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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果乡，农创大兴。大兴镇位于被誉为“天然氧吧、成都花园”的成都市蒲江县，全镇各村共获评省

级四好村、省级卫生村、省级环境优美示范村、市级示范村等省、市相关荣誉6项，获评蒲江县“最美村庄”4

个、“最美生产小组”11个、“最美庭院”110户。

近年来，大兴镇持续赋能“微网实格”，深耕“绿色农业”，深入实施城乡环境提升“百千万工程”最美系

列创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进步和成效。

如何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迈出和美乡村新步伐、努力顺应人民生活新期盼？近日，记者围绕

基层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话题，对蒲江县大兴镇党委书记曹军宏进行了专访。

用好党建引领“助推器”
夯实基层治理“主阵地”

记者：2023年以来，大兴镇推出了
哪些有力举措，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提质增效？

曹军宏：大兴镇聚焦全面落实基
层党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着力增
强村（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组织建设整体效能不断提升。

一是将基层治理作为首要重点任
务。完成“智慧蓉城”镇级平台建设，
按照“划小划微”“全域覆盖”思路，共
划分7个总网格、18个一般网格和106
个微网格，建立起“7+18+106”的“微网
实格”架构并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实现
基层社会治理“线上＋线下”双线服
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细化程度不
断提高。玉龙村成功创建市级“七无”
平安示范村，大兴镇获评“成都市三星
级平安乡镇”。

二是扎实抓好玉龙村农村党员
“六向”分类管理试点工作。玉龙村党
总支充分发挥年轻党员、退役军人党
员等无职党员作用，小区从“两委管
理”转变为“居民自我管理”，人居环境
大幅提升，破解了小区10多年的治理
难题。

三是全力推进抓党建促振兴工
作，落实好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各
项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集体经济发
展“一村一策”方案编制工作。水口村
成功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达
成“水口红”农产品进北京社区的宣传
推广合作；玉龙村引入72名博士专家
作为“荣誉村民”，组建“玉龙乡村振兴
智库”……各村（社区）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路径更加明晰。

四是党群服务阵地体系逐趋完
善。“有困难找中心，要办事到中心，做
奉献来中心”，全镇“7+1”党群服务中
心完成建设，五大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服务功能质效不断提升。

挥好多元共治“指挥棒”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记者：在推进基层治理工作过程
中，大兴镇如何织密社区“微网格”，做
好治理“大文章”？

赋能“微网实格”深耕“绿色农业”
——专访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党委书记

曹军宏：大兴镇积极发动以镇村
干部、党员、居民骨干、热心志愿者等
组成的微网实格队伍，提升党建引领

“微网实格”治理成效，不断提升村（社
区）精细化治理效能，以“小网格”托起
群众“大民生”，创新管理机制破局出
圈。

一是机制先行、精准施策。除建
立起“7+18+106”的“微网实格”架构
外，还在每个微网格中配备党员、退役
军人、社区民警、新村民等担任微网格
长，把网格触角向下延伸，打通基层治
理“最后一米”。整合志愿服务队、热
心商家、小区物管会等社会力量充实
微网格员队伍，每月至少开展1次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到微
网格中开展敬老爱老、关爱留守老人
等活动；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疾病防控、
沟渠整治等公共管理事务。

二是场景共建、多元合力。覆盖
推行微网格员“亮身份”及“网格员先
锋岗”，将微网格人员详细信息标牌悬
挂于村民家门前的显眼区域，营造“微
网实格”实时服务场景，提高村民对网
格的认知度。探索建立“微网格+积分
制”新模式，将积分与实物奖励、评优
入党、公益岗位等挂钩，形成“一网运
行、全域覆盖”的治理格局。借助“微
网实格”社会治理平台、“蓉e报”、“天
府市民云慧生活”等小程序开展特殊

困难人群信息采集整理，第一时间掌
握、更新、上报微网格内实况，做到“特
殊人员特别关怀”。开展“党员退役军
人服务进网格”“下沉网格面对面，服
务群众心连心”等走访宣讲活动900余
次；充分发挥网格员、微网格员“触角”
作用，发挥“五老调解”队伍“冲锋”作
用，化解矛盾纠纷500余件。

建好产业发展“蓄能池”
激活镇域发展“新动能”

记者：在深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擦亮乡村振兴新名片方面，大
兴镇有哪些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

曹军宏：大兴镇把乡村国土空间
规划作为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源头
性抓手，按照“科技助农、绿色兴农、品
牌强农、融合富农”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思路，统筹推进西河、妙音、大兴三大
片区村级国土空间，国家柑橘公园农
旅融合发展项目加快推进。猕猴桃国
际公园专家小院成功培育 H2O、CK5
号新品种，全年新建“两个替代”镇级
示范基地 8 个，建成泸州老窖 60 版特
曲蒲江柑橘助农基地。新申请注册镇
域特色品牌“兴π”，同“成都好物”“德
麦盛”等连锁品牌、122 个实体门店达
成意向合作，并举办“兴π”品牌发布
暨“两个替代”示范基地柑橘认养启动
仪式，与82家企业达成认养合作。全
镇“两个替代”工作受到 CCTV-1《焦
点访谈》、CCTV-2《消费主张》等栏目
关注报道。

一是创新方式盘活资源，抢抓集
体经济新优势。聚焦“厘清盘活家底、
做大培强家业”，摸排调查梳理各村

（社区）现有果园、房屋建筑、优质林盘
等资源，通过成都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挂牌竞价，提高集体果园成交价格。
树牢“项目引领”理念，创新“经济联合
社+公司+专业合作社”运行模式，投入
资金 1242.5 万元，盘活闲置资源建设
仓储保鲜设施，搭建起村集体+公司+
村民“三位一体”利益链接机制。

二是善谋善为培塑品牌，激活集
体经济新引擎。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用心深耕“绿色农业”，柑
橘、猕猴桃品种实现不断改良升级，农
产品品质持续提升，水口红品牌农产
品以9元/斤的价格畅销北上广等大城
市，水口村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更
加闪亮。目前，全村10000亩种植区实
现绿色认证全覆盖，被列入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区，获
评成都市“一村一品”示范村（柑橘）。
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

“两个替代”工作品牌，培育出寓意无
限可能、向新而行的“兴π”品牌，配套
推出“甜橙橙”“猕多多”IP形象及系列
文创产品；同时以认养基地建设作为
发端，撬动公众对品牌的认知，推动大
兴农产品从“商品”向“品牌”转化，实
现品牌提升，促进农产品价值提升。

三是推动农业“接二连三”，构建
集体经济新格局。做优一产。全域推
进实施“两个替代”，建立“两个替代”
社会化服务店，以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为主体负责运营，搭建起“股份经济联
合社+社会化服务主体+农户”的运行
平台和利益链接机制，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增加3万元。做新二产。在推进
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
力，与四川大学教授丁显平团队合作
成立四川川渝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研发微生物菌转化弃果为有机
水溶肥，目前正在与国有平台公司洽
谈合作，打造弃果生物有机水溶肥生
产线，对全县 200 余家冷库、约 4 万吨
弃果进行转化，预计年产水溶肥 1 万
吨、固态有机肥 0.5 万吨，投产后村集
体经济每年可实现增收30万元以上。
做活三产。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
机，坚持美丽村庄共建共享原则，积极
发动全民参与，深入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4个村庄获评蒲江县“最美村庄”称
号。以优美环境聚人兴业，打造“果香
清韵”柑橘林盘，植入“林盘+研学、文
创、餐饮”新业态，实现优美环境提升
生态价值、生态价值转化产业发展、产
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杨春梅 大兴镇供图

蒲江县大兴镇党委书记曹军宏。

蒲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示范基地。

大兴镇“微网实格”积分兑换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