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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镇：激活四大引擎助推镇域经济迈上新台阶
2022年，漷县镇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坚持党建引领促发展，汇聚优质资源强产业，激活基层治理、医药健康产业、乡

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四大引擎，强化统筹协调，综合施力，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助推镇域经济迈上新台阶。

“前些日子我办退伍军人优待证，村委会工作人员没
少帮着忙前忙后，我特别满意。”拿到退伍军人优待证的
村民李贵田，对于不用出村提交各种手续，网格员帮忙跑
腿办政务的事竖起大拇指。在马头村，像李贵田一样享
受过这种优质服务的村民不在少数。

在基层治理中，马头村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子。由于地域广、人口多，马头村根据“党建+网格”实施
片区责任制，同时成立“足不出村办政务”小组，让群众尽
可能少跑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

“足不出村办政务”小组共有五个人，负责为村里的
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办事儿，药费报销、办理证
件、申请资金、送材料……“管家式服务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便利。”马头村村党支部书记刘静介绍，如今，
村里又成立了便民银行，帮老年人取点儿养老钱、充个电
话费，这些小事儿都能在村委会完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
纯洁性。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漷县镇坚持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按照“一诉一策”原则精
准施策，通过包片领导盯办，包村干部跟办，村、社区支部
书记亲办，多方发力，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事。同时，把接诉即办纳入包村干部工作日程，把涉及群
众利益的痛点、难点问题变成引领基层工作的“指挥棒”，
包村干部每日关注村内诉求，及时核实，跟进诉求办理进
度，全程参与，督促诉求解决，真正缩短接诉即办的“最后
一公里”。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2022年，漷县镇坚持问题导
向和“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总体思路，围绕“基层治理
年”要求，研究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通过“三网
融合共治”，深化“三下四上两结对”工作，进一步强化党建
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提高服
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地区产业发展，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漷伴乡邻”工作品牌应运而

生。以“网格长”为抓手，把党的组织体系向户延伸，有效
解决群众身边“关键小事”，有力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群众生活的“小家庭”正成为
一个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睦邻家园共同体，“人在网中走
事在格中办”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总结提炼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经验与方法，创新
性地将品牌意识融入党建工作，找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
理深度融合实践路径，探索创建新工作模型。”漷县镇党
委书记郭枫表示，“漷伴乡邻”是总结 2022年工作提炼出
来的品牌名称，一方面体现网格化服务管理。古代就有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之说。疫情防
控期间，各村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基本是 40-100户为
一个网格。另一方面是体现以人为本思想。乡里乡邻，
乡里为家乡人，乡邻为在一地共同居住的人。漷县镇户
籍人口5.8万人，流动人口近2万人。第三方面就是体现
漷县特点。十人为伙，二人为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也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村社会肌理和现代社会一核
多元的特点。

特定的工作机制，良好的工作模式和工作体系是“漷
伴乡邻”工作品牌屹立不倒，持久发展的基石。漷县镇通
过周三常态化下村入户，三下四上两结对、联村党建强化
包片包村，企业公益联盟的工作机制，压实“主要领导-
包片领导-包村干部-支部书记”四级主体责任，健全“分
类处置、各方联动、限时办理、及时反馈”工作机制，建立

“一村居一题”“一科室一题”机制，设置“接诉即办为民办
实事专项经费”，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模式。

党建引领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在大香仪村三宝香园区的蔬菜基地，放眼望去，成
片的西红柿、蘑菇长势良好，村民们正在采摘蔬菜、打
包成捆，整齐地码放在货车里准备运走。正在忙碌的
村民李万峰之前从事小生意，后来回到村里种大棚。
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直言：“我们村有多年的蔬菜
和食用菌种植经验，效益好、收入高。”

农业品牌化建设是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作为通州区最大的蔬菜产区，
漷县镇全力打造“漷县菜园”特色农产品品牌，每天有
20家农业园区的各种新鲜农产品直供北京市场。疫情
期间，镇政府还组织镇域内蔬菜种植户，为居家村庄村
民免费提供包含 6类菜品的蔬菜包 1500余份，保障百
姓生活物资供应。

坚持把产业园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支撑。漷
县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过程中坚持以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纵深推进全镇农业
产业发展。

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高标准建设好
3000亩露地蔬菜项目、4000亩设施蔬菜项目、4000亩高
标农田蔬菜基地，积极拓展高质量种业发展板块，夯实
农业发展基础。同时，做强特色品牌。以镇域内 4.87
万亩基本农田、2.83万亩耕地以及 5400余栋农业设施

为发力点，持续做强“一产”，打造“漷县菜园”品牌和副
中心“菜篮子”，切实扛起稳产保供责任。此外，做优经
营模式。扶持“绿蜻蜓”等 24家规模化农业园区和“阳
光满园”等 1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黄厂铺麦
田”等38个家庭农场实力，构建“一村一特、一园一品”的
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例如：漷县镇被评为2021年家庭农
场示范乡镇，柏庄村被评为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马头村等入选2022年“十百千万”畅游行动项目，军
屯村是我区唯一入选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乡村名录
的村庄。

如今，漷县镇每周的蔬菜供应量平均达到 500 多
吨，涵盖几十种新鲜蔬菜。“漷县菜园”特色农产品品
牌，形成“精品化”种植、“本土化”销售的局面。

今后，漷县镇将依托镇域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较强
的蔬菜种植基础，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设施蔬菜产业集群专业镇，扶持壮大农业合作社发展，
推动蔬菜种植规模化、加工集群化，推动合作社企业化
运营，实现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营销。

在产业融合方面做足文章。挖掘利用好千年传统
文化、农耕、文旅和生态资源，打造“马黄路”农耕文旅
线路，提升“漷大路”现代农业发展带，做好“民间美食
节”“民俗文化节”“十村一花海”文旅品牌，推出一批特
色民宿，实现农文旅商一体化融合发展。

万亩花海惹人“醉”，美丽乡村入画来。每年五月，
位于大运河畔的漷县镇万亩牡丹园内一片繁花似锦，鸟
语花香的绚丽景色。络绎不绝的游客和住在附近的村
民徜徉花海，拥抱自然，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气息和生
活的美好。村民家门口就能看到大片花海，这正是漷县

镇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缩影。
不仅如此，不论是走进东寺庄村还是西鲁村，都是花成片，树

成林，水清澈，街道整洁，风景优美，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
卷呈现在眼前。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近年来，漷县镇坚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入细入微、因村制宜、精心打

造，有力推动了镇域农村人居环境由达标向提升、由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的转变。
人居环境提升方面，建立“镇级统筹、村级主体、建管并重”的长效管护机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百日

攻坚行动，摆脱市区两级考核落后局面。东寺庄村、郭庄村、南屯村、西鲁村、许各庄5个村被纳入全区“百
名人居环境优秀示范村”建设行列。

隆冬时节，走进柏庄村健身小广场，新铺的柏油路干净平坦，绿化有序美观，房屋错落有致，老人和孩子在
广场游玩，一幅怡然自得的画面。“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很大，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庄更漂亮了，不仅有了可以锻

炼的小广场，每家每户都通了柏油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很幸福。”62岁李大爷带着4岁的孙子在小广场玩
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2022年，漷县镇加快提升农村生活
品质。目前，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已经竣工，第二批污水管线改造工程和供水管线改造工程已完成90%以上，第三
批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共33个村的涉水工程、补短板工程稳步推进。

通过深挖运河文化、村庄特色、传统产业资源，重点打造榆林庄村、马头村、柏庄村等运河畔美丽乡村样板村。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漷县镇坚持“源头分类、就地减量”的原则，突出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终端处理四个重点环节，加快农村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完善分类设施，引导

群众开展生活垃圾“干湿分类”，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处置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促进乡村从“环境美”向
“生活美”、由“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变。

在小香仪村一名李姓村民吃过早饭，就开始忙着在自家院里打扫卫生。只见他将满满
一堆果皮、纸屑进行分类，分别装进了家里的绿色垃圾桶和灰色垃圾桶。“现在村里真的大

变样了，过去虽然村里也有垃圾收集点，但很多村民为了省事都习惯把各种垃圾往屋后
一倒了事，弄得四周又脏又臭。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之后，村民对垃圾‘干湿分类’

有了明确的意识，村里的环境卫生好了不少，家里也是既干净又漂亮。”该村民表
示，看着村里越来越好的环境，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据村委会工作人员讲，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有些村民嫌麻
烦，为了让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们挨

家挨户上门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慢慢地大家接受了，开始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了。

漷县镇还通过开展“美丽庭院”“最美人家”评比活动，完善村
(社区)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建设，安排“40、50”公益岗全年全时段

值守垃圾分类桶站，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自 2021年至今，
绿茵别墅区、雅士居小区、鑫玉园小区、雅荷春天小区、小香

仪村、西鲁村成功创建为垃圾分类示范村(社区)。

蔬菜品牌化 乡村振兴后劲儿足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九个特色小镇的漷县镇，始
终把医药健康产业作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
命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以医疗健康
为特色的产业发展格局的医药健康产业强镇。

2022年以来，漷县镇加强顶层设计找准角色定
位，深入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产业规划编制的实施工作，启动漷县镇产业集聚区

规划编制，聚焦构建以健康服务全产业链为主导、以文化
旅游全产业链为特色的高精尖经济结构，初步形成以重大医疗项目

为引擎、上市企业为龙头、产业园为平台的“医教研养康”全产业生态格局。
漷县镇医药健康集聚区定位为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园，主要由漷县镇中心

区组团和觅子店组团两部分组成，共计13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组团总体规划面积10平方
公里（1.71平方公里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范围），觅子店组团总体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

目前集聚区内已建成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集聚区内配套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副中心养
老院等重大医疗资源和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前景广阔。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计划优先发展漷县镇中心区，西区为新兴

的医药健康企业，东区为老工业区，经过近几年的疏整促推进，已释放待盘活的产业用地1050亩。
加速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聚方面，坚持投资促进和资源盘活“两手抓、两手硬”，积极进行项目对接及洽谈。

已促成润泰环保、北控城市服务集团、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落地漷县，灵赋生物、奥托
博克、玛斯玛克生物、瀚睿源生物等企业入驻一方健康谷产业园区；持续对接东方医用

气体、甘李药业扩产等重点项目，力争 2023 年完成项目供地；积极与锐视
康、国信医药等企业深入对接，争取早日落地。

紧盯在途项目。北京福元医药高精尖药品产业
化建设项目于2022年6月18日开工；北

京益生详明科技产业园区
项 目 于 2022

年 9月 8日开工；智汇中心产业园、科技园项目，预计
2023年开工。

加大服务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建立医药健康
产业集聚区工作专班调度协调会议制度、投资促进工
作领导小组调度制度、企业服务专员制度、集聚区工作
专班调度协调会议制度，完善营商服务中心工作机
制。优化政务服务，推广网上办、掌上办、自主办。研
究推进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研究，编制完成规划综
合实施方案，预计 2023年开工建设，切实满足高精尖
人才住房需求。

一方健康园区打造有五大服务平台，提供企业、政
策、金融、人才、创业孵化、资源共享等服务，依托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全面发展机遇，在市区镇各级政府和中
关村管委会的支持帮助下，加快吸引、聚集产业链相关
的优质龙头企业落地通州。

通州区在“十三五”时期已经开始布局漷县医药
健康产业，特别是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通州确定为
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带动下，东直门医院中医国家医
学中心、北大人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也已于 2022 年
选址漷县。

传承千年文脉，聚力健康未来。漷县医药产业集
聚区将继续着力夯实医药健康产业板块，聚集以
康复医疗、高端颐养等为产业特色的优质项目，
加速构建医养生态圈，不断助力推动镇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

势头强劲 医疗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优化人居环境
美丽乡村入画来

氵郭

（通州区漷县镇政府发布）（郭丽君）（本版摄影 唐建 党维婷 常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