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村口镇位于遂昌县西南部，自然风景优美，是乌溪江之源，离县城50公里，
全镇总面积165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总人口9350人。王村口是一个
红色小镇，1935年1月，刘英、粟裕将军带领红军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
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给王村口镇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和战斗故事。
同时，它是又一个商埠古镇，自清代康熙（1662-1722）年之后，人烟稠密，贸易兴
盛，成为竹木柴炭的集运埠头，各种山里土货从这里装船外运，一路直达杭州，是
遂昌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先后被授予“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省级卫生乡镇”等荣誉称号。 



精准发力 
坚持以“五度”为引领抓实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壹 



壹 拓宽广度，项目规划设计先行。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非常关心关注红色古镇的建设和发展。 

领导关怀 

市政协副主席陈景飞 县委书记毛建国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顾奕滨 县委常委孙培莲 

县委副书记、县长沈世山 



省级风情小镇
建设规划 

桥东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规划 

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规划 小城镇综合整

治规划 

将小城镇综合整治规划、省级风情小镇建设规划、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规划和桥东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规划四规合一、并将省级风情小镇建设规划作为 去引领全镇发展，使之

成为 的战略性规划。 



坚持 ，提早委托
规划设计，为项目前期解绑，确保能顺利推进项目落地和施工建设。 

浙江大学、浙江惠川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家团参与我镇整改项目规划 

省建工集团专家团队参与我镇PPP项目规划 



立足古镇实际，把停车场、主入口公园、浙西南干部培训学院等作为
重点。充分考虑红色古镇长远发展需要，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创建
打下坚实的基础。 

浙西南干部培训学校效果图 

林业站停车场实景图 

镇入口公园实景图 



贰 增加亮度，组团作战创新机制。 

我镇将项目竞赛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主要抓手，制定出台项目作战时序图和组团作战方案，
组建8个工作组并肩作战。 



实行组长全权负责制，责任细化到人、明确任务时限，充分发挥
和调动全体干部的 和 。 



要求： 

做到： 

截止12月底，通过组团作战机制成功化解

起项目建设纠纷，协调 个项目建设难
题，为整治项目的推进和攻坚注入强大动力。 



红色资源是王村口镇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是红色风情
打造的最佳途经。 

叁 彰显美度，倾力打造红色风情。 



相继实施了浙西南干部培训学院改
建，师部旧址修复；全力推进红军
万岁、隐形五角星、古镇记忆墙、
红色绘画标识等红色元素项目，以
打造具有历史感、革命感、厚重感
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不断延伸红
色产业链。截止目前，共完成各类

项目投资 余万元。 

红色整治项目 



启动文旅街区复原项目，对集镇所有现代建筑进行了外
立面仿古改造，初步重现了古镇蓬勃商机，进一步恢复了
古镇风貌。 

外立面仿古改造 





肆 挖掘深度，环境整治注重长效。 

集镇因特殊地形地理，

大部分建筑均临河，

街道狭窄，长期形成

的集日文化严重影响

交通通行以及占道经

营比较严重。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 整改后 



充分发挥执法、市场监督等部门站所的作用，突出问题导向，以每日巡查，点位

销号的长效机制强势推进，梳理待整治问题，建立“古镇整治问题库”。 

结合四个平台建设 

三改 
一拆 

六边 
三化 
三美 

以住村包干、联系包干和属地包干机制将责任进行分解，确保整治工作扎实

有效推进。 

责任分解 



共出动大、小机械350台次 

发动部门、镇村干部等共计2500余人次 

整治乱堆放580余处 

清理“牛皮癣”260余处 

拆除旱厕、棚屋3800余平方米 

完成赤膊墙改造9000平方米 

截止2017年12月底 



伍 展现力度，务实肯干锻造铁军。 

“两委”党员干部在政策处

理、氛围营造、以身作则等

方面作用发挥充分。 

镇全体干部有激情、敢

担当、能负重，踏踏实

实、勤勤恳恳、老老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一

个个项目在推进。 

村“两委”党员干部共参

与整治项目建设达1800
余人次。 

红色铁军精神 



实效见证 
以红色小镇的美丽“蝶变”来检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成效。 

贰 



扮美扮靓城乡，就是要激活美丽经济，带来美好生活，让美丽环境成
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源头活水。不经意间，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和充
满古镇风情的红色小镇已逐渐显露出来。 



一幅美丽古镇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壹 环境更加美丽 

沿河段整治前 沿河段整治后 



桥东路整治前 

月光山路整治前 

桥东路整治后 

月光山路整治后 



解放桥头整治前 解放桥头整治后 

沿河段整治前 沿河段整治后 



主入口整治前 主入口整治后 

王村口桥头整治前 王村口桥头整治后 



贰 产业更加明晰 



借鉴井冈山培训模式，我们建成了浙西南首个融传授与体验为一体

的 ，自6月份运营以来，已先后接待各类培训
班90余班次，人数超过9000人。 



叁 生活更加美好 



造型别致的绿化景观和村
民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充满
新农村的时代气息。 



       我镇将全速推进浙西南干部培训学院和集镇农贸市场等一批PPP项目全面开工，全

面深化实施文旅街区复原等风情打造项目，为创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夯实硬件基础。努

力将王村口镇打造成集教育培训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党建示范基地为一体的浙西南红

色旅游风情小镇。 

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