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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桐庐富春未来城积极对标

国内一流新城，以“追求卓越、止于至善”

的标准，狠抓招商引资、项目推进、综合环

境提升等工作，全力打造产城融合经济发

展新高地。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48 亿元，完成率 151%；实到外资

6010万美元，完成率100.2%；新签约项

目27个，完成率135%；新落地亿元以上

项目8个，完成率160%；财政总收入1.6

亿元，新培育规上企业5家。

按下发展“快进键”
推进项目“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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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琳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这“两张网”正成为上海

这座超大城市运行高效感知、高速响

应的最强“牵引”。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如何高效

为民利企办事、高效处置城市管理事

项，打造政务服务金字招牌，来看数

字化转型的“上海探索”。

【实践故事】春节期间，上海市城

运大厅内的大屏幕前，工作人员24

小时守“沪”站岗，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着巡屏和调度，“一网统管”大数据正

在为上海“守岁”。

数以万计的城市运行数据被分

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菜篮子、米袋

子、水电煤气等基本民生保障类的

“获得感”数据；第二类是陆海空出入

口的实时变化情况、市内交通畅通与

否、景区密集程度等“幸福感”数据；

第三类是包括各类突发性事件、热线

情况的“安全感”数据。通过科技化

手段，追踪一个个跳动的数据，工作

人员与智慧信息系统共同为城市值

守、为市民站岗。

作为一个庞大的城市生命体，上

海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先进技术，推动上海城市运行管理，

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由经验

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由被动处置型

向主动发现型转变。

作为城市治理的“两个扇面”之

一，“一网通办”以“高效办理一件事”

为目标，从上线系统到完善升级已两

年多时间，成为上海率先打出的政务

服务品牌，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

断提升。

“随申办”作为“一网通办”移动

端的超级应用，目前已接入了50余

家市级部门和16个区的1541个政

务服务事项。2020年，“看病付费

不排队”“绿色沪牌在线领”“出生手

续网上办”等15件办事服务体验，实

现平均减环节69%、减时间54%、减

材料75%、减跑动71%。目前，“随

申码”累计使用次数超过20.7亿次，

用码人数超过4300万人。不久前，

“一网通办”专门推出长者专用版，

字体更大、页面更简洁，针对老年人

的特定需求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而第二个扇面“一网统管”聚焦

“高效处置一件事”，创造性推出一套

较为完整的城市运行基本体征指标

体系，为城市高效、安全、有序管理提

供保障。

在日常面对 3000 多万人口、

270多万市场主体的超大城市，城市

运行和市民服务千头万绪：雨天积

水、单车摆放、交通秩序、人员出入、

办事效能……无论市民游客，还是外

来商家，都能时刻感知上海这座城的

便捷、有序、精细、高效。

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如

果一定时间内用水量低于 0.01 立

方米，就会自动预警；街面上的小

纸片，可以被智能摄像头“捕捉”，并

自动通知网格员……让数据成为人

力的“向导”，大大提升了城市的保

障温度和韧性，也提升了居民的获

得感。

一张线上线下协同的闭环管理

网络，托住了上海安全有序运行的底

座。如今，上海正努力推动“物联数

联智联”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治理数

字化的抓手就是“两张网”。上海将

以“云网端边安”一体化数据资源服

务平台为载体，形成“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合创

新的城市治理格局。

【案例点评】城市生活有多丰

富，城市治理就有多复杂。“一流城

市要有一流治理”，人力算力协同作

战，上海这座超级城市的便捷、安

全、有序，背后是一张张昼夜滚动不

息的“大屏”、一组组实时更新的海

量数据和政府探索为民服务的创新

之力。

“两张网”互为支撑、相辅相成，

正助力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

治理特点和规律的新路子，不仅让

社会治理更聪慧，也让这座城市更

有温度。

如今，“两张网”已经是上海的

一张“金名片”，也是未来上海城市

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通过数字化

转型激发城市生命体每个细胞的活

力，相信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

都能深刻体会到，“城市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

上海：“两张网”赋能 数字治理有温度

【锡伯梦民宿今昔对比】

面朝稻海面朝稻海
邂逅邂逅乡愁乡愁
锡伯梦民宿原为村民

“付家”普通的民房，改造

后，依然保留原有部分墙体

结构，整体设计粗中有细，

既保留了田野的朴拙，又有

现代的精致与用心。这个

建在稻田间的房子，远离

喧嚣，贴近自然，少了城市

的嘈杂，多了小镇的休闲

惬意。

【青葱餐厅今昔对比】

青青葱餐厅葱餐厅
青色生活青色生活
餐厅原为村民“老会计

家”40年的老宅，在原有的

基础上进行修缮和改造，一

楼为特色铁锅炖菜，二楼为

青葱火锅店，可同时接纳

200人同时就餐。这里不只

有乡野间的简朴和宁静，更

给人味蕾上的满足，闻着稻

香，听着蛙鸣，吃到嘴边的

饭菜也格外香甜。

腰长河村联排别墅

□ 王 敏

一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让

拍摄地之一的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

空间景区及周边单家民宿成为网红

打卡地。

如织的游人看到的是这里精致

的风景，看不到的是兴隆台街道单

家村集体经济租用10宗闲置宅基

地开发民宿旅游项目的大胆尝试。

近日，沈阳市沈北新区获批全

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这是对该区充分利用政策先发优

势、深化改革探索实践的肯定，也是

该区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方面取

得初步成效的有力印证。

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
发展农商文旅产业

2020年以来，沈北新区把农村

宅基地改革作为引领乡村振兴、推

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抓

手，结合区域特点和发展现状，完善

顶层设计，强化政策供给，推动试点

先行。

沈北新区成立了宅基地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强化制度

设计，制定了《沈北新区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上报省委

省政府，并出台相关配套文件，明确

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

任务等方面内容。

经调查，全区87个永久保留村

的宅基地共35,245宗、面积28,975

亩，闲置12,335宗、闲置率35%、闲

置面积约9000亩。经过推进宅基

地确权工作，目前确权登记颁证率

达95%。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进城务工和居住的农村人口逐

年增多，农村大量宅基地和农房闲

置。同时，沈北新区旅游资源丰富，

生态禀赋良好，已经成为沈阳市民

及周边城市市民休闲度假的重要区

域，文旅产业也成为新区的主要产

业之一。

沈北新区基于上述情况，把探

索和完善闲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作为试点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通

过行政手段、市场机制盘活利用闲

置宅基地，大力发展农商文旅产

业，从而有效带动集体经济壮大和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推进乡村

振兴。

闲置宅基地入股
村民全部回迁联体住宅

有了方向和突破口，沈北新区各

街道开始根据各自特点，采用有针

对性的方法进行宅基地改革的尝试。

黄家街道腰长河村采取“闲置

宅基地入股”模式进行改革。村集

体整合村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共117亩，其中17亩用于建设农户

回迁住宅，100亩以入股的方式与

企业组建辽宁长泓旅游管理有限公

司，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规划建设

面积9.5万多平方米。项目坚持以

农民利益为核心，村民全部回迁联

体住宅，同时获得“六金”保障，包括

地上物的补偿金、闲置房屋的租金、

保底股金及分红、经营店铺的商金、

在企业务工的薪金以及房屋、土地

等资产升值的溢金。

目前，项目主体及基础设施配

套已基本完工，农户全部回迁上楼，

计划2021年完工并试营业。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开发民宿旅游等项目

兴隆台街道单家村则采用了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单家村

与稻梦空间景区合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与村民、企业分别签订两份《不

动产租赁协议》，租用10宗闲置宅

基地开发民宿旅游项目，计划总投

资3000万元，配套建设500平方米

民俗馆和700平方米油画馆。目前

已建成10户，于2020年10月开始

营业。该项目可使农民获得租金、

股金、薪金、现金收入，预计农户每

年增收达到3.3万元。

此外，兴隆台街道立新村与上

善若水旅游公司合作，租用9户闲

置宅基地和旧村部开发建设民宿项

目；盘古台村与丰田牧业公司合作，

租用5户闲置宅基地，开发建设宠物

食品标准化工厂，现已投入使用。黄

家街道高坎社区，利用乡村振兴资金

有偿收回村民闲置宅基地，并与社会

资本共同开发建设民宿文旅项目，现

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整理宅基地推进增减挂钩
预计实现1亿元收益

在财落街道联合村、毕家村，村

里利用拆迁后的宅基地进行复垦，

预计增加水田500余亩，利用复垦

的土地指标，可实现收益1亿元，开

创了“整理宅基地推进增减挂钩”的

新模式。

为破解农村宅基地改革中的资

金瓶颈问题，沈北新区与农商行、邮

储银行、担保公司以及评估机构进行

对接，通过“政府+银行+担保公司”

的组合模式，研究制定了农民房屋

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的操作办法，明确了贷款对象、用

途、评估等具体措施，并确定在单家

村、财落一村等进行试点。同时，围

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积极推进模拟招商工作，为入市做

好准备。目前，已推进项目21个，

包括虎石台街道东岗房车营地特色

小镇、太湖国际小镇、绿馨花卉综合

交易市场等。

据悉，沈北新区将进一步建立

全区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合理控制宅基地规

模，科学安排宅基地布局，为乡村振

兴总结出可复制、能推广、惠民生的

创新成果。

（本文配图由沈北新区宣传部提供）

青岛啤酒博物馆
主打“文创”成时尚地标

本报讯 青岛市登州路56号，青岛

啤酒的发祥地，一个被印在每一瓶青岛

啤酒上的地址，如今是青岛啤酒博物馆

所在地。今年春节假期，青岛啤酒博物

馆对青岛市民和留青过年人士提供门

票半价优惠，平均每天都有五六百名游

客前来“打卡”。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岛啤酒博

物馆以青岛啤酒的百年历程及工艺流

程为主线，展示了中国啤酒工业及青岛

啤酒的发展史。不仅如此，博物馆还

“解锁”了许多新潮玩法，让啤酒文化

“活”了起来。

在啤酒品尝区，喝不同的酒要用不

同的玻璃杯；在“醉酒小屋”，游客通过

倾斜的地面、墙面产生视觉差，可以体

会到醉酒的感觉；在麦香咖啡馆，当天

生产的啤酒可以直接与咖啡混合成新

的饮品，一口喝下，既有咖啡的醇厚又

有啤酒绵密的泡沫；700平方米的文创

空间里销售着零酒精的啤酒冰激凌、以

啤酒花为成分制作的护手霜、酒瓶造型

的巧克力等400多种产品。

文创产品是青岛啤酒博物馆的一

张个性名片，也让博物馆成为青岛的一

个时尚地标。2019年博物馆文创收入

约5000万元，目前门票收入和文创收入

比例是1:1.2。 （张力元）

冬奥小城北京延庆
春节掀起“冰雪旅游热”

本报讯 具有冬奥特色的冰灯彩灯、

激情四射的雪道、飞“流”而下的冰瀑……

今年春节假期，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掀

起冰雪旅游热潮，留京过年的人们在这

座冬奥小城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据统计，春节假期延庆冰雪旅游游客量

达 15.5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1000

万元。

近几年来，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

冰雪运动日益红火，越来越多的市民爱

上滑雪，来延庆滑雪也成了北京冬天特

别是春节假期的新时尚。春节假期，延

庆当地的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和八达岭滑

雪场内人声鼎沸，许多游客趁着假期来

到这里，纵情在雪上飞驰。假日7天，延

庆两座滑雪场共接待滑雪游客近1.5万

人次。

今年，龙庆峡冰灯冰雪季用彩灯、冰

灯、雪雕为游客营造出如梦似幻的冰雪

世界，特别是将新年、冬奥等元素结合，

打造出平安喜庆祥和的流光美景。在冰

灯区内，用冰雕、雪雕营造的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

憨态可掬，正在进行冰雪运动的各种冰

雕人物栩栩如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观看。

春节期间，延庆多个乡镇也推出冰

雪娱乐项目。在延庆刘斌堡乡举办的冰

雪节上，雪圈速滑、雪地冲刺、冰上自行

车等10多项充满激情的系列冰雪运动

项目，让前来游玩住宿的游客体验到

冰雪乐趣。 （魏梦佳）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正成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运行高效感知、
高速响应的最强“牵引”

沈北新区：获批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