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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路径研究 

——以安吉县余村未来社区项目为例 

庞超飞 

随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正式发布，浙江省探索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实践已全面推进。 

未来社区作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是推动共同富裕从宏观到微观落地的重要载体，既是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的“细胞”，也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缩影。 

2020年 8月，安吉县余村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区试点创建单位，成为全省唯一一个乡村版未来社区试点

项目。余村未来社区规划单元总面积为 37.32平方公里，通过未来社区项目创建，带动天荒坪集镇以及周边山河村、

马吉村、银坑村、横路村等乡村联合体，最终实现乡村共融、村民共富的目标。 

一、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如何融入共同富裕理念 

未来社区的建设如何融入共同富裕理念，对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具有重要意

义。 

按照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工作要求及结合周边地区乡村未来社区的试点经验，基于乡村振兴的需求，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通

过产业导入和治理创新，推动人本化、生态化、融合化，实现农村“新型社群”的重构，切实破解人才、乡贤进村落户难，以及

土地要素制约等束缚。 

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导向，以“九大场景”(邻里场景、

教育场景、健康场景、创业场景、建筑场景、交通场景、低碳场景、服务场景、治理场景)建设为功能单元，与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目标在价值理念和目标要求上是基本一致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求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

系，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医疗卫生体系等领域，对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健康场景”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以土地为重点的乡村集成改革等路径，为乡村未来社区的村庄建设和产业经营指明了主攻方向；提出加

快社区商业、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社区“双创”空间，对于未来社区的“邻里场景”“创业场景”提供了发展路径。 

二、“九大场景”的运用与共同富裕的实现 

余村未来社区项目以实现村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通过对村庄环境风貌、农田水利的整治，学校、医院、道路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土地资源的盘活、社会资本的引入等方式，打造实现共同富裕的乡村未来社区样板。 

有研究学者将社区建设概括为“三体”：硬体、软体和韧体。硬体指社区内有形的物质，主要指地理环境、交通、学校、医

院、公园等各种公共设施和建筑；软体指社区内在的规范，主要包括风俗习惯、社区公约、价值观、方言等；韧体指社区的权力

结构和组织关系，主要包括社区内公私机构、各行各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社区内各阶层的群众团体，以及上述社会组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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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维系力量。 

本文尝试从上述“三体”的建设来论述九大场景的落地。未来社区的硬体建设，主要指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涵

盖了“教育”“健康”“建筑”“交通”“创业”等多个场景。余村未来社区项目实施中，其硬体建设，包括完善诸如幼儿园、

小学等教学场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之家等养老设施机构，图书馆、文化礼堂等文化服务设施，创业孵化

中心、人才公寓等创业场地，公路、绿道、公交站、自行车公共服务点等交通设施。软体建设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盖邻里、服务等场景。余村未来社区项目文化建设通过亮家规、亮家训、编村志、立村规等活动，深入挖掘和传承乡村优秀文

化元素；开展优秀党员、先锋家庭、最美个人等评选活动，引领村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开展村晚、乡村运动会、年货节等节

庆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促进村民交流合作。韧体建设是乡村治理的范畴，主要涵盖的是治理场景。余村以乡村自治为抓手，

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构建“村党组织+党员先锋+乡贤志愿者”的组织架构,建立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姓服务队和道德评

判团等组织，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自治格局；优化村民选举方式，采取“先晒业绩，后绘蓝图，

再选班子”的做法，选出村民信任、能干实事、心中有村民的村委班子；落实民主监督和决策机制，通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

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决议的形式，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表决权。 

三、余村未来社区建设的经验做法 

创新“1+1+4”组团发展模式，多村联营探索乡村共同致富。组团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相似地域、相近的片区实施资源优化组

合、思路共谋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示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差距是推行乡村片区组团、区域联

动发展的根本目标。截止到 2020年，余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724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55680元，相较于周边村社在村庄建设、

乡村治理、产业经营等方面发展较快。结合浙江省未来社区项目试点建设契机，立足本村优势发展基础，余村创新“1+1+4”组

团发展模式，通过以未来社区项目的创建带动天荒坪集镇以及周边马吉村、山河村、横路村、银坑村的发展，通过推进资源要素

合理化配置，引导村与村之间的差异互补发展，加快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实现乡村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增长，形成资源共享、服务共享、人才共享，最终实现村庄的共同发展和村民的共同富裕。 

建设、治理、经营协同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助力乡村共同富裕。一个城市，只有在社会层面存在着活跃的具有较强社区归属

认同的社会力量，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种种政策和举措才能踏实落地，并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在社区规划改造的过程中发生对立冲

突。余村在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集体经济发展停滞、人才缺乏、村民“等、靠、要”严重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余村在未

来社区项目建设过程中，协同推进项目建设、村庄治理、产业经营。在项目建设前，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对接社会资本，提前布

局相关业态；在项目推进中，政府、村民、投资方、施工方等建立多方协商与监督机制；在项目竣工后，政府、村民、投资方共

同验收和运营协商，确保项目资源的有效利用。以余村绿道项目为例，在项目建设前，村里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发布招

商信息，邀请有投资意向的社会资本参与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并预留充足的业态布局空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政府、村民、

社会投资方、施工方定期协商机制，对施工情况有效监督和协商；在项目竣工后，组织村民、投资方对项目验收，并对后期运营

进行责任分工，确保社会资本引得进、留得住。 

因地制宜功能分区，资源整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余村未来社区项目结合余村村及周边村社的区位、资源禀赋等相关情况，

对天荒坪集镇、余村村、山河村、马吉村、银坑村、横路村进行功能区定位：确定余村村、山河村为“两山”农耕区，天荒坪集

镇为“两山”农创区，马吉村为“两山”人居区，银坑村为“两山”玉竹区，横路村为“两山”宜水区。村庄规划方面，将医院、

学校、养老机构、图书馆、文化礼堂等设施集中布局在中心集镇和马吉区块，并将马吉村定位为未来的居住区块，逐步引导横路、

银坑等区块村民搬迁至马吉区块，不仅避免了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还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村里探索农村宅基地“三

权分置”制度，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发展民宿产业；探索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创新农民持股、农村集体资产

流转等形式，在构建农村产权交易机制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还通过交通、停车、物流等全方位构建“点、线、面”乡村绿色交

通网络，设置微公交线路，完善村绿道网建设，打造慢行节点、慢行线路和慢行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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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数字化改革助推乡村共同富裕。浙江积极推进数字乡村示范县创建，数字产业、数字技术加速在浙江乡

村落地生根，开创了浙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新纪元。余村未来社区项目依托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契机，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

和产业振兴。以余村“乡村大脑”建设为例，村里利用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新一代 ICT技术为乡村未来社区赋能，通过

开发智慧治理、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应用模块，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公开化、现代化，提升乡村公共

服务效能和治理水平；开发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物流、智慧服务等应用模块，实时监控产业发展情况，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促进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