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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景点还是那些景点，资源还是
那些资源。但凭借一个创意，重庆
南 川 区 就 将 辖 区 内 14 个 镇 街 、500
多 处 分 散 的 景 点“ 串 珠 成 链 ”，实
现了旅游业整合发展，促进了乡村
振兴。

金 佛 山 是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
中 国 南 方 喀 斯 特 的 组 成 部 分 ，拥
有 丰 富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独 特 的 喀
斯 特 地 貌 。 在 全 山 1300 平 方 公 里
范 围 内 ，分 布 着 神 龙 峡 、金 山 湖 、
龙 崖 城 、山 王 坪 等 509 处 旅 游 资 源
单 体 。

“旅游资源丰富，但分布比较分
散，游客主要去往金佛山核心景区，
到过山顶就离开了。”南川区文旅委
副主任王志勇说，由于缺乏有效资
源整合，环山各景点单打独斗，导致
旅游产业结构单一，主要停留在“门
票经济”上，对周边乡村发展带动效
应不足。

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 4 月，南
川 在 过 去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已 经 完 成
国 道 省 道 改 造 和 基 本 完 善 农 村 公
路设施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条全程
约 178 公 里 的 环 山 旅 游 线 路 ——

“ 大 金 佛 山 178 环 山 趣 驾 ”，串 联 起
14 个 镇 街 68 个 村（居），游 客 可 驱
车 或 乘 车 直 达 各 个 乡 村 景 点 。 这
个 有 创 意 的 招 数 推 出 后 ，“178 环
线”就很快成为自驾游爱好者向往
的目的地。

自此，一个个特色民宿、一片片
露营基地、一处处自驾驿站如雨后
春笋般“冒”了出来，不少养在深山
人未识的美景也成为环线热门打卡
点。据统计，今年 1 至 9 月，“178 环
线”共接待游客 2913 万人次，旅游综
合 收 入 183.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8%和 13%。

山连着树，树叠着山。11 月的
金佛山开始“变装”，从漫山苍翠到
层 林 尽 染 ，成 为 一 幅 多 彩 的 画 卷 。
随着大量赏秋客到来，夏奎家的民
宿又忙活起来了。

44 岁的夏奎在南川城区工作，
他的家乡南川区三泉镇拥有“龙岩
飞 瀑 ”“ 风 吹 岭 ”等 多 个 环 线 打 卡
点。眼看游客越来越多，看好旅游
产业前景的他，帮父母把老宅改造
一新，搞起民宿生意。靠着 7 间客房
和 5 顶露营帐篷，今年旅游旺季他家
收入近 10万元。

三泉镇党委书记吴峰介绍，“178

环线”推出以来，全镇的农家乐数量
从 15 家增加到 26 家，接待游客量同
比 增 加 50%。 镇 里 正 开 展“ 美 丽 庭
院”建设，以吸引更多游客在这里玩
起来、住下来。

南川区委宣传部部长康平说，
“178 环线”串联起景区游、康养游、
乡村游、度假游等多种旅游方式，吸
引不少投资者扎根落脚，今年以来，
环线共建成星级以上农家乐 400 余
家、旅游民宿 60多家。

旅游资源的整合，促使当地形
成了景城乡一体、旅游产业促进乡
村振兴的新格局。大有镇水源村村
民冯秋容说：“凭借高山生态特色，
我家番茄每斤能卖出更多的钱，还
不愁销路。”

德隆镇茶树村茶农邹小敏说：
“今年投产了 20 亩茶园，茶叶销售毛
收 入 接 近 60 万 元 ，是 去 年 的 好 几
倍。”

“178 环 线 ”是“ 产 业 线 ”，也 是
“文化线”。当地围绕“178 环线”上
的 非 遗 传 承 、乡 土 风 情 、民 俗 文 化
等 特 色 文 化 载 体 ，以 文 促 旅 、以 旅
彰文，打造出一批山地户外运动项
目，举办了古树茶采摘节等文旅活
动。

“ 产 业 兴 ”引 发“ 归 乡 热 ”，不
少 外 出 务 工 人 员 返 乡 就 业 ，为 乡
村 振 兴 源 源 不 断 注 入 活 力 。 56
岁 的 南 川 区 山 王 坪 镇 山 王 坪 村
村 民 梁 昌 国 在 外 地 务 工 20 多 年 ，
今 年 返 乡 后 在 景 区 附 近 一 家 民
宿 干 起 厨 师 老 本 行 ，每 月 收 入 近
4000 元 。

“我 们 镇 今 年 有 500 多 名 中 青
年 返 乡 创 业 、就 业 ，大 家 充 满 信
心 ，干 得 起 劲 儿 ！”德 隆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兵 介 绍 ，德 隆 是 全 区 平 均 海
拔 最 高 的 乡 镇 ，过 去 由 于 条 件 艰
苦 ，人 口 逐 年 外 流 ，9000 多 名 户 籍
人 口 的 全 镇 ，常 住 人 口 最 少 时 不
到 2000 人 。

如今，随着文旅资源整合发展，
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和外来客商加入

“178 环线”这条“产业线”“文化线”
“振兴线”，在多彩的大山里耕耘并
收获着。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万志云

一一条路开出新局面条路开出新局面
——重庆南川整合文旅资源促乡村振兴观察重庆南川整合文旅资源促乡村振兴观察

这 是 一 项 发 端 于 基 层 的 治 理 经
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 ，就 地 解 决 ，实 现 捕 人 少 、治 安
好”——1963 年，萌生于浙江省绍兴市
诸暨枫溪江畔的“枫桥经验”享誉全国，
并迅速向全国推广。

这 是 一 面 一 代 代 传 承 的 光 荣 旗
帜。“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60 年来，伴随着时代不断发
展，“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不
断丰富精神内涵，持续释放治理效能。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
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无论是在浙江工作期间
还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都
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走过 60 年峥嵘岁月，在“枫桥经验”
诞生地的浙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之江大地正汇集全
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进平安浙江、法
治浙江建设，在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发力，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基层智慧成治理之策

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枫桥经
验”，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
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因为其强大
的群众基础，成为新中国巩固基层政权
和强化基层治理的一大重要实践创新。

伴着枫溪江的潺潺流水，“枫桥经
验”从枫桥出发，不断与时俱进，创造性
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
出持续旺盛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
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
要指示，为“枫桥经验”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使其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等工作
中发挥出更大效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其内涵是，坚持和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
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
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从“靠山吃山”到“保山护山”，诸暨
市枫桥镇枫源村几次重要的发展跑道

转换，都由老百姓拿主意，村里已连续
18 年实现“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百
姓零刑事、村民零邪教”。

“大家的事还得大家来讨论。”枫源村
党总支书记骆根土说，“零上访”不是说村
里没有事儿，而是不等到村民上访，村干部
就先上门，把该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好。

枫源村的变与不变，是之江大地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

20 年来，浙江将创新发展“枫桥经
验”作为平安建设的总抓手、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的重要保证，各地党政主要
领导推动“枫桥经验”拓展到城镇社区、
海上渔场、网络空间等领域。

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卫中强
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
走出了两条曲线，一条是人民群众安全
感、满意率逐年提升的“上行线”，一条是
各类案事件持续下降的“下行线”。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
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中国之治的一张
名片。”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
院院长金伯中说。

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

在浙江干部群众眼中，发源于基层
的“枫桥经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传家
宝”、常学常新的“活教材”。

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创新发
展的基本点，“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
实践中丰富发展，展现出永不褪色的魅
力，成为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基层治理创
新的代名词。

——“枫桥经验”能永葆生机与活
力，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
则，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

绍兴市委书记温暖说，必须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优势，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
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枫桥
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各类社会组织承担起
补充完善社会服务、发现化解矛盾纠纷等
功能，让百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人公。

位于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是我国最大
的天然渔港，过去因渔业生产、海损事故
等引发的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当地创新
开展“航行的支部”海上党建，将风险第
一时间化解在前端，近三年共处置海陆
各类纠纷 4500余起，涉及金额 4435万余
元，海上矛盾纠纷调处率达 98.8%。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
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
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统计显示，浙江全省共建成群防群治
力量 200.7 万人，义务性治安巡防人员
124.2万人，配备专兼职网格员 95.5万人。

“从‘做群众工作’到‘群众做工作’。”浙江
省公安厅副厅长魏明说，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不变的初心。

杭州市西湖区北山派出所组建了
“星火联盟”“青北义警”等数十支“义
警”队伍，总计约 1700 人，快递小哥、居
民群众纷纷参与，活跃在风险排查、矛
盾调解中；还组织了“熊猫老人守护队”

“小芽儿成长服务队”。该所所长凤素
芳说，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坚持群众路
线才能从小治安到大平安。

以“武林大妈”“东海渔嫂”“平安大
姐”等一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
志愿者队伍为代表，群防群治、共建共享
在浙江蔚然成风，平安建设深入人心。

——依靠数字赋能感知民意，新时
代“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的
始终。

以民意为导向，浙江借助数字化手
段感知民意，主动回应人民群众需求，
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最大的
受益者、践行者、评判者。

嘉兴南湖畔，“民声一键办”改革模式
实现 12345、110 与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平
台互联互通，群众无论打哪个电话，内部
都能无障碍流转。在嵊州市，基层干部的
民情日记依托 5G、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
迭代升级。“从‘小本子’到‘大治理’，不变
的是为民初心。”嵊州法院甘霖法庭庭长
应晓东说，他所在的法庭完成了数字化、
信息化和自动化全面升级，当事人足不出
户就能全流程办理诉讼事务。

持续擦亮新时代“枫桥经验”“金名片”

人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
的依托。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新时代“枫桥经验”
承担重大历史使命，对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要
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夯
实基层基础，善于在法治轨道上化解矛

盾纠纷。
浙江各地坚持循法善治，建立重大

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组织开展公
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引导群众依法表达
诉求、维护权益。宁波市公安局局长王顺
大说：“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依靠
群众、依靠法治才能走好发展路。”

浙江省高院推出在线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平台，解纷新阵地“共享法庭”覆
盖全省乡镇、街道。目前浙江约 50%的
民事纠纷通过调解实质性化解在前端。

大力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优良
传统，要关口前移，聚焦问题、实干担
当，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群众路线为
一以贯之的灵魂。数字科技使“枫桥经
验”如虎添翼，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独
特的创造性和优越性。

秋 冬 时 节 ，一 些 农 村 地 区 焚 烧 秸
秆，污染环境也极易引发火情，是长期
困扰基层治理的隐患点。在宁波市社
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智能摄像
头，这些隐患点被自动捕捉，及时预警，
并形成待办事项实时推送乡镇处置。

“ 宁 波 已 建 成 全 量 矛 盾 纠 纷 数 据
库，通过技术赋能，‘枫桥经验’防范化
解矛盾的治理效能被进一步释放。”宁
波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金伟说。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念、制度与
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
性的普遍意义。

在浙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中国轻
纺城等采购市场，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
城等新经济发达之地，有大量外籍客商和
创业人士，近年来，越来越多“洋娘舅”主
动参与基层治理，活跃在调解矛盾的第一
线。义乌至今活跃着一支 18名外籍人士
组成的调解队伍，义乌国际商贸城司法所
所长骆跃军说，在中国多年，这些调解员
在生意往来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过矛盾纠
纷，切身经历让他们相信“中国式调解”是
一种智慧高效的解决纠纷途径。

越地起长歌，枫桥旗正红。
“新形势下，浙江上上下下要坚决落

实总书记的要求，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
为抓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浙
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浙江要以勇
当中国式现代化先行者的姿态，不断在
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持续擦亮新时代‘枫桥经验’金名片，实
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方益波 方问
禹 马剑 吴帅帅

枫桥旗正红
—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纪实

记者从上海 11 月 15 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上海提出打造生活垃
圾分类升级版，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向
更加精准、精细、绿色低碳转变。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以来，上海从法治引领、制度建设、
体系推进、基层治理等方面多管齐下、
久久为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规
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表示，经过多
年努力，上海基本建成了生活垃圾全
程分类体系。

邓建平表示，针对分类实效、源头
减量、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工作方案》近日正式印发，该方案
提出，将全流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更
加精准、精细、绿色低碳。到 2025 年，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率达到 5%以上，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5%以上。

具体举措包括开展投放点改造提
升、投放环境治理、投放模式优化、农

村垃圾整治等四项行动，持续优化分
类 投 放 环 境 ；鼓 励 特 色 道 路 、特 色 街
区、高标准保洁区域等设置精细化分
类的废物箱，让分类更加精细；推进绿
色餐饮，倡导“光盘行动”，减少快递、
外卖、电商等行业过度包装，深入推进
垃圾源头减量等。

数据显示，上海生活垃圾“三增一
减”成效明显。今年前 10 月，上海可回
收物日分出量 7637 吨、有害垃圾日分
出量 2 吨、湿垃圾日分出量 9391 吨、干
垃圾日清运量 17325 吨，对比《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分别增长
1.8倍、14倍、0.7倍，减少 15%。

同时，处置能力日益提升。上海
已建成焚烧厂 15 座、湿垃圾集中处理
设施 10 座，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
化利用总能力达到每日 3.6 万吨。此
外，上海规划新增 7 座湿垃圾集中处理
设施，其中 6 座已开工建设，1 座正在开
展准备工作。

新华社记者 董雪

上海打造生活垃圾分类升级版
这是中铁

四局阜淮铁路
全线首榀箱梁
架 设 现 场（11
月 16 日 ，无 人
机照片）。

11 月 16
日 ，阜 淮 铁 路
全线首榀箱梁
成 功 架 设 ，施
工进入全线架
梁阶段。阜淮
铁路位于安徽
省 北 部 ，途 经
阜阳、亳州、宿
州、淮北，正线
全 长 约 142.5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350公里。

新华社记
者 郎成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