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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东湖街道横塘社区，原是县城临

平近郊的一个村。

这里历来以栽稻养鱼种络麻为主，曾经

是远近有名的临平紫皮甘蔗的主产地，也曾

是古时临平湖藕花洲的一部分。

1994 年，余杭经济开发区在这里启动。

历经 20 多年的开发建设，土地已被全部征

用。

但是，随着开发区的发展，横塘却成了典

型的“城中村”，集外来人口多、环境卫生差、

人员身份复杂、社会治安难控于一身。外来

人口高峰时曾经超过了 2 万，是当地原住民

的十倍之多。目前，在横塘租房居住的在册

外来人口仍有 13000 多人。外来人口是候

鸟，每年春节一过，这里便开始热闹起来，一

到年脚边，他们又纷纷回老家过春节去了。

年年迎客又年年送客，横塘人既盼他们来，又

怕他们来。盼他们来，是因为家家户户能有

一笔可观的房租收入，怕他们来是因为这一

两万多人住进来，负面的情况实在太多。

说起外来人口集聚地的“城中村”现象，

社区党总支书记胡建锋的看法是，这是经济

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横塘只是一个缩影而

已。

人口密度过大，环境和基础设施超负荷

运转。原本一两千人的地方，住进了一两万

人，拥挤不堪不说，原有的电力设施、污水管

道、消防设备等都处于超负荷状态，特别是电

力输送和污水排放，极易发生火灾和污染事

故。

外来人口中，大多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下班之后又去马路边

摆摊。跟风的多了，就渐渐形成了自发的马

路市场。结果是交通拥堵、环境喧闹、垃圾满

地，不仅给开发区形象带来了损害，也给附近

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有的还要在出租房

内加工食品，又给租住地加重了环境污染。

2016 年初，为迎接杭州峰会，横塘开始

了综合环境专项整治“大会战”。“大会战”旨

在实现社区环境的洁化、序化、亮化、绿化、美

化，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舒适感、安全感、幸

福感，建设蓝天白云，美丽新横塘。

专项整治先拿违法违章建筑开刀，只要

是未经批准的超面积房屋，无论是辅房，还是

违章搭建的彩钢棚；也无论是低小散差企业

或家庭作坊的临时建筑，还是有碍观瞻的不

雅建筑，都列入了整治范围。经过不间断的

艰难推进，该拆的拆了，须整改的整改了，最

终实现了“无违建”目标。

与此同时，开展了对流动人口、出租房和

无证食品经营场所的专项整治。全面摸清辖

区流动人口、出租房底数及各类安全隐患后，

该整改的整改，该清理查封的清理查封。还

通过排查，对辖区内的无证经营场所，分别作

出了补证、整改、关停等处理。

清除陈年垃圾，清沟理渠治理水环境。

按照源头治理、水岸同治、标本兼治的整治要

求，重点做好雨污分流、截污纳管、清淤疏浚、

生态修复、河岸整治、长效保洁、排污口封堵

等治理措施，改善了辖区的水环境。

在横塘的干部们看来，环境整治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发展。为了壮大集体经济，为

了广大群众的幸福生活，十多年来，他们真可

谓是绞尽脑汁。

这里的土地征用早，那时没有“村级留用

地”一说。留用地，是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

地的同时，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

安排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

产的建设用地。留用地的使用权及其收益全

部归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可等到这个政

策一出，横塘的土地已被全部征用了。

开发区这边，体制调整变化多，领导变动

也频繁。一些事情刚有点眉目，有关领导就

调动了。

横塘的干部们为了集体利益，为了群众

福祉，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就怕事情办

不成。

后来，他们一改以往只找分管领导的办

法，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同时找；街道领导、管

委会领导分别找。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第一期 10 亩“村级留用地”终于得到落

实。眼下，14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项目已经

封顶，建成后每年能为集体增收几百万元。

另 30 亩也将逐步落实到位，届时，社区的实

力将大大增强。

马路市场取缔后，根据需求，社区投资

1500 万元，建设了一个 4800 多平方米的农

贸市场。既解决了环境卫生，保证了商品质

量，还每年增加集体收入 100 余万元。社区

有一幢小产权房，通过规范管理，每年的租金

收入也有100余万元。

原世贸布艺城改造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2008年以来，产权几经易主，方案反复修改，

建设单位也换了又换。社区发扬钉子精神，

不管你怎么变、怎么换，坚持随时跟踪，紧抓

不放，做到要求不变，每年的兑现不变。

已拆除部分的房租，按时兑付，且年年递

增。目前，已增加到了每年 125 万元。置换

的经营用房有6500平方米，将每年为集体增

加一笔可观的收入。早拿到，早得益。所以，

他们不只单纯问业主催要，而是力所能及地

帮助做联络协调工作，以促成项目加快建设，

早日交付使用。

2008 年以来，社区每年拿出 100 万元给

居民股东分红。在留用地块上建标准厂房需

要大笔资金，经社区干部和居民股东代表提

议，大家自愿放弃年终分红，把资金投入到建

设中去。

俗话说，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横塘百姓对社区领导班子的信任，就是

因为干部们事事为集体，处处为百姓，还非常

注重细节。

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心中

的那杆秤，准得很。

这些年来，横塘不仅做到了社区财务定

时全部公开，接受每位居民的监督，而且各项

重大决策，财务制度的修订，都要反复讨论，

并经居民代表表决通过。胡建锋说：“我们社

区的群众在钱的问题上，对我们很放心，因为

我们从不乱花集体的一分钱。即使是工作往

来必须开支的，也要千方百计地节约，做到能

省则省。”

开发区，是“东部崛起”战略中的重中之

重。横塘社区处在开发区与临平城区的结合

部，他们在统筹推进“三个全域”建设中的定

位是，通过全新打造，成为开发区核心区的样

板与亮点。

经过不懈努力，乱搭乱建不见了，胡乱设

摊消失了，河沟池塘干净了，但归根结底还是

治标不治本，“城中村”终究还是“城中村”。

与漂亮的马路、现代化的工厂相邻，显得非常

不协调。对广大居民来说，外围环境再美，房

屋还是一二十年前的状态，结构不合理，装

修、家具也早已过时，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中，

再怎么也谈不上舒适。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摘掉“城

中村”的帽子，让广大群众住得舒心，真正

过上现代化的幸福生活，社区通过外出学习

调研和内部征求意见，拿出了一个拆、建、

管的新思路。这就是，拆要统一，建要重规

划上档次。建成以后的管理，要用集体的智

慧，股份合作社的力量，并建立专业的队

伍。

可喜的是，这个新思路已得到方方面面

的认可与支持。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前行的动力，来自明确的方向，来自心中

的责任。

横塘的美好明天，值得期待！

横塘的脚步横塘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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