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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一辆公共自行车，沿着宽敞的塘
下大道骑行，一路川流不息，路旁高楼
林立。停下车，到与市区一卡通用的图
书馆借本书，去电影院看部同步上映的
影片，去城市游乐园买张通票玩转每个
项目⋯⋯在塘下，你可以这样度过一
天。近年来，塘下的小城市轮廓日益凸
显，承载起塘下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是塘下镇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
工作取得的成效。自 2010 年塘下镇被
省政府列为第一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以来,塘下镇通过抓经济、抓城市建设、
抓民生事业，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将“强
镇”变“小城”的愿景切切实实照进老百
姓的生活中。

在小城市培育的道路上，塘下镇从
嘤嘤学语到大步前行。5年里，塘下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城
市的成长印记。

从“强镇”到“小城”，塘下这5年发生了哪些嬗变？

塘下：让小城市梦想照进现实

一砖一瓦筑起新城，城市“身躯”更强壮

当前，不少乡镇遭遇“成长的烦

恼”，经济虽快速崛起，但在环境等

方面却受到管理权限的束缚，出现

‘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借小城市培

育试点的契机，塘下镇通过扩大经

济社会管理权，下放行政审批权、执

法权等管理权限，破解发展束缚，深

入贯彻“便民、利民”理念，让“城市

味”得到尽情释放。

“不出镇就把证照办好了，真便

捷！”在塘下镇公共服务中心里，没

几分钟，张先生就成功办理了工商

营业执照。

“住建项目从前期选址到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往得跑好

多趟，事权下放后，随时可到中心审

批窗口咨询，效率提高不少。”前来

咨询住建项目的韩先生说。

在该中心的大厅里，如此的赞

叹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塘下镇公

共服务中心为民服务精神的体现。

塘下镇公共服务中心于 2011

年9月30日正式挂牌成立，内设72

个对外办事窗口，进驻单位 27 家，

是一个集行政审批、资源交易、公共

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服务

平台。2014年4月30日，瑞安市政

府围绕小城市培育试点改革，强化

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服

务三大职能，向塘下镇下放事权，总

计 58 项，涉及发改、住建、国土、公

安、卫生等 15 个职能部门有关税

收、市场监管、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事

项。基建审批权限以发改局为龙头

配套下放，做到市镇“同权审批”；企

业类审批以工商为龙头同步下放，

做到多证联办；以公共卫生、户籍为

重点，下放公共服务职能，做到就近

便民。2014 年全年办理审批服务

8.96万件，日均办件量达380件，居

温州镇级审批平台第一位。

今年，塘下镇将更多的服务便

利带到市民身边，实现“群众办事不

出镇”：6 月起，原需到市公安局办

理的出国护照及港澳台通行证可在

塘下派出所就近办理。8 月起，原

需到瑞安车管所办理的车辆年审可

在塘下交警中队办理。

另外，塘下镇还主动为塘下人

民送上就业服务。今年 3 月，塘下

镇举办首届大型公益招聘会，47家

企业在政府的牵头下，抛出2000多

个岗位“绣球”，吸引了3000多名求

职者，近 200 人在现场达成应聘意

向。

由“镇”变“城”，由“农民”变“市

民”，塘下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家门口

的城市设施逐渐完善，城市功能愈发

健全。的确，走进如今的塘下，一幅

现代小城市的动感画卷扑面而来：名

品商业街上，林立的时装店光彩夺

目；市图书馆塘下分馆里，读者沉浸

在书卷气息中；大街上，橙色的公共

自行车成为亮丽风景线；街头巷尾，

千余只全球眼守护着镇区平安……

道路和交通撑起一座城市的脊

梁与脉络。5年里，塘下新建起不少

道路与交通线路，拉大城市框架，一

幅大气壮观的城市图景徐徐打开。

2013年5月，国泰路104国道西

段正式开通，真正打开国际汽摩配产

业基地西片的交通瓶颈。如今，国泰

路连接塘下大道段已打通，并不断往

104国道延伸，塘下人的出行“网”越

织越密。

去年6月，罗山大道中南段、双

桥段顺利完工通车，连接了 104 国

道、G15沈海高速公路、塘下大道等

主干道，为沿线企业和村民送去便

利的交通。“罗山大道开通后，从公

司到高速入口不到 10 分钟车程。”

温州向东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

林巧荣深有体会。该公司位于霞林

村，以往从公司到高速口要绕大圈，

罗山大道通车后不仅交通方便了，

一路上美观的绿化也让客商对企业

的印象“加分”不少。

公交系统是对道路工程的延伸，

从而实现“村到城”的无缝衔接。

2012年12月，市区到塘下101路公

交线路开通，塘下人只需花费2元，就

能从塘下到市区；2014年，镇内公交

205路和206路相继开通，逐步消除

镇内公交覆盖“盲点”。徐象旺是八

水村村民，206路公交车的开通对他

来说，是个大好消息。“以往八水村没

有公交车，去塘下中心片区坐三轮车

得花费二三十元。如今，公交开进

村，2块钱就能将村民带出村，切实解

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徐象旺说。

民间、政府“两腿”齐走，城市“脚步”更矫健
工地上，工人正忙着施工，塘下

城市综合体的“样貌”在一砖一瓦中

呼之欲出。目前，城市综合体的住

宅部分已结顶，预计 2017 年可完

工。据介绍，塘下城市综合体为集

商业金融办公、行政办公、市民休

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广场。计划投资约12亿元，总占地

面积近 9 万平方米，其中 60%为商

业建筑，40%为住宅。届时，我市首

个城市综合体将在塘下中心区落成

开放，成为塘下的坐标性建筑。

今年 4 月，该综合体地块挂牌

出让拍出2.05亿元高价，这给了初

次回乡投资的官渎村民戴文华很大

的信心。该综合体项目是继他与官

渎村购物中心签订 3.7 亿元的投资

合作协议后，再次拍得的中心区商

业开发建设项目。一口气在中心区

投下两个大项目，戴文华信心满满，

“看中的就是小城市培育的内需潜

力，小城市发展，必然‘炒’热商贸

业，我可得把握好机会，分得其中一

杯羹。”戴文华说。

塘下城市综合体是瑞商回归的

重大项目，也是塘下开展“民资建

城”的缩影。近年来，塘下依托民间

资本优势，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建设

小城市，参与基础设施、公园绿地、

公共服务、商贸街区等重大设施建

设，4 年实现非国有投资超 300 亿

元，占全部投资比重近 90%。已建

成的塘下街心公园，中心区小学，在

建的包括“绿城玉园”、“国际名都”

等房地产项目，无不活跃着民资的

身影。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

和帮扶。近年来，塘下镇开展“百日

扶工大行动”、落实振兴实体经济

“1+18”政策等，奔赴现场，为企业

排忧解难。另外，全镇规划布局

100亩以上小微企业创业园5个，为

小微企业解决用地难题。

体制的活跃，也吸引大批金融

机构来到塘下。塘下镇经济发展办

公室负责人自豪地说：“工农中建四

大国有银行在塘下都设有营业网

点，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也纷至沓

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塘

下首家社区银行亮相金墅湾景园小

区，温州银行金墅湾景园社区支行

正式持牌营业。“出门走两分钟，不

用排长队，就能办理新储蓄卡，真方

便!”小区居民陈小姐说。

美化亮化换新颜，城市“容貌”更秀丽
如今，塘下镇的城市功能日趋

完善，但在塘下人看来，只有进一步

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品位，“城市味”

方能更浓。

公园里，大片植物簇拥，游客沉

醉绿色海洋；街道上，绿化点缀着沿

路两侧，为车水马龙注入勃勃生机；

塘河边，清澈的河水倒影出树木的

婀娜倩影……这是塘下启动小城市

培育试点后的一连串“绿色”组图。

近日，市民王先生随手拍下景

阳河在落日下的美景，发布到网上

后，引来不少市民称赞。然而，两年

前，这还是一条“垃圾河”。这是塘

下五水共治取得的实效。

2014年，塘下镇吹响五水共治

号角，制定落实镇、办事处、村三级

河长责任制，建立河长微信群，实时

治理和实时监督“两河”（黑臭河和

垃圾河），同时，实施“河上、岸上”联

动治理，多次开展打击污染源的“雷

霆”行动。经整治，19条垃圾河，31

条黑臭河旧貌换新颜，塘下镇也因

显著的治水成绩荣获浙江省 2014

年度五水共治省级先进单位。

民间的护水力量也紧随其后。

塘下民间自发筹资千万元成立镇环

保协会，龙河沿岸的23位企业主出

资对自家工厂旁边的河道进行清

淤，霞林村企业主为生产设备添置

“环保衣”，鲍七村将河流分段让党

员“认领”……

河水清了，周边环境也得“靓”

起来。2012年，陈宅村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大规模拆除违章建筑10多

万平方米，建成文体公园，成为村民

茶余饭后好去处。2013年，景阳河

休闲绿带、沙河村滨河公园、山下河

滨水公园等 7 个滨水公园陆续完

成。

“没想到退休后还能住进高楼

大厦，享受城里人待遇。”官进村村

民宋阿婆笑着说。一幢幢拔地而起

的高楼大厦亦是塘下镇小城市培育

成效的见证，宋阿婆对此感受真

切。2012年，宋阿婆和老伴通过安

置留地的置换，分到一套位于“国际

名都”的150平方米的商品房。

“国际名都”只是其中之一，目

前，塘下镇新建、在建的“绿城玉

园”、“天瑞晶品”等一批高端住宅项

目，也一起见证了塘下人的居住品

质。另外，全民健身中心、中心公

园、五星级宾馆等项目有序推进，中

心区“城市客厅”初具形象。

小马拉得动大车，城市“性格”更亲民 建成塘下大道、罗山大道、罗梅公路等27条重点道路工程，新增

城市道路47公里；新增市级公交线路2条，镇级公交线路2条，建成

公交自行车服务点43个。目前，塘下在运行的公交车有7条线路，

共计75辆车，全镇公交车站点覆盖率70%。

新建成学校2所，省级幼儿园1所，改扩建学校8所，图书馆1所，

农家书屋24座，塘下人民医院千人医疗床位数达到1.4张，比2010

年提高一倍；新增压缩式垃圾中转站10处，垃圾收集率达100%，新

铺设截污纳管45公里，污水日收集量达2万吨。安全饮用水供应能力

达10万吨/天，饮用水供水水质达标率为100%；大型商场面积从7.2万

平方米增加到28万平方米。

截至2014年，塘下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翻两番”，达到109.5
亿元；GDP突破14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到13%；财政总收入迈

上20亿元台阶，由14亿元增长至22.6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479

元，增幅超过50%；工业功能区面积新增6.2平方公里，扩大近一倍；全

镇企业数达到70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300 多家；工业总产值

364.8亿元，增长21.6%。金融机构从7家增加到16家。

2014年，塘下镇投入治水资金4900多万元，疏浚河道56公

里，治理完成垃圾河19条，黑臭河31条，建成滨水公园7个，拆除

沿河违章17万多平方米。

累计拆除违章建筑322万平方米，启动低效用地二次开发16

宗382亩，建成投用绿化项目42个，新增城市绿地11万平方米，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13.7%。

2014年全年办理审批服务8.96万件，日均办件量达380件，

建成农村文化礼堂8处，养老照料服务中心31处，建成村级体育健

身点 84 处，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5 处，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

97.8%，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达87.8%。

这是塘下镇在培育小城市进程中

的成长记录。在这里，物质富裕、精神

富有的发展愿景正加速实现；在这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更多农民所共享；

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新塘下人感叹：我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处舒适的住所、

一个有归属感的社交环境，这就是我的

城市我的家。

2016 年，塘下在培育小城市的道路

上，继续笃定前行。

[数据亮出来]

退 休 干 部 戴 云 飞 ：这 几 年 镇 里

的 变 化 很 大 ，尤 其 交 通 方 面 。 我 住

官 渎 村 ，出 门 走 几 步 就 能 看 到 公 交

车站，想去塘下哪里，即便没有直达

的，通过公交转车都能到达，十分便

利 。 如 今 ，塘 下 还 有 图 书 馆 、游 乐

园、健身中心等，一大批项目也在有

序 建 设 中 ，塘 下 的 城 市 面 貌 越 来 越

清晰了！

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
主任赵晓光：近年来，“瑞明”发展迅

速，离不开政府的帮扶，尤其在技术

改 造 方 面 。 近 5 年 来 ，公 司 深 入 贯

彻政府指导理念，实现“机器换人”，

生产效率全面提升，从 2010 年起，累

计 技 改 投 入 超 5 亿 元 ，实 现 销 售 收

入同比增长 186%。龙头骨干企业是

构 筑 城 市 完 整 产 业 链 的 核 心 ，希 望

我们能引领带动塘下中小企业集聚

发展。

海西村新塘下人李世星：在塘下

30 多年了，塘下这几年的发展日新月

异，我看在眼里。就说我们村吧，以

前垃圾成堆，出门得绕道走，现在开

门就能看见好风景。最大的变化要

数 环 境 的 改 善 。 河 水 清 了 ，环 境 美

了，我们这些新塘下人住下就不想走

了，把它当成第二故乡了。

赵宅村村民赵月华：我家住名品

商业街附近，平时饭后爱去楼下逛逛

街或去附近公园里跳跳广场舞。和

从前大不同的是，塘下人的生活不再

是“天黑就睡觉”，如今，我们的“夜生

活”和城里人一样丰富呢！

[塘下人有话说]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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