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义乌帮扶下，我们以畲乡文化为
切入点，打响畲族品牌，探索出了一条

‘文化引流’的致富路。”兰溪市水亭畲族
乡党委书记赵宁高兴地说。

水亭畲族乡位于兰溪最西部，19 个
行政村中有 8 个少数民族村，村集体经
济普遍比较薄弱。为了帮助村民致富，
水亭与义乌在2014年进行了结对，共同
制订了结对帮扶项目，义乌每年提供
60-90 万元不等的帮扶资金用于该乡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过去 8 年，义乌多次派人来水亭畲
族乡调研走访，了解畲乡发展规划，先后
制订了结对项目计划表，项目提升工作
进度表等一揽子有利政策。在兰溪市水
亭畲族乡“三月三”风情节、民族村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畲乡文化公园建设、集镇
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农贸市场改造提升、
畲乡风情线提升工程等方面累计帮扶资
金600多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让畲
族乡有持续发展的“造血”能力，义乌还
从立项、转型、提升3个方面帮助水亭规
划了发展线路，这让水亭畲族乡形成了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快”的发展
格局。在义乌的带动下，舟山市委统战
部、义乌市委统战部、兰溪厦门商会、兰
溪上海商会、兰溪温州商会等部门单位
纷纷参与到结对帮扶中来。

有了这么多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
水亭畲族乡把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精神
家园和擦亮平安底色 3 项工作放在前
列。目前，全乡获评浙江省3A级景区乡

镇、浙江省森林城镇，百姓幸福感逐步增
强。交通网络不断升级，330 国道水亭
连接线顺利通车；110 千伏变电所建设
完成，保障畲乡用电需求；农村饮用水纳
入城市管网项目完成，实现了 2.1 万人
喝上放心水的愿望；教育扶持力度持
续加大，乡柏园学校 2021 年教学
质量跃居农村初中第四位；打造
精品文化展示平台，新建畲药馆、
改造提升畲乡展览馆及西方坞
民俗馆等文化传承基地；6 个民
族村建成A级以上景区村，西方
坞村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建成兰溪首家 24 小时自助
警务服务站，案件数量逐年下
降 ，实 现 信 访 积 案“ 动 态 清
零”，矛盾化解率 100%。连
续两年年度综合考核作风建
设和干部效能评价居各乡镇首
位。

去年，该乡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 6 亿元，连续 2 年农民收入增
速居兰溪各乡镇首位，全乡 17 个村
的经营性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上，2 个
村达到50万元以上。当年，水亭畲族乡
还被授予全国民族乡村振兴建设培育对
象，获评省级民族乡村共同富裕示范
带。下一步，水亭畲族乡将紧紧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
贯彻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对准
民族团结与共同富裕这两条跑道，统筹
各级资源，在义乌市的结对帮扶下，全力
推动民族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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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江县杭坪镇后阳村的贝贝南瓜
种植基地里，一颗颗小巧的金色南瓜挂
在翠绿的藤蔓上⋯⋯村党支部书记朱如
明正带着几名村民忙着采摘。

“这是我们村去年新引种的南瓜品
种，现在进入了丰收期，亩产可以达到 2
吨以上，收入近万元。”朱如明高兴地说。

喜人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杭坪镇因地
制宜种植高山蔬菜的发展理念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结果。

杭坪镇是浦江县果蔬大镇，年产优
质鲜果蔬 2.68 万吨，后阳村也是发展山
地蔬菜种植的村庄之一。前些年，村里
主要种植的是茄子，开始时效益也很不
错。但在连续种植了几年之后，茄子的
产量、品质开始下降，原来是因为长期连
作造成病虫害增多、土地肥力降低。于
是村两委因地制宜，多方考察，最终把眼
光投向了贝贝南瓜。

“贝贝南瓜比茄子省人工、省肥料，
而且产量也高。我们去年试种了一亩半
左右的贝贝南瓜，亩产约 4000 斤，今年
亩产还可以再高一些。”朱如明说。

杭坪镇其他村也像后阳村一样，根
据市场需求和各自土地的肥力变化情
况，不断做出调整：大塘村通过每年改
换不同的肥料，确保番茄品质，成了“番
茄专业村”；寺坪村则在自身高山蔬菜
基地的不同区域变化着种植茄子、长
瓜、四季豆、番茄、辣椒等近 20 种蔬菜，
通过轮作有效提高土壤肥力，确保蔬菜
品质。

目前，杭坪镇果蔬种植面积 28800

亩，品种多达 50 多种，蔬菜产业收入达
到亿元以上，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山
地“菜园子”。

“菜园子”建好了，接下来就是如何
提高蔬菜品质，助农增收。在这一情况
下，“三分六统”模式应运而生。所谓“三
分”就是指分户管理、分户采摘、分户结
算；“六统”则是指统一品种、统一育苗、
统一移栽、统一药肥、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通过这种蔬菜产业化经营模式，不
但能科学有效提高蔬菜品质，还能提高
农户收入，稳定市场。

老种植户吴春生对“三分六统”相当
满意：“苗都是统一发给我们的，种植也
有人手把手教，成熟了之后会有人收购，
我们只管种，不用自己拿去卖，也不用担
心卖不出去烂掉，每亩都有稳当的收
入。”

如今，“三分六统”模式不仅在杭坪
镇大塘番茄基地、裕民茄子基地等11个
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实施，还逐步在全县
范围推广，带动檀溪、大畈、花桥、前
吴等山区乡镇合作农户800多家参
与。越来越多的农户投入到“三
分六统”经营模式下的蔬菜种植
中，走上共同致富路。

“多年来，杭坪深耕农业，不
断提高果蔬品质，努力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杭坪农业发展经验，
在山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为浦江共同富裕贡献杭坪智
慧和力量。”杭坪镇党委书记陈青松感
慨地说。

浦江：“高山菜园”效益高
杨媛敬 陈怡君 叶梦婷

“没想到，不用抵押、不用担保，凭宣
平贡莲的图样商标就拿到低息贷款，一
下子解决了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近
日，浙江十里荷花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核收到了以商标权质押方式发放的
200万元贷款。这笔钱缓解了企业的经
营压力，也给其他亟待融资脱困的企业
做了示范表率。截至目前，武义已有 5
家农业企业与银行达成商标权质押贷款
意向。

据了解，浙江十里荷花科技有限公
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从周边农户手上
承包 600 余亩田用于种植宣莲，十年来
为当地农场增加 351 万元收入，同时也
为周边农民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带动武
义宣莲产业发展。这几年，随着国内市
场认可度不断提升，该公司有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的计划，但受限于资金不足，
这一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后来，在柳城
农特产品品牌指导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通过商标权质押贷款的方式，顺利解
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今年以来，随着知识产权工作的不
断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也逐渐走进
大众视野，它的出现为资金储备不足，没
有足够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的小微企业带
来了曙光。但如何更好地将知识产权工
作有机融入到乡村振兴新征程中？据
悉，武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柳城农特

产品牌指导站为抓手，为农业市场主体
提供品牌注册、运用、保护等“一站式”服
务，切实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实现当地农
业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该农特产品牌服务指导
站通过深挖特色、叠加服务、实地指导
等举措，服务农户 500 余人次，联合武
义县农业农村局，对“武义宣莲”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用推广完成许可 7 家，协
助完成商标注册 1122 个，专利 17 个，
区域公共品牌培育 1 个。其中注册商
标涵盖宣平地区几乎所有特色农副产
品。

柳城农特产品牌指导站是武义推
进知识产权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武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知识
保护，以保护促创新，鼓励企业发明创
造，推荐知识产权运用，办理商标案件
15 件，专利行政裁决 5 件，对接高校，
实现专利定向转移转化 30 余件，累计
知识产权质押金额 10.6 亿元，惠及企
业 50 余家；推进品牌助企富农工程，

“武义灵芝”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指导武义中蜂协会、武义县泉溪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武义链条协
会、武义休闲用品协会申请集体商标，
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多措并举实现以
品牌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农业提
质增效。

武义：“知产”变资产
李 丹 王 渤

东部企业技工难求，而在中西部却
有剩余劳动力盼就业，如何化解这一就
业结构性矛盾？近年来，永康市不断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以永康职业技术学校

（五金技师学院）为依托，积极探索东部
与西部协作、学校与企业合作、线上与线
下融合的“东迁西归”东西部协作技能人
才培养新模式，开发“‘东迁西归’职教协
作”数字化应用，大力实施职教学生“订
单式”全流程精准培养，助力“扩中提
低”、推动共同富裕。

四川籍学生王鑫是永康“东迁西归”
项目的首批联合培养生。2021 年 9 月，
他与 60 名同学一起从四川省平昌县职
业中学来到永康市职技校求学。上完文
化课，王鑫又在五金数字化制造实训实
习基地实习。“和老家的学校相比，这里
设施设备更齐全，实习实训的机会更
多。随着自身技能掌握的不断提高，我
对未来的就业也更有信心。”

“东迁西归”模式中的“东迁”，就是
通过五年制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等方式，
让中西部地区的学生来到永康，接受更
高质量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掌握更符合
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

为帮助更多西部学生成长成才，学
好一技之长，永康市职技校以数字化为
牵引，开发打造了集招生、培训、线上教
学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东迁西归’职教
协作”数字化应用。立足该应用，东西部
学校之间能够广泛开展“互联网+同步
课堂”、远程技能培训等交互式教学活
动，打破区域教学限制，达到协作互动育
人目的。

在“1+1+N”网上实操培训子场景，
永康市职技校依托一条新型智能制造流

水线，一个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践中心，
N 个线下实践平台，充分运用虚拟现实
技术，让学生在西部便可熟悉东部的新
型设备，来到永康就业后可熟练上岗，大
大缩短实训时间，提升人才培养效率。

“东迁西归”模式中的“西归”，则是
通过西归返乡人才服务行动，鼓励一部
分学到技术的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带动
当地产业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依托“‘东迁西归’职教协作”数字化
应用，永康创新推出“学生码”和“技工
码”，形成永康技能人才整体画像，为留
在永康的技能人才提供人才优惠政策保
障。同时，不断积累技能致富典型案例
和经验，针对返乡人员创业进行跟踪与
支持等一系列技能人才职业生涯全周期
服务功能。

以“东迁西归”为载体，永康正不断
推动职业教育省内山海协作、省外东西
部协作，促进人力资源互补、区域经济合
作，让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助力共
同富裕的“领头雁”。在日前公布的浙江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二
批试点名单中，永康凭借“东迁西归”项
目成功入选机制创新类试点。

目前，永康市职技校已与云南、贵
州、四川、安徽、江西等 5 省职业院校联
合办学。未来，永康将不断拓展区域合
作版图，创新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机制，
以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网络平台为载体，
创新五金课程体系，变革职教教学模式，
迭代升级“东迁西归”技能人才培养应
用，计划每年培训 7000 名至 8000 名技
能人才，力争每年为西部解决高质量就
业4000人以上，解决东部技能人才需求
8000人以上。

永康：“东迁西归”育人才
夏其明 沈 超

永康：“东迁西归”育人才
夏其明 沈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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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杭坪镇后阳村蔬菜种植基地 （浦江县杭坪镇供图）

兰溪市水亭畲族乡抓鱼比赛 （水亭畲族乡供图）

永康职业技术学校为对口职校教师免费开展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永康职业技术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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