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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坊赋能
打造农民致富新平台

8 月 14 日一大早，田市镇水阁村
“来料加工坊”二楼就已传来缝纫机的
嗡嗡声。不过一会儿，村民范秀央便完
成了一件反光背心的制作。她说：“在
这里做工，每天能赚 100 多元，吃住都
在家里，十分方便。”

水阁村富余劳动力有 500多人，但
以老人和妇女为主，普遍没有固定的收
入来源。今年以来，水阁村建立“财助
共富”党建联盟，通过组织建设联抓、党
员干部联动、发展项目联推等举措，依
托村农业产业服务中心打造2520平方
米的“来料加工坊”，把一些劳动密集型
的产业链、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

推动来料加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工坊盘活了村里富余的劳动力，
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人均增收
2 万元至 7 万元，连周边村的村民也有
很多来我们村做工的。”水阁村党委书
记吴焕连说。

在工坊建设初期，吴焕连与村两委
干部多次前往义乌来料加工中心，为村
里对接加工订单。随着加入的村民越
来越多，工坊也步入专业化，不仅与浙
江龙威集团、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三杰工艺品有限公司等龙头企
业取得订单合作，还在工坊内设立了织
布鸟车间、胶印车间等，聘请企业专业
技术人员担任经纪人，帮助村民规范操
作，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

眼下，水阁村作为仙居县共同富裕

试点村，在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引领下，
已辐射带动田市全镇 23 个村 1000 多
名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

在仙居，像水阁村这样的“来料加
工式”工坊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仙居正以乡镇工坊服务中心为核心、村
级工坊为单元，串点成线打造“专线”，
形成 10 分钟来料加工圈。“由区域工坊
服务中心对来料订单进行统筹安排，村
民就近领取来料，实现家门口灵活就
业。目前全县已打造乡镇工坊服务中
心 20 个、专线 210 条。”仙居县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产业为基
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

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是为了把产
业链布局到农村，为村民提供便利的赚
钱渠道，更要挖掘农村现有的资源，培
养特色产业，把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带到
农村。走在朱溪镇杨丰山的梯田上，村
民正忙着修整田坎、除杂草、放水，做好
水稻田间管理，放眼望去，处处都有村
民忙碌的身影。而在几个月前，这一带

还是无人打理的荒田。
这样的变化，源于一次“大动作”：

为化解山区村“有田没人种、有货卖不
出”的资源不对等现象，朱溪镇成立了
阳澹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邀请君业药
业、赛宁生物、朱溪镇乡贤联谊会等8家
单位参股筹建，招引杭州趣村游文旅集
团技术入股，充分整合企业资金、技术、
市场等优势资源，建立了 2300 余亩的
浙东南最大的工坊——红企联村“千亩
共富坊”，推动发展杨丰山稻米产业。

“通过前期摸排调研，统计出各村
共有闲置可种植水稻土地面积达 1209
亩，现在已经全部种上了水稻。”杨丰山
村党总支书记周方平一说到这个就笑
得合不拢嘴。

追溯“千亩共富坊”模式的源头，杨
丰山片区党建联盟出了大力气。去年，
朱溪镇牵头整合杨丰山村周边 11 个村
子的农产品资源，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结
成“红色联盟”，串联起一个整体的发展
集群，凝聚杨丰山片区发展合力。预计
常态化运行后，将为朱溪镇增加“家门
口”就业岗位 200 多个，大米产量增加
36万斤，增收450多万元。

而在拥有全县最多“淘宝村”的下
各镇，“电商直播式”工坊是其最大的特
色。下各镇搭建“新农人工坊”平台，通
过开设摄影实操、电商直播、市场营销
等课程，为创业电商户提供扶持；定制
培训套餐，把年轻的农村党员培养成

“红色村播”“带货书记”。目前，已开展
特色水果直播带货实操培训 21 场次，
培训“新农人”480余人次。

农旅融合
升级乡村创业新业态

农旅融合是乡村产业融合的重要
路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

口。仙居立足乡村特色资源，以区域党
建联盟为纽带，推动打造“农旅融合式”
工坊，开发文化创意、休闲观光、乡村民
宿等新业态，辐射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7 月下旬，淡竹乡大源村云淡淡天
蓝蓝民宿举办首次草坪音乐节，活动环
节不仅有露天电影和黑胶音乐会，还设
置了 11 个农特产品产销摊位，为周边
村民带货蜂蜜、笋干、番薯等农产品。

“这次音乐节非常成功，不仅打出了民
宿的知名度，还向游客推销了当地的特
色产品，一晚上卖出 3000 多元。”大源
村党总支书记俞日柱说。

对于大源村而言，云淡淡天蓝蓝不
仅仅是家民宿，更是一间带领村民致富
的工坊。今年 3 月，该民宿与 6 户低收
入农户结对，吸收其抱团资金 18 万
元。“低收入农户通过‘共富贷’获得免
息贷款，投入到我们民宿的改造升级
中，这相当于入股民宿，年底可以拿到
1000 多元的分红。”云淡淡天蓝蓝民宿
工坊负责人赵鑫鑫说。

该民宿工坊通过雇佣当地赋闲在
家村民、租用村集体和村民房屋、“共富
贷”入股等方式，实现了村集体、民宿、
周边村民的“三方致富”。目前，为村民
提供了 12 个工作岗位，每人每月可增
收 3000 多元，仅亲子乐园施工的 2 个
月，就为周边村民发放了 20 万元务工
报酬。

依托神仙居景区和区位优势，仙居
县委组织部统筹部署安排，全力打造各
类“农旅融合式”工坊，通过凝聚组织力
量、建立强村公司、制定行业规范、共享
客流客源等方式，促进民宿产业提档升
级。

在仙居，工坊已成为区域党建联盟
在当地的“落脚点”，有效链接企业与农
村、产业与农民，深度整合党组织、企
业、农户三方力量，成为先行探路“未来
乡村”共富新模式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下阶段，仙居将持续深化强村富民乡村
集成改革，推动工坊“输血”向区域“造
血”、全域“活血”转变，持续放大帮扶效
应，真正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富
裕新动力”。

（图片由仙居县委组织部提供）

产业留在村 就业送到户

仙居：村庄里的“小工坊”探索富民兴业新路子
罗亚妮 郑安妮

产业留在村 就业送到户

仙居：村庄里的“小工坊”探索富民兴业新路子
罗亚妮 郑安妮

推动共同富裕，“城乡居民收入”是关键指标之一。如何加快突破城乡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作为山区26县之一的仙居，

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山区高质量发展、“扩中提低、村民增收”等目标，

创新思维、先行先试，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做法。

今年以来，台州市仙居县依托全域党建联盟，深化村企党组织结对

共建，构建党组织领着跑、村两委携着干、党员带着做、群众跟着富的共

富新模式，有效推进县内外企业生产需求与乡村资源要素精准对接，以

建设各类“共富工坊”为抓手，实现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

人，综合赋能农民近距离、新模式、多渠道就业增收，点燃乡村共富新

“引擎”。

目前，全县已建成“农旅融合式”“产业赋能式”“品牌带动式”“电商直

播式”“来料加工式”等各具特色的“共富工坊”145 家，20 个乡镇街道、76

个县级职能部门、118 家金融企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入盟联村到坊，超额实

现“带动就业一万、户均增收一万”两个一万目标。

仙居县田市镇水阁村仙居县田市镇水阁村““来料加工坊来料加工坊””

““新农人工坊新农人工坊””平台直播卖货平台直播卖货

仙居县朱溪镇杨丰山耕种场景 王华斌 摄仙居县朱溪镇杨丰山耕种场景 王华斌 摄

近日，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前往伟巴斯特嘉兴工厂开展企业走
访活动，“零距离”倾听企业用户声音，
详细了解实际用电需求。

伟巴斯特位于秀洲国家高新区，
主要从事汽车天窗、汽车加热系统、动
力电池等生产，是著名汽车工业全球
供应商。在伟巴斯特工厂屋面及车棚

顶部分布着光伏板，且已并网。目前，
每日可通过太阳能生产电量 2040.6 千
瓦，与其生产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持平。

走访当天，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对该企业的配电房、生产车间
开展日常用电检查，并递交一份用电
优化建议书。按照建议书上“自发用
电 余电上网”电费折扣优惠，该公司
一年可节约电费近 34 万元，为企业大
大节约了运营成本，也为其实现绿色
转型提供电力支撑。

“我们的产品多数出口海外，对于生
产过程中绿色能源的使用有一定规定。
使用光伏后不仅契合了产品要求，也大
大降低了电费支出。”伟巴斯特基础设施
负责人杨亚军说，但尽管如此，目前电费
支出依旧较多，希望可以进一步优化。

经过查看，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发现，在伟巴斯特的电费支出
中，占比最大的不是生产设备而是厂
区内的空调消耗，约占总电费支出的
60%左右。据悉，随着气温升高，工厂
内空调使用需求大增，6月、7月用电量
分别为 64.64 万度和 83.05 万度，两个
月平均电费较5月增长了25.56万元。

针对这一问题，国网嘉兴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向杨亚军推荐了国网嘉兴
供电公司与国网浙江综合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双碳分公司合作推出的AI智控
节能系统。该系统包含AI节能数据采
集控制器和“互联网+能源管控平台”
两个部分，通过 AI 数智化算法合理调
控能源设备运行，完成热泵系统、中央
空调、燃气锅炉等常见设备的深度节
电，实现与生产制造相匹配的节电自
动化和智能化。接下来，国网嘉兴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将在15天内完成对伟
巴斯特的数据采集，通过 AI 智控节能
系统完成对该工厂用电再优化，预计
可节省总用电量的10%-20%。

此外，高新区是工厂聚集区，为保
障该区域企业生产用电稳定，2021 年
以来，国网嘉兴供电公司针对该区域
内的 5 条架空线路开展了全电缆落地
工作。今年年初已经全部完成，共计
迁改架空线路 12.7 公里，确保区域内
企业用户的用电稳定性。

“聚焦数字化牵引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将坚持把能
源转型、绿色助企工作走深、走实，将
低碳零碳技术、科学用电方案带进企
业，以更开阔的思路和眼界助推企业
生产经营绿色可持续发展。”国网嘉兴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多举措助力企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王晓婷 邱菁艺 蔡 恒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多举措助力企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王晓婷 邱菁艺 蔡 恒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伟巴斯
特配电房开展日常用电检查 王晓婷 摄

谢 枫

夏日灼灼，蝉鸣绕耳。8 月 15
日夜，华灯初上，塘栖古镇热闹了起
来。运河中乌篷游船如梭，河畔青
石路上游人如织，两岸灯笼四张，灯
火熠熠。在古镇的一个角落，一名
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员工正
在一盏颇具古风韵味的灯笼前细致
地检查电源接口。

塘栖古镇位于杭州市临平区北
部，水雾氤氲的千年古镇在明清时
期 富 甲 一 方 ，是 江 南 十 大 名 镇 之
首。如今的塘栖古镇，保留了别具
一格的水乡特色，并融合大运河文
化，创新举办了“大运河古镇文化
节·非遗文化周”等一系列文创活
动，向游客展示当地传统的风俗特
色，例如水乡婚礼、皮影戏等。近几
年来，“夜经济”如火如荼，塘栖古镇
也紧追潮流，结合现代审美，用颜色
各异的灯管装点塘栖古镇的角角落
落。每当夜幕降临时，灯火灿烂的
千年古镇都会展现新的风采与生
机，吸引着更多游客前来。

“酷暑时节，游客们为了避开白
天的高温，都会选择在晚上来到塘
栖古镇游玩。景区内的小吃店、商

铺、民宿等用电都比较多，所以公司
特地安排我们开展夜间巡查，排查
可能存在的电力隐患，并在第一时
间消除，让游客们可以放心体验江
南水乡夜景，领略我们塘栖风光。”
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员工童
涛说道。

为助力塘栖古镇“夜经济”持续
“升温”，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
司组织员工在塘栖古镇开展夜间大
巡查，将电线裸露、线路过热和街边
照明线路过低等作为重点排查内
容，为景区内的商户排查用电设备
安全隐患，帮助商户进行线路更换
和支点升高，并协助民宿店家更换
不合格插座。此外，该公司还重点
检查临时搭接的线路，并告知用户
临时用电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通
过分发安全小画册等方式开展安全
用电宣传，引导商户规范用电，为

“夜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电力
支持。

下一步，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
电公司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持续
关注区域内各个产业发展，根据形
势变化灵活改变工作时间与方式，
保障用电稳定与安全，不断为区域
特色产业注入“电动力”。

临平电力：

塘栖古镇“夜更靓”
电力护航“夜经济”

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员工正在检查电灯线路接口
（图片由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提供）

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员工正在检查电灯线路接口
（图片由国网杭州市临平区供电公司提供）

今 年 是“2022 残 疾 人 就 业 宣 传
年”，也是中国残联出台《关于支持浙江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共
同富裕的实施意见》一周年。我省构建
高质量残疾人就业体系，残疾人就业工
作相关指标走在全国前列，为促进广大
残疾人在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道路上“一
个都不掉队”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
2021 年底，全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
数达8.47万，居全国首位。

示范引领
高起点推动残疾人就业

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实施残疾
人公务员单招单考制度，出台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残疾人工作指南，建立国有企
业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机制⋯⋯在《浙
江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促进残疾人共同富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引领下，我省高起
点推动残疾人就业，各项工作在全国具
有领先意义。

浙江知名民营企业海亮集团的省
级助残项目——海亮“融爱星面馆”项
目，目前已在杭州、诸暨开出 16 家门
店，吸纳 20 余名孤独症患者就业；杭
州国有老字号企业知味观在国内成立
了首个培养聋哑学生的中式面点技艺
非遗传承人班，十余年来该企业累计
有 40 余名聋哑员工取得中式面点职
业资格证书⋯⋯目前，我省已形成以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带头安置
为示范引领，以按比例就业、集中就
业、辅助性就业为主体，个体就业、灵
活就业和公益性岗位就业多管齐下的
残疾人就业格局。2015 年以来，我省
通过单招单考新增残疾人公务员 89

人，新增事业编制残疾职工 179 人，人
数居全国之首。

多措并举
高密度织牢就业保障网

我省有312万残疾人，在新时代共
富进程中容易掉队。如何从根本上保
证这一困难群体走上共同富裕路？浙
江从激发内生活力着手，多措并举，织
密就业保障这张网。

“祝你生日快乐！”近日，舟山市首
家“五星级残疾人之家”——位于舟山
市岱山县东沙镇泥峙村的岱津残疾人
之家，两位残疾人员工正在过 2022 年
第一个集体生日。我省连续 4 年将残
疾人之家建设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并在全国首创星级管理制度，率先
出台残疾人之家省级服务标准。目前

全省共建成规范化残疾人之家 1341
家，为 2.74 万名智力、精神和其他重度
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等庇护服务，成
为浙江助残工作的“金名片”。

全面落实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税
费优惠、社会保险费补贴、超比例安置
奖励等政策。目前全省落实增值税退
税39.04亿元，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5.8
万人。我省残疾人集中就业人数居全
国第二位。

强化以就业转化率为导向的培训
机制，扩大政府购买培训服务规模，全
面落实残疾人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政
策。全省设立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112 个，探索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先
行市、先行区试点，建设全国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基地。

立足浙江实际，坚持传统行业与新
兴业态统筹推进。将符合条件的盲人
按摩诊所纳入医保定点，全省从业盲人
按摩师 4000 余人；大力实施电商助残
计划，目前从事电商就业创业残疾人达
1.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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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路 一个不掉队
2022 残疾人就业宣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