”“如何致
富”“如何管理”等难题，奋力打造农业
农村现代化县域示范。

农民变成职业

“外脑”来助力

“90后”的周园园是一名新型职业
农民，大学毕业后就走进农田，将新技
术、新理念融入农业发展新实践。“像樱
桃番茄这样的新品种，种植方式与普通
番茄完全不同，对应的渠道也不再是农
贸市场，而是水果店。”周园园说，最近
她正在探索引育新品种，发展家庭农场
等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在昆山，像周园园一样懂技术、懂
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有近2000人。这
些“新农人”如同一个个火车头，在带动
周边农户提升种养技术的同时，也成为
业态模式创新的带头人。

“昆山早早完成土地流转，开启适
度规模经营之路。对于昆山来说，发展
都市高效农业，在保障产量的同时更加
注重挖掘农产品附加值，推进融合发展
更符合自身实际。”昆山市农业农村局
党委书记、局长计华明说。

从传统农业到都市高效农业，昆山
抓住的“牛鼻子”是科技创新。在将农
民变成职业的同时，昆山正在引进“外
脑”，将大棚变成生产线。

位于昆山陆家镇的中国农科院华
东农业科技中心，是一家2021年成立
的新型研发机构。走进中心的示范大
棚，只见多种型号的机器人穿梭于作物
之间，在温湿度传感器、定位仪等帮助
下，干净利落地完成育秧、浇灌等生产
步骤，大大减少了人工作业。

“我们正在探索农业大数据应用，
引育的首家企业苏州中农数智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获评姑苏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和昆山市双创人才。”该中心主任
魏灵玲说。

如今，昆山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96.7％，由科研院所带来的
科技创新力正在令一批昆山“土特产”
变身“金字招牌”。

在昆山市阳澄湖大闸蟹产业研究
院，引进的“长江3号”“申江1号”“江
海21”等河蟹新品种，有的比常规品种
提前2周左右上市，让阳澄湖大闸蟹的
食客无需等到“秋风起”就能享受美食；
在昆山水稻产业研究院，结合昆山稻米
产业实际所形成的稻米全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方案，正在育成一批“昆”字头系
列品种，让昆山大米成为市场上的香饽
饽。

人才引领加科技创新，昆山164个
行政村正步入“百村共兴”快车道。
2022年，昆山农业生产总值达30.99亿
元，增速较地区生产总值高出0.4个百
分点，粮食总产量9.3万吨，比上年增
长2.2％，成功入选2022年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和2022年国家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寻求增量盘活存量

激活集体经济潜力

昆山高新区泾河村位于城乡接合
部，得益于工业发展，该村成为昆山首

批村级集体经济超千万元村。如今，先富
起来的泾河村人正在探索共富之路：依托
村股份合作社建立物业团队，带动60余
名村民就业，新增村级收入300万元以
上；联合邻近9个行政村合资共建42500
平方米人才公寓，吸引人才进驻。

“我们同样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问
题，单靠务农很难提升收入，从集体经济
中挖掘致富潜能成为我们的重要方向。”
泾河村党委书记费建忠说。

近年来，昆山从调动干部积极
性、规范强村公司、加大项目建设
和资金扶持方面入手，推动集
体经济发展寻求增量。同
时，探索村级集体无证
资产分类处置，联合
多部门采取“一事
一议”办法，解
决历史遗留
问题，盘活
村集体资产存
量。

昆山开发区兵东
村夏驾园农贸市场由于
历史原因，虽具备建设用地
使用证等，但因原开发建设主
体已不再具备相应资格，报建主
体与办理主体不一致，部分店面房
无法取得不动产证。发现这一问题后，
昆山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资规局、住建局
召开协调会议，帮助补办集体资产产证，
增强农贸市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目
前，昆山已为全市28个集体“无证”资产
申请补办产证，助力集体经营性收入增
加。

富起来的昆山更在破解先行者面临
的新难题。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策略
的实施推进，本就人多地少的昆山如何将
分散在全市各个板块的要素资源进行集
中，吸引重大项目落地？昆山的答案是共
建共享。

不久前，昆山成立市乡村振兴“百村
共富”基金，意在以项目化方式整合村集
体闲置资金，投资市国有企业优质项目
等，持续反哺农业农村农民，支持共同富
裕。

同时，昆山探索创立“昆味到”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建立“昆味到”线上销售平
台，整合全市农业资源，培育全品类、全产
业链农产品大品牌。“政府打品牌，增加了
我们产品的影响力。”润正生物总经理郑
雪平说，目前公司每天都要生产20吨菌
菇供给上海、杭州等周边城市，年销售额
超7000万元。

2022年，昆山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
44583元，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2个百
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1.83：1
缩小至1.80：1。目前，昆山正在通过集
团化模式打造健康联合体、教育共同体
等，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红利“百
村共享”。

治理转思路

打造江南水乡人居典范

位于昆山南部的锦溪、淀山湖、
周庄三镇保留着昆山江南水乡的独
特风貌。2022年，一条名为“昆山之
链”的骑跑道开始建设，将区域内湖
湾空间、镇村空间、农业空间进行串
联，优化城乡功能布局的同时推动三
地产业协同发展。

不久前，昆山“澄淀”乡村振兴
示范片区规划发布，提出立足世界
级湖区定位，打造以淀山湖镇、周庄
镇、锦溪镇三个古镇为核心，六个特
色乡村为组团共同发展的乡村建设
新模式，将该区域率先建成昆山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

从一村一镇各自发展，到如今
全市统筹连片升级，昆山对乡

村治理的思路转变不仅体现
在“自上而下”式的“百村

共治”，也体现在激发
“自下而上”式的村

民自治。
位于阳澄

湖畔的武神
潭 村 风
景 秀

丽。为了在
守住乡愁的同

时提升村民居住
环境，当地将激发

村民内生动力作为治
理“ 靶 点 ”，设 置“ 红 黑

榜”、文明户考评、美丽庭院
评比等办法，让村民们相互“比

一比”“赛一赛”，自觉打扫宅前屋
后。

“农村都是熟人社会，大家都好
面子，不能单靠‘禁’，要多靠‘疏’。”
武神潭村党总支书记俞烽说，为了
照顾村民习惯，村子在改造提升的
同时还为每家每户保留了一小块

“菜圃”，让村民能够自己种植瓜果
蔬菜。

从周庄镇开展“吃讲茶”调解邻
里纠纷，到陆家镇探索“香樟树下话
文明”推进移风易俗，一批由基层探
索出的村民自治办法已形成品牌，向
昆山多地推广。近年来，昆山先后获
评2019年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
励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
国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起来的
昆山农村成为越来越多创业者的乐
土。“新昆山人”续文华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建立花
卉产业联合体，将小小蝴蝶兰做成富
民大生意。土生土长的龙潭湖村党
总支部副书记吴伟忠，探索乡村旅游
新模式，打造现代化农业园带动村民
致富，助力该村先后获得苏州市康居
特色村、苏州市十佳最美乡村等称
号。

2022 年昆山共有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122家，全年共接待游客750万
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2.6亿元。根据
昆山“百村共美”计划，未来当地将推
进特色康居（宜居）村庄全覆盖，加大
传统村落保护力度，着力建设美丽村
庄、美丽田园、美丽庭院、美丽菜园、
美丽牧场，塑造江南水乡人居典范。

（新华社记者 黄海波 朱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