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房子改造成民宿，食材可以在
村里买，蔬菜都特别新鲜。”每逢休息
日，四合院式的悠扬民宿人声鼎沸，民
宿老板是天台县南屏乡新乡贤杨兵妹，
眼看着杭台高铁开通，今后的生意只会
越来越红火。

群山之间，满目黄茶，这是村民增
收的“金叶”；千年古道，踏古而新，让风
景变为“钱景”⋯⋯

南屏乡探索山乡奔富新模式，围绕
“一心两翼三区”，坚持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走好乡村共富四条路，全力推
动产业发展开新局、乡村振兴见成效、
民生福祉提品质、基层治理上台阶，描
绘新时代共同富裕标杆县南屏图景。

项目引领 推动乡村共富

春暖花开之际，南屏乡处处美不胜
收。作为当地文旅发展的核心村，省
3A 级景区村庄——前杨村，一年来又
有了巨变，以“集体出资、村民参股”方
式建设的游乐项目开业，依山傍水，体
验滑草场、蹦蹦床等游乐设施，给乡村
旅游增添趣味，待到年终村民还能拿上
分红。

接下来，前杨村还将迎来美丽蜕
变，清风长廊周边区块、停车场区块及
通村古道古街灯光互动项目不断推进，
让夜经济“点亮”古村，为“夜·南屏”开
发筑牢根基。

作为天台南部后花园，南屏乡是一
个拥有十里红枫、百年洋房、千年古村、
万亩梯田的典型田园乡镇，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如何凭借这些资源优势实现
高质量发展？答案是以项目建设为引
领，推动全乡高质量发展。

坚持文旅融合，整合深厚的文化底
蕴、优质的旅游产业资源，升级打造“一
村一韵”，补齐旅游季节性短板。依托
全域旅游，推进民宿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相继完成南黄古道大酒店、农副产
品展销一条街、前杨村秋拾民宿等项目
建设，持续拓展旅游产业链。依托梯田
绿道、南黄古道修复工程、古道连接线、
水系连通等项目建设，形成古道徒步健

身游精品线，最大化释放古道品牌效
应，提升景区品质。“在山上漫步古

道，山下沿溪流散步，我们搭好

基础设施，就打开了全域旅游发展新格
局。”南屏乡乡长余开说。

聚焦项目“双进”，乡村经济持续向
好。通过配备“项目管家”，实施专班专
人全程跟进、精准服务。陆续推出九龙
古寺禅养中心项目、南屏景区开发项
目、南山南休闲度假区等项目，依托基
层商会、新乡贤联谊会等平台，赴上海、
昆山、宁波等地招商，超额完成全年招
商任务。2021 年，全乡梳理旅游、交
通、农业等领域项目 50 个，项目投资总
额累计8417万元。

下阶段，南屏将优化营商环境，健全
重点招商项目领导联系、班子推进和全
程跟踪服务等制度，吸引更多城市资本
下乡、高端人才回乡。坚持以“乡政府”
为核心，打造“十分钟”办事圈。坚持以
拓景扩容为主线，走好“文旅带富”路，推
进南屏乡全域旅游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乡村有“数”赋能乡村治理
作为山区乡，南屏乡留守在家的也

是以老人居多。服务好山乡老人，尤其
是让这些老年人享受数字化生活便利，
当地党委政府深感使命在肩。

敏寮村近 60 岁的村民汤立义患有
白内障，视力差到半米之外不见物，完
全靠救济过日子。天台县红十字会和
南屏乡政府联合行动，通过“温暖有约”
志愿服务应用场景数字化平台接单，使
老人得到救治，重见光明。

数字生活已深入南屏乡方方面
面。前不久，南屏乡开展了以“我在南
屏有棵树，助力亚运添新绿”为主题的
义务植树活动，以“互联网+义务植树”
为载体，倡导群众践行低碳生活。“我们
在‘浙里种树’小程序上预约，带孩子一
起义务植树，为助力碳中和贡献一点力
量。”在前杨村南黄古道口的植树现场，
新乡贤、青年、巾帼志愿者等 600 余人
种下了1200余棵树。

乡村治理添“智慧”，服务水平提档
升级。依托“志愿浙江”“温暖有约”平
台和 14 家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群众点单
约服务、志愿者接单做服务”的方式，进
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打造幸福邻
里、善治为民的社会环境。先后开展安
全生产、禁毒、防诈骗、防溺水等平安宣
传，节假日为空巢老人、残障人士送温
暖 等 志 愿 服 务 300 余 次 ，服 务 村 民
2000 余人，用数字化改革实现文化礼
堂管理升级。

组建“南山表兄”同心调解团，探索
“面对面+键对键”调解新模式，推行
“新乡贤”矛盾纠纷和合调解机制，搭建
线上线下调解平台，有效提升矛盾纠纷
解决效率。全年成功在线调处各类纠
纷59起。

探索打造“枫跑团”便民服务2.0版
本，全面推广“浙里办”“企业码”“浙政
钉”等数字政务应用，实现“跑最优”“跑

最快”“跑最深”。2021 年，共为留守老
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办理新农合参保、
居保补缴、身后一件事等便民事项1965
件，零跑率88.2%，群众满意率100%。

红色“引擎”助推乡村建设
“这是月角山酒坊，我们所用的水

都来自南屏高山泉水，非常清澈，所以
酿出的酒也醇香绵甜⋯⋯”南屏乡永福
村党支部书记杨永发正通过抖音直播
带网友领略永福村的青山绿水、风土人
情。今年以来，南屏乡“红色村播”用

“线上卖风景”的形式，使游客足不出户
也能领略山乡美景。

南屏乡探索推行“党建+互联网+

村播”模式，排摸全乡专业人才，组织村
播培训，建立“村播能人”后备库，安排

“村播能人”定制课，打造会拍摄、会剪
辑、会直播、会带货的实战型“红色村播
团”。

让手机变为新农具，让直播变为新
农活。全乡实施产业促共富行动，打造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扩大特色农产品
种植规模，推广“党支部+农户+农企”
产业发展模式，以农特产品直播带货形
式，打响“南屏山宝”区域公用品牌。去
年，杨梅、黄茶、番薯粉面、生姜、够周猪
等特色农产品销售额超 400万元，带动
500余户农民增收。

党建引领，才能汇聚发展力量。深
化党建联盟建设，按照“一联盟一项目”，
压实工作责任，每月公示晾晒、挂榜推
进，促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如 6 个村
组成的莲花梯田党建联盟设计完成南屏
乡莲花梯田区块展览馆。南黄古道党建
联盟先后投资100万元提升4A级景区
农贸市场，实现 20 万元年收益；莲花梯
田党建联盟开发桃源种植基地 300 亩，
联建黄茶基地350亩，实现每年50万元
收益，带动3000余户农民增收。

与此同时，建立“导师结对 组团攻
坚”工作机制，以打造政治坚定、素质优
良、德才兼备、能担重任的基层干部队伍
为目标，组成了统筹、党建、村务、项目、
平安五类攻坚结对组，着力营造干事创
业氛围，不断增强乡村两级干部推动共
同富裕、引领乡村振兴的“领航”本领。

（图片由天台县南屏乡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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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上盘魅力上盘

共同富裕，浙江示范先行。2022
年，我省将迎来示范区建设一周年，其
也被定义为机制创新年、改革探索年、
成果展示年。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将临
海市上盘镇的共富蓝图徐徐展开，以项
目起步、以破难争先，幸福美好新家园
的图景跃然眼前。

在头门港站，义新欧班列“台州号”
满载着当地工业产品组货发出，助力

“台州智造”走向世界；在眼镜制造企
业，依托科技创新，谋划喷涂环节从

“油”到水的绿色变革；在田间，小小西
蓝花种植规模已达 3 万余亩，创造了过
亿元的年产值⋯⋯

当前，上盘聚焦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七条跑道”，全面贯彻科创首位、向海
图强、能级跃升、乡村振兴、生态提优、改
革突破、民生优享“七大战略”，全面打响

“项目破难百日攻坚战”，建设幸福美好
新家园，打造活力开放新港城，为高质
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镇而不懈奋斗。

项目为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经济是基础。重大项目
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年初，临海市
召开“百日破百难”攻坚行动动员大会，
吹响了新一年项目冲锋的号角。上盘
镇紧盯 8 个市级项目和 46 个镇级项
目，以破竹之势强势推进。目前，市级
项目7个已经完成，1个正常推进。

近日，随着最后一户村民在拆迁安
置协议书上签字，短朱北自然村 102 户

全 部 完 成 签 约 ，实 现 自 愿 签 约 率
100%，提前一个月完成协议签订，跑出
上盘项目建设“加速度”。

原来，短朱北自然村是台州万亩千
亿新材料产业园前期政策处理的主阵
地。上盘镇紧盯 3 月底前完成协议签
订的目标任务，前期就对该村情况进行
摸底，并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共 52 人，组
成 12 个攻坚小组，宣传补偿安置政策，
倾听群众呼声，疏导群众顾虑，实现了
顺利签约。

红脚岩片区正高标准谋划新的经
济增长极——新材料产业园，重点发展
以特种纤维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等为主
导产业的高端材料集群。上盘镇党委
书记金晓峰表示：要为建设新材料产业
园做好前期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助力
早日创成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

恢弘的开局之势，投射出的是该镇
“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和“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狠劲。搭平台、强服务、引项目、
聚产业⋯⋯2021 年，上盘镇 62 个项目
稳步推进，通过全面打造招商引资平
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6 家、省科技型
企业 11 家、科技合作项目 15 个，累计
完成工业性投入 16.3 亿元，同比增长
135.01%。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209.63
亿元；2021 年实现税收 11.82 亿元，同
比增长66.61%。

2022 年，上盘镇一以贯之坚持富
民强镇战略，做强机械、眼镜、西蓝花、
渔业等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数字化产业
园，大力推动工业振兴、特色农业跨越
式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民生为本
赋能城乡深度融合

从更长远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建
设美好社会，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上盘，随着项目稳步推进，民生
福祉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也不断
提升。得益于头门港经济开发区康居
工程的实施，582 户入住临港新城康居
小区，从岛民变居民。改变的不仅是身
份标签，更是幸福指数。周彩菊一家依
托港口，发展起了紫菜养殖行业，收入
翻了好几番，居住环境变美了，孙辈入

学名校，在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的医疗
资源。

从临港新城眺望，可以看到巨轮鸣
笛、钢臂交错的头门港区；车水马龙、
花木扶疏的北洋大道；山海对望，碧
波荡漾的白沙湾，一个个乡村新社区
崭露头角⋯⋯上盘镇正逐步缩小乡村
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让大家共享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累累硕果。

“四好农村路”越织越密，缩短了农
村通往城市的距离。随着老塘岸桥、沙
基岗头桥的加速推进，金港大道、下畔
至山建自然村等一批路灯亮化工程有
序开展，白沙岛、田岙岛陆岛等一批交
通码头项目大力推进，现代化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串起了村民的诗与远方。

聚焦“一老一小”，破解“急难愁
盼”，提升了乡村民生保障水平。在上
盘，老人点单，志愿者接单、上门服务、
打分评价的志愿服务闭环体系已成熟
运行；“村 1 号路没有路灯，影响老人出
行安全⋯⋯”家门口召开的“清风板凳
会”成了村民反映社情民意的主平台；而
上盘镇中心校教学楼改建、城山小学迁
建、镇中心幼儿园迁建等工程全面开展，
也让基础教育发展更为优质均衡。

百姓健身房遍地开花，促进了乡村
体育事业发展。金杏灯村拆除了砖窑
厂，联合附近两个村庄将废墟变公园，
荣获“浙江省体育休闲公园”称号，成为
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地。各村因地制

宜谋项目，形成强大合力，上盘镇创成
“浙江省体育特色乡镇”。

文化为魂
构建美好精神家园

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
袋。

近年来，上盘镇深耕文化项目，提
升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级别，
并充分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
展志愿活动，镇“青盈”宣讲团深入开展

“共同富裕”青年联学理论宣讲，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培养群众文化自信、提高
群众文化认同，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
生活新期待，构筑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
美好精神家园。

上盘作为“象棋之乡”，公园摆棋
摊，与民间高手“打擂”，已成为当地独
有的“文化现象”。自上世纪 80 年代
起，在王吕寿等乡贤助力下，象棋教育
在上盘镇生根发芽。近年来，该镇深入
挖掘象棋文化，并走进校园，形成了幼
儿抓基础、小学出成绩、棋院出尖子的
梯队培养模式。上盘镇中心校成为浙
江省女子象棋训练基地，获得首批全国
象棋特色学校称号。

枝繁叶茂的不仅仅是“棋文化”，还
有另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盘花
鼓。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演唱艺人受
安徽凤阳花鼓的启发，创作了二人舞《上
盘花鼓》，并编写10多个传统曲目。

近年来，上盘镇在王氏民居修缮了
上盘花鼓传习所，设有上盘花鼓历史展
示中心、花鼓培训教室、老艺人工作室、
实习基地等。通过展示、体验等多种形
式，让村民了解和感受这一传统文化魅
力，吸引更多人加入。

立足文化这一重要支点，上盘镇大
力推进白沙保卫战革命烈士教育基地
项目，让那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沧
桑岁月闻名于世，并创造性地开展以

“白沙山保卫战”为重要内容的党史学
习教育和党建品牌建设，重修“白沙山
保卫战”革命烈士教育基地，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图片由临海市上盘镇提供）

天台南屏天台南屏：：同心描绘山乡共富新愿景同心描绘山乡共富新愿景
杨杨 群群 金依橙金依橙

南屏乡梯田 吴俊华 摄

南屏乡前杨村

上盘镇已构建立体化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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