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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2_80_9C_E4_c61_295901.htm 几年前，当许多地方

还在就乡镇一级政权是该强化还是弱化进行争论时，绍兴已

开始实施权力下放、强镇扩权，探索出了"以城带乡、统筹城

乡"的发展新思路。时至今日，经过连续几轮"试验"之后，绍

兴"强镇扩权"活力在浙江省中心镇培育政策指引下再一次涌

动。 在绍兴市发改委副主任黄奇凡看来，"扩权"所带来的最

大变化莫过于乡镇领导身上的几个"转变"：自从一些乡镇拥

有了部分县级政府职权，乡镇书记们普遍感觉到权力大了、

事更多了、压力大了，信心却也更足了；开始由过去往县里

、市里跑资金、跑项目转变为往省里、国家部委跑政策；不

少乡镇领导还纷纷前往江苏、广东乃至国外的小城镇考察学

习，汲取经验；过去争着要资金、要土地等要素资源的乡镇

，现在则争抢着要求上级下派专业干部，向市县机关要人才

；更大的变化还有，不少县级机关部门的负责人现在都争着

到中心镇担任书记、镇长，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心镇领导行政

职务"高配"之前，显然是因为中心镇的某种吸引力⋯⋯ 会稽

山下，若耶溪畔，一场更深、更广的"乡镇突围"正蓄势待发

。 "突围"行动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发展方向逐渐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在块状经济极富特色的绍兴，旧有的乡镇政

府职权已远远不能满足急剧扩大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需要

。 障碍何以突破？矛盾何以解决？执政者审时度势之后，以"

放权"为中心议题的突围行动在绍兴迅速启幕。此间，从"小

城镇"到"新型城镇"，再到"中心镇"，主体称谓的转变生动折



射出绍兴乡镇突围的轨迹。 早在1995年，浙江省就开始对小

城镇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并坚持把培育小城镇作为加快城市

化、加速工业化、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当时绍

兴有多个乡镇入围，但由于诸多原因，整个试点的效应并未

充分放大，很多举措只是停留在方案、意见上。 到2006年底

，绍兴县又在19个乡镇街道中选择了5个镇进行强镇扩权试点

，其中既有最富裕的镇，也有相对条件差的山区镇。2007年

初，县建设局、发改局、经贸局、外经贸局、建管局、商贸

局等部门与这5个"新型城镇"签订了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

，将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建筑工程许可证核发等相应的

职权下放到镇里。另外，5个镇享受相对独立的财权，区域范

围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予以全部返还。 2月9日，绍兴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积极培育中心镇的若干指导意见》。内容

包括实施全额返还镇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出让金

的80%以上留镇等财政扶持政策，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和耕地开发；县（市、区）一级驻镇派出机构

，由镇管理或以镇管理为主，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

理体制，赋予中心镇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建设管理等方面

的县级管理权限，等等。 4月底，浙江针对全省范围正式下

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

，首批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

原则，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涉及财政、

规费、资金扶持、土地、社会管理、户籍等10个方面。 文件

里的中心镇主要通过发展空间、区位条件、潜力和人口产业

基础等要素的综合对比，从全省1200多个乡镇中筛选而出。

此次，绍兴入围的乡镇有12个，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承担辐射、带动作用是考量的重要因素。 

然而，相对于省政府的文件，提前执行的绍兴本地出台的培

育意见给予这些乡镇的职权更大，也更好地结合了当地发展"

特殊性". 因地制宜，个性化发展。扩权在这样的基调下循序

展开，乡镇突围也由此增添了几分"绍兴特色". 会稽山下的"副

城建设" 在当地人看来，绍兴南部山区-平水、王坛、稽东这3

个乡镇因为平水镇入围"新型城镇"而引发"副城建设"的发展思

路绝非偶然。 这个《史记》中描述为"古有三圣兼其二"的地

方自古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平水、王坛、稽东三镇所

在的绍兴南部山区，至今更是留存着三位圣人的历史踪迹和

传说。然而，就是这个遍布三圣遗迹的地方，由于地理位置

偏僻，干部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经济实力迟迟上不

去。但就在平水镇入围新型城镇，也即列入省里的中心镇培

育名单后，"统筹发展"的辐射作用使得这种恒久未变的发展

困境开始出现了转机。 总投资1317万元的西湖桥农民公寓、

一期用地30亩的绍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院、三位一体综合楼

、容积率1.8的高山移民小区、平水副城客运中心⋯⋯镇党委

书记高新华所说的"2007年几件大事"正在一点一点地由规划变

为现实。而投资上亿的王化岭隧道、投资3000多万的平水镇

到王坛镇道路建设等未来5年全社会投入超过100亿的规划，

对于一个在绍兴县处于中下发展水平的乡镇来说，过去是想

也不敢想的事。 同样感受这种变化的，还有平水镇王化村村

民宋兴隆。村子一天天旧貌换新颜，宋兴隆发觉自己身上的

荷包也在"一点一点地鼓起来"."明年村里不少人还准备到镇上

去办家庭手工业，这叫异地物业。"宋兴隆颇为自豪地说。 作

为新成立的副城管委会推出的一项发展举措，异地建物业用



房已成为帮穷村"造血"的助推器。根据该思路，将着力扶持

南部三镇的几十个贫困村，在平水副城集中异地建造村级物

业用房。物业用房由副城建管委统一规划代建，然后返还给

各村自行对外租赁。 王化村每年的村级集体收入只有10万元

左右，而今，村里根据自身实力在平水副城筹划建设物业用

房2500平方米。"按目前每平方米每年50元的行情算，2500平

方米物业用房每年将为村里增加12万元左右的收入。"宋兴隆

说。 "3年后，三镇所有村的每年村级集体经常性收入都将达

到10万元以上。"高新华的踌躇满志让人不得不关注起他的另

外一个身份：平水副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5月，浙江省

中心镇培育工程名单公布，"穷则思变"的平水人随即开始在

如何破解若干重大问题上寻找出路、寻求答案。考虑到南部

山区与县里其他乡镇的差距，统筹三镇发展的平水副城建设

管理委员会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 "副城建管委成立后，主要

做五件事，就是通过对几个乡镇的整体规划统筹、经济社会

的统筹、要素资源的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生态环境

保护的统筹等五个方面来引领平水、王坛、稽东乃至整个南

部山区的发展。"高新华说。现在，副城建管委通过省级规划

设计机构的规划，在这3个乡镇范围内确定了高新产业集聚区

、生态休闲居住区、商贸旅游配套区、城郊农业示范区的"四

区"定位。按照这个定位，地处绍兴水源上游的王坛镇、稽东

镇，不再引进任何对环境存在影响的工业项目。 "一开始我们

确实担忧这样会削弱两个镇的发展，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发

展更快了：移民下山工程使得很多人开始跑到平水来就业了

；而异地物业项目也将使两个乡镇过去集体收入薄弱的行政

村，可以一跃全部实现10万元以上。" 高新华介绍，建管委采



取"充分授权、分级管理、滚动开发"的运作机制，人员从三

镇分别抽调。其中，此前县里委托平水的新型城镇管理职权

及涉及平水的新型城镇财政、土地出让金等扶持政策，都交

由副城建管委直接履行。 与此同时，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

是，三镇副镇级领导干部及副镇级以下干部的任免，都由平

水副城党工委为主会同县委组织部共同调配。在三镇层级相

同的行政体制下，这一举动无疑让许多人"难以理解"，而统

筹中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政策上的调整，究竟是统

筹还是兼并？ "只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让百姓消除这样的

疑虑。"高新华认为。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王坛、稽东镇干部的

认同。"集中建移民小区，再以成本价卖给高山农民，可以从

根本上转变他们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王坛镇镇长孙建焕坦

言。 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来自王化岭隧道。一旦隧道打通，三

镇将环绕成线，届时，大山里的农民将再也不用为出行而困

扰。村村通公交、饮用水工程⋯⋯均惠及所有村民。 "今年是

我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年。"当汽车经过一片还在建设中的

农民公寓时，高新华说，"今年初开始，我们这里停止了一户

一家宅基地建房的审批，住房紧张的可申请住进农民公寓去

，这样才有足够的土地适应副城的建设。明年从杭州过来，

可以直接坐车到平水。你们会发现这里越来越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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