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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村融合匠心打造“特色小村” 

陈志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黄家溪村党委书记 

“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作为盛泽丝绸文化发源地的黄家溪村，地处盛泽镇最北端，区域面积 6.2平方公里，水域面

积 2.1平方公里，现有土地 5600 亩，池塘 1000亩,全村 816户村民，3179人。多年来，全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截至目前，己

有民营企业 70 余家，固定资产超 16 亿元。村级集体资产达到 6500 余万元，可支配收入 1129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35000

元。 

黄家溪村把“特色小镇”概念移植到“特色小村”建设上来，挖掘特色资源，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文化基因”，彰显个性

魅力，努力打造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交相辉映的“特色小村”。黄家溪村党委坚持落实好党建和发展两个

责任，着力抓好五方面工作。 

“塑”党建先锋 

强化党建理念，紧紧围绕党建文化广场建设，将党的奋斗历程和党员学习教育深深融入到广大群众文化生活中去。利用修

缮黄家溪古村落的契机，将文化与党建相结合，突出“一廊一角皆文化，一灯一牌联党建”，利用古桥、廊庭、栈道等载体将黄

家溪的历史名人和党员先进典型事迹充分展现，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享受到富民强村的实惠，进一步

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通过开展“亮身份，树形象”党员星级评议活动，把党员的先进性具体化、量化，让普通党员学有模

范、赶有目标、超有榜样。计划在现有党员星级评议基础上，打造“智慧党建”云平台，以“积分系统+刷卡终端+党员先锋卡”

模式，实现平时积分、年终亮分，促进广大党员立足 W位，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村百姓共建新农村。 

“优”产业结构 

围绕提质增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和环境相融共生。是继续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切实强化

村书记抓农业现代化的意识，通过与高校联动促研发，与名企合资促生产，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搞好农产品优势区

域布局规划和建设，促进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特色农业发展，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二是狠抓“三优三保”，工业提档升级。对区

域内小微企业进行集聚，集中生产、集中管理、集约发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目前废丝造粒再生能源项目己经投产。三是开发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深挖黄家溪千年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寻

找经济新增长点。按照黄家溪景区的目标定位，用景观的概念建设农村，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用人才的观念培育农民，让

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结伴而行，打造集观光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生态人居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特色小村”，

使黄家溪集体收入和百姓收入实现双増长，处于盛泽乃至吴江领先水平。 

“强”现代宜居 

通过加强对村内道路、村容村貌、绿化、亮化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村庄环境，方便了

村民生活。已建成地标式的迎客牌楼、花园式的宴会厅、新中式的四合院、多功能的游艇码头，河滨公园、古桥古塔正在紧锣

密鼓建设中，自然村 95%以上的村庄道路已完成硬化工程建设，真正实现了户户门前通轿车的目标。下一步将以道路黑化、植被

绿化、沿街立面美化、三线入地为主要工作，建设一批公共停车场，统一村庄内部广告牌、指示牌，深化环境整治效果，重点

按村庄增绿增色的要求，把各自然村落打造成集生态化、效益化、珍贵化于一体的各具特色的绿化名村，进一步提升惠民利民

水平，增强广大村民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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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名胜古迹 

从建筑整治修缮、历史环境要素修复、设施完善建设等方面入手，在建成盛天王寺的基础上，挖掘明代建文帝、清代乾隆

皇帝游览黄家溪历史，考证修复帝阁朝霞、龙湾夕阳、长春夜月、积庆晓钟、合路风帆、寨湖烟屿、南滩问渡、北角观渔等“黄

溪八景”所在地，并融入新元素。对黄由、史仲彬故居进行保护，待条件成熟，进行复建。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保护好、管理好

名木古树、古建筑、古民居，采取“镶牙式”“洗脸式”措施，加强保护修缮，修旧如旧，实现历史文化风貌、自然生态环境和

现代文明的统一，人居环境、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兴”人文科教 

以“文化自信”为动力源泉，做实、做精美丽家园，提升村民幸福感。自 2010 年以来，村里先后投入 1000 余万元，建起

了黄家溪村群众文化中心、群众体育中心，看演出、听戏曲、健身、跳广场舞，村民享受着与城里人相同的文化生活氛围。去

年 9月，黄家溪艺术团正式筹建，从农民到演员，身份转变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广大村民对文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今年农历大年初六，黄家溪村组织村民拍摄全家福，让村民感受到强烈的幸福感。计划兴建文化博物馆，以自愿原则把村民收

藏的宝贝放到馆内集中展示，同时广邀文人墨客挥毫泼墨，进一步放大黄家溪的文化影响力。在科教事业上，将现有每年 30万

的教育基金做大做强，用 3〜5年的时间，以村级集体经济为主导，吸引社会资源新办一批高质量高水平学校，作为城区学校的

延伸，进一步平衡教育资源，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 

“小小一个村，永远有干不完的事。”在未来的日子，黄家溪村“两委”将继续团结和带领全体村民，大胆探索，务实奋进，

以“敢为人先”的精神，秉承优良的作风，真抓实干，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决心毅力，凝心强村，聚焦富民，谱写黄家溪发

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