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苏南“后发村”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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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乡村，对乡土有着特别的情愫。前段时间，我利用组织安排的蹲点结对的“入场”机会，对苏南

太芙村乡村建设进行了调查。太芙村位于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北部，面积 4.6平方公里，有 34个村民组，

流动人口超过本地村民。调查发现，太芙村乘着苏南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风”，改变了贫

穷落后面貌，全面小康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发现，乡村建设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

可以说是“亦喜亦忧”。

从自然生态来看，太芙村所在位置有宛山荡湿地，现在处于保护待开发的状态，初步建成的湿地公园

成为村民和无锡市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太芙村未来发展的“金山银山”。从村居生态来看，太

芙村紧邻无锡高铁东站和通锡高速，离苏南硕放机场不到 20 公里，处于交通方便、路网便利之优势区位，

村居路网、供水、供气、物流、环保等基础设施规划合理，居民文娱广场、公共绿地、超市菜场、幼儿园、

游泳健身场馆等配套设施齐全，村民生活井然有序。

太芙村拆迁安置村民实现了住有所居，建设有现代化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幼儿园、社区医院、居

家养老中心等，使村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民政、计生、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有效解决了村民健身、保

健、医疗、娱乐等生活诉求，村民享受到了真正的实惠。调研中，还有村民颇为得意地“炫耀”：“小区

物业提供的保洁、维修、安保等服务还不错，不用自己交物业费，车位费也不用交，减少了我们的生活成

本。”

村民的福利待遇也有保障。近年，当地党委政府解决了村民很多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办了不少实事。

太芙村大力开展村民医疗参保补助、大病二次补助、社会慈善帮助、促进就业帮助等工作，探索“公建民

营”养老运营管理新模式，为全村 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除了集体经济分红收益外，村民采取土地换

社保的形式，根据不同年龄折算不同工龄对征地拆迁农民进行社保补偿，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至少能

领到 920元补贴，而且逐年增加。



调查中，老人们纷纷表示要感谢党和政府。从老人们竖起大拇指的交口称赞中，我真实而深切地感受

到他们内心由衷的喜悦：感谢生活在这样一个好时代！

然而，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太芙村在政策、资源、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已不明显，发展中难啃的“硬

骨头”仍然不少。

乡村振兴，产业是支撑。但在这里，产业发展后劲显得不够充足。一般来看，乡村产业振兴有发展高

效经济作物的“一产兴村”型、发展村工业的“二产兴村”型、发展乡村旅游的“三产兴村”型。在太芙

村，由于苏南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村里传统的机械产业、电子产业逐渐衰微并转移“出走”，引进新产业

和新企业难度加大，产业建设乏力，“造血功能”不足。同时，集体经济保值增值压力也不小。村书记提

到，村集体每年主要依赖土地置换获得 3000 万集体资产的 8‰利息及部分厂房租金等收入，来维持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受一些因素影响，村集体资产无形中在贬值。村里有意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投资，

但村民协商下来担心投资失败，因而也不敢轻易进行投资。

太芙村拆迁后农民无地可种，由于拆迁安置得到大笔现金或不动产，一部分中老年村民干脆赋闲在家

或从事收入不高的清洁安保类工作；有些青壮年居民因拆迁“一夜暴富”，奋斗状态着实令人担忧。村书

记谈到：本地工作岗位差不多被外地人占领了，一些本地年轻人宁愿选择两三千元的坐办公室、吹空调的

工作岗位，而不愿意干拿七八千元的体力活岗位。

养老问题也面临较大压力。太芙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 31%，70 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 14.5%。

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养老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生活照料问题、

精神文化生活、医疗保健问题等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一些“留守”“空巢”老年人或与其子女“分家”，

或子女外地工作，大多数只能与自己的配偶相互照顾或者自我照顾。

除此之外，多元的利益诉求也不容忽视。因拆迁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带来部分村民的心态值得关注。

一些村民特别是老年人仍然保留着过去农村的生活习惯，拾柴火点煤炉、毁绿植种菜、破墙开店、改车库

为房、私自占用公共空间等一些容易产生公共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对社区治理有一定影响。

乡村振兴无“业”不旺、无“人”不兴、无“治”不稳。太芙村虽然没有富裕的华西村、长江村、永

联村等“明星村”那样的闪耀光芒，但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正因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触发我

们思考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

通过调研，我认为像太芙村这样的村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围绕“党建为民、产业富民、文化强民、善治安民、生态惠民”

的实践逻辑接力奋斗，进一步健全治理体制，发展特色经济，全面实现经济强、农民富、农村美。

基层党建强，振兴才有力。我们常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结太芙

村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坚强有力的村级党组织。未来，要啃掉发展中的“硬骨头”，取得更大

的发展成就，还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更好地发挥引领发展、统筹协调

作用。要完善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委会、业委会、服务站、物业公司多元参与共建的“一核多元”的

治理模式，辅以社会组织为补充、驻村单位密切配合、居民广泛参与的扁平化协同治理模式，形成乡村振

兴的“头雁效应”。

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千方百计让产业兴旺起来。每个村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关键看是否善



于发现优势、挖掘资源，能否打造形成有特色的富民产业，把自身蕴藏的发展潜力释放出来。在这方面，

要着力选聘培育乡村发展带头人，依托政策、资源、资产、资金和技术支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农

产品深加工、生态观光、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特色产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促进集体经济增值和村民

增收。

乡村振兴实际成效如何，归根到底要看村民的实际感受，最终还是要群众说了算。因而，要自觉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要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建设，鼓励和支持“两新”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创业团队等多元主体参

与乡村振兴，改善群众文化活动软硬件平台，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