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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围绕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文化赋能、技能实训及善治提升
等内容，和盛镇与辖区高校积极对接，
强化共建联建，为乡村振兴聚力赋能，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结对：积极打造校地发展共同体

基于近年来良好的共建与互动，
2023 年 2 月 21 日，和盛镇与包含四川
艺术职业学院在内的2所驻地高校正
式签订校地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旨
在推进和盛镇与高校合作实施升级创
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全力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盛镇镇
长刘念介绍。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们要将目光放

“微网实格”机制“打底”
探索“五长共治”村级发展治理模式

“2023 年，我们在党建引领‘微网
实格’基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深化

‘五长共治·邻里共富‘村级发展治理
模式，在龙源村进行先期试点，并推广
复制到小鱼洞社区、渔江楠村、宝山村，
开创了全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利益共
享激发参与热情、全面实现农民富裕富
足的新局面。”近日，彭州市龙门山镇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五长”即家长、邻长、微网
格长、网格长、总网格长。在实施过程
中，龙门山镇优化乡村组织架构，破解

“乡村组织各自为政、协同不畅”难
题。党建引领“五长共治·邻里共富”
村级发展治理模式通过经济杠杆撬动
治理热情，推动“五长共治”与“邻里共
富”的有机融合、相互统一，实现村党
组织、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驾
马车”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实现党建
引领下的农村发展治理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是，推选“五长”和组
建“邻里共富共治”单元打破了血缘边

界和空间藩篱，通过兴趣、情感进行人
群凝聚，按照“1户1家长、10户1邻长、
5邻1微网格长”自愿组合形式重塑基
层组织结构，通过转换基层发展治理
逻辑、更新工作理念，实现基层治理从
空间认同到情感认同的深层次转变。

记者了解到，试点推进的龙源村，
户籍人口2072 人，在旅游旺季游客峰
值可达近万人，但合村后的龙源村仅
有工作人员19 名，人均服务对象数百
人。管理服务任务和压力日益繁重的
同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该模式恰

恰就是以“家长、邻长、微网格长”为依
托，降低管理幅度和区间内服务人口密
度，优化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效能。

2023年以来，龙门山镇按照群众认
可、群众参与、群众受益原则，推动群众
共谋产业、共议项目，打造了以“龙门·
雪谷”自然营地、龙门酒肆为示范的镇、
村、群众联营项目，进一步拓宽了群众
致富增收渠道。同时，集体经济发展收
益实行“留一点、分一点、用一点”，经民
主程序讨论决定，按一定比例预留部分
收益作为集体经济发展资金，保障村民
分红占比，积极发展基础设施维护、公
共服务、社区营造等公共服务事务。

“‘五长共治·邻里共富‘村级发展
治理模式凝聚了发展共识、理顺了发
展脉络，激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
动力、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自主造血

‘功能，我们还将不断优化措施，理顺
机制，力争成效更加显著。”彭州市龙
门山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受访者供图

校地共建共育 绘就乡村振兴美图景

在乡村艺建、村落改造和城市微更新
上来。”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环境艺
术设计专业的课堂上，杨育红为同学
们展示着全国乡村环境提升案例。
将全国先进的案例及经验搬到课堂
上来，让学生在实操中巩固专业知
识，这是从教17年的杨育红最擅长的
教学方式。

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实地，近
年来，杨育红带着学生们不断求知进

取，在温江北林这片美丽的区域挥洒
青春，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职教人的力
量。

校地共建签约后，四川艺术职业
学发挥校地合作连接纽带的作用，结
合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和盛镇发展需
求清单，鼓励全院师生积极参与和盛
乡村环境提升、特色街区打造、在地文
化挖掘等项目，通过一个个鲜活的项
目为校地合作注入生命力。

共育：为乡村发展筑强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和盛镇位
于温江区金马河运动休闲消费带核心
区域，是温江区乡村振兴重要战场。
背靠“温江大学城”，镇域内汇聚商务、
艺术、医护类高职院校的3万余名技能
人才，这也为区域的产业发展增添了

创新创业动能。
在探索校地协同育人机制中，和

盛镇积极打造校地融合“新平台”，以
期实现大学生专业所长、实践锻炼、社
区需求互促互融，形成校地同频共振
的良好局面。

在和盛镇与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的
联建中，校地双方共同推出“乡村美
育”学院，通过课程体系开发、专业课
程输出、系列培训活动等方式，定向培
养创新创业团队、乡贤社贤群体及本
地村民，在为乡村振兴筑强人才支撑
的同时，丰富美丽乡村人文内涵。

共建：校地携手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精致的画面，清新的音乐，镜头中
的温江和盛，闪烁着耀眼光芒。伴随
着一个个文旅项目不断落地，近两年
来，温江和盛成了成都人近郊游玩的
网红打卡地。为了充分展现和盛生态
之美，2023年以来，和盛镇大力打造校
地视觉传播平台，孵化出一大批本地
视频创作团队，他们用镜头记录和盛
之美，传播和盛声音，助推和盛产业发
展。

除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外，
校地共建凝聚的合力还渗透到了和盛
的乡村文明建设、社区志愿服务中。
2023年，校地双方聚焦思想引领、乡村
需求、专业特色，形成了“政府/社区需
求清单”，发布“乡村美育、文化服务、
志愿服务、品牌打造”4 类专题项目。
学院教师带领学生认领各个项目，采
取“订单式”精准服务，对社区实践进
行项目化打造、品牌化建设，以校地共
建力量绘就和美乡村图景。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俊
和盛镇供图

民谣乐、摇滚乐、流行

乐……在刚刚过去的元旦

小长假里，一首首欢快轻盈

的 歌 曲 响 彻 了 温 江 鲁 家

滩。表演的这群年轻人正

是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五升

乐队”的成员。这场充满朝

气的草坪音乐会为游客带

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这也是

和盛镇校地共建的又一次

生动实践，为构建“温江一

家亲”社会氛围贡献校地合

作的力量。

校地合作，开展多样活动。

校园乐队表演中。

党建引领农村发展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