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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产业到门口
百姓腰包鼓起来

三门县亭旁镇“红飘带”共富工坊
内，低收入农户蒋雪华（化名）处理完
家中的事务，正回到缝纫机前赶制汽
车用品三联垫。“现在在家门口就业，
一个月最少有三千元收入，赶得上之
前两个月的收入。我可是赶上了好时
候。”工坊成立前，蒋雪华一边要外出
打工，一边还得照顾家中患病的亲人，
两头跑很是艰辛。

亭旁镇党委、前楼村党总支积极
主动对接，引进海啊集团在“家门口”
成立共富工坊，蒋雪华的就业难题迎
刃而解，同时也让一批“蒋雪华”们致
富增收。共富工坊成立后，带动 100
余人就业，更引领其中 5 名低收入农
户和特殊群体共同走向致富之路。

组装、固定、检查⋯⋯在三门县海
游街道祥和共富工坊里，员工们熟练地
组装着节日灯串。和普通工坊不同的
是，这里的50多名员工都是来自周边乡
镇（街道）的特殊人群。除了生产区域，
该工坊还设立了休息室、医疗室、娱乐
活动室等功能区，定期开展技能培训、
体检、健康讲座活动，做到工、疗结合。

“考虑到员工的特殊性，我们有针
对性地与企业对接，筛选相对轻巧、安
全、简单的工种。”负责人何中豪介绍，

除了劳动报酬，员工每天还能享受出
勤补贴、免费中餐等福利，特殊家庭每
年能增收上万元。

目前，三门已推动共富工坊与 42
家企业结对。这得益于三门将共富工
坊建设纳入党建联建体系，联结村社、
企业党组织，按行业相近、区位相邻、
灵活就业等原则推进工坊建设。三门
在“助共体”建立工坊总部，依托台州
市共富工坊数字化应用平台，归集闲
置房屋、闲置劳动力、农田、山塘水库

等资源信息 4000 余条，结合实际在各
村社灵活设置工坊，打造资源共联、信
息共享的精准匹配机制。

因地制宜谋发展
工坊富民又强村

三门建设共富工坊的初衷，是增加
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渠道。但随着
工坊不断发展，增收致富的辐射范围逐
渐扩大，不仅实现民富，还带动村强。

岩 下 潘 共 富 工 坊 就 是 个“ 模 范
生”。近年来，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
党支部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引导
在外党员乡贤回乡投资创业，带领村民
创新实践，率先发展精品民宿、农家乐、
水坊街、玻璃天桥等旅游项目，盘活了
村集体土地山林等资源，大幅增加了村
集体经济收入，还让村民变股民，在家
门口吃上“旅游饭”，实现了民富村强。

据统计，岩下潘村专注发展乡村
游，年客流量有 70 多万人次。在工坊
带动下，全村共有 50 余户村民经营农
家乐(民宿)，经营户年平均收入高达
27 万 元 。 今 年 村 集 体 增 收 近 50 万
元。“接下来我们还将引进数字化平
台，增加游客的游玩体验，让我们的未

来乡村早点到来。”岩下潘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潘礼毅说。

田畴沃野尽丰景，乡村气象新，农
民日子美，一个个工坊建设的小故事，
汇聚成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为了更
好地推进共富工坊建设、推动乡村振
兴，三门建立工坊立体服务体系，组建
金融服务、乡贤帮富等 10 支“共富帮
帮团”，每个工坊均落实“三个一”（一
个包联干部、一个驻村干部、一个村两
委干部），配备“红色管家”团队，构建

“工坊点单—联坊干部派单—帮帮团
接单”闭环服务机制。

在帮帮团的帮助下，村集体盘活闲
置土地等要素，为发展腾出空间，解决
村社各类发展难题。同时，针对村集体
发展资金不足这一共性难题，帮帮团通
过红色贷等为工坊授信1.8亿元。

强链延链促振兴
规范机制助长效

秋风起，蟹脚痒。当下，正是三门
青蟹销售的旺季。

养殖户王飞发现今年的销售有了
新变化。“大伙儿乐意抱团发展，直播、
电商成了销售主流。”王飞介绍，如今，

他们可以通过在蛇蟠乡渔旅融合共富
工坊进驻的第三方农创客平台进行直
播销售，不用再担心销路问题。

“直播销售对青蟹的质量要求更
高，青蟹身价得以翻倍。”王飞解释，
直播获利部分还会以分红的形式，返
还至养殖户和村集体。“养殖塘走上
一圈，总能遇见直播的养殖户。我作
为党员，联系了村里 10 家养殖户，除
了为其进行技术指导，平时还带领大
伙儿跟着工坊组织的直播课学习，不
少养殖户已能独立直播销售了。”王
飞 笑 言 ，工 坊 是 他 们 增 收 的“ 大 功
臣”。

原来，工坊建成后，三门不仅引
进专业团队对青蟹品质、包装、销售
进行统一管理，确保“三门青蟹”品牌
价值；还依托乡村振兴学院等，优化
培训菜单，通过集中组团授课等开展
多技能培训，让“传统农民”变“新农
民”，以新的方式，助力好产品卖出好
价格。

这也是三门打造特色共富工坊的
目标——紧扣强链延链，推进工坊兴
产。三门依托冲锋衣、渔业养殖、农产
品等优势产业，围绕产业上下游配套
布局工坊集群，“一链一品”打造“鲜甜

三门”统一品牌的特色工坊，致力将一
个个农特产品做成富民产业，带动乡
亲就业创业、持续增收。例如，三门县
浦坝港镇稞地农场便是特色的产业赋
能类共富工坊，全国首批“新型职业农
民”徐海亚在全县各地建立外联基地，
带动 120 余个农户就业。同时，三门
还引进浙江农科院的专家进行指导，
积极培育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建立线上、线下渠
道，通过农产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原先，农户陈华
方的基地年产值只有 5 万元，在其带
动下，基地年产值达 20 万元，翻了好
几番。

工坊运行时间不长，但因地制宜
谋发展带来的化学反应已经显现——
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村民
富裕富足。为构建长效持续的工坊
保障体系，三门出台共富工坊扶持政
策，从场地租赁、设备添置、岗位培训
等方面，全方位支撑建设运营。目前
三 门 已 发 放 设 备 购 置、岗 位 补 贴 等
300 余万元，对 4 家新建工坊按实际
投资额的 90%给予补助，组织开展培
训 2500 余人次。

三门：“小工坊”搭出“大秀场”
徐子渊

清晨，三门县浦坝港镇“红五星”共富工坊内传来阵阵机杼声。短短

几分钟，村民林惠华便完成了一个汽车坐垫的制作。“工坊薪酬计件支付，

多劳就能多得。”身为党员的林惠华在自身受益的同时，还积极发动空闲

在家的村民一起上班，“每个月平均有四千元收入，可比在家织草帽好多

了。”

如今，这座开在百姓家门口的共富工坊，已经成为三门县“扩中”“提

低”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三门全县建成工坊107个，力促资源下沉、产

业进村、送岗到户，有效激活共同富裕内生动力。

来料加工、定向招工、产业赋能等六类工坊，坐落在三门的山间、海

岛，犹如点点星灯，亮起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为基、村企联动、多方共赢

的发展之路，形成了独有的“家门口经济”。目前，工坊已吸纳从业人员

2876 人，今年已发放工资总额超 3000 万元，人均月增收 1800 元，村集

体增收394万元。

三门县亭旁镇“红飘带”共富工坊

三门县岩下潘村“潘家小镇”的打造让村民在家门口踏上生态致富路 林利军 摄

三门县花桥镇红旗电商共富工坊的青
年党员自发助力农户线上销售养殖水产

三门县花桥镇红旗电商共富工坊的青
年党员自发助力农户线上销售养殖水产

包联干部上门解难题三门县涛头村血蚶共富工坊

（图片由三门县委组织部提供）（图片由三门县委组织部提供）

抓营商环境就是抓生产力，服务市

场主体就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对市场

主体活跃的余杭区五常街道来说，如

何精准助企纾困、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支持，是一道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

作为浙江省“企业码”应用的唯一镇街

级试点，五常街道依托“企业码”五常

专区，持续深化为企服务新场景，搭建

为企服务多元化新平台，为企业送上

“及时雨”。

日前，五常街道与“企业码”五常专

区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经过不断探索，

开发“五常云贷”专项金融服务项目。

“五常云贷”以“智创五常+企业码+银

行融资”的模式，为五常街道中小微企

业提供优质的融资服务，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融资慢问题，以务实有力的举措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我们企业最近现金流短缺，资金

周转压力较大，融资也比较困难，生产

经营难以持续，想要了解一些低息贷

款产品。”近日，浙江良中控股有限公

司总经理邹良中向街道表明了自己的

需求。

浙江良中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集农产品上行（供应链

体系建设、区域公共品牌打造、产业孵

化）、公共服务中心运营、县域人才培

育、农旅规划开发、数字经济建设于一

体的县域电商综合服务商。

在了解到企业需求后，五常街道助

企服务员第一时间帮助企业通过“企业

码”五常专区链接到“五常云贷”项目，

并与银行取得联系。之后，助企服务员

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详细介绍了

贷款政策、减费让利政策以及“五常云

贷”特色产品，包括账户云贷、结算云

贷、薪金云贷等。在详细了解该企业目

前的经营状况和资金周转的迫切需求

后，银行迅速为其匹配了合适的普惠产

品。浙江良中控股有限公司按要求提

交贷款资料后，当天申请当天放款，银

行为其发放贷款100万元。事后，邹良

中说：“‘五常云贷’真的是方便又快捷，

解决了我们中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

中小微企业是五常街道创业创新

的活力之源。“五常云贷”的推出，大大

提高了街道针对中小微企业助企服务

的水平，同时，“企业码”五常专区精准

触达企业需求，使中小微企业能够便

捷获取银行融资，有效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大大提升企业的发展

能级。

截至 9 月，“五常云贷”已服务五常

街道小微企业近100家，累计发放金融

融资产品 1 亿元左右，为五常街道企业

注入金融“活水”，助力企业加快发展。

接下来，五常街道将与金融机构在金融

服务、产融结合、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

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携手打

好金融“助企纾困+服务”稳进提质的

组合拳。

余杭区五常街道：助企纾困“五常云贷”在行动
王燕敏

（图片由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提供）

五常街道办事处主任许正良带队走访辖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看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五常街道办事处主任许正良带队走访辖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看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五常街道办事处助企服务员走访辖区企业——杭州迅得电子有限公司。

近日，在浙江济公缘药业有限公
司外包车间，一款保健食品正在流水
线上封装，通过热转印打码机，这一批
次的保健品被统一赋予独有的“浙食
链”二维码，实现一批一码、追溯防
伪。“我们企业自从应用‘浙食链’平台
后，管理效率大幅提升，原料投放、仓
储管理、流通结算等环节管理也更加
规范科学，比如系统能精确识别产品
保质期，帮助门店合规下架产品，同
时，‘浙食链’增强了产品的防伪功能，
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消费纠纷。”济公
缘药业质量管理员赵娇娇说道。

“浙食链”二维码是浙江省正在
大力推进的 GM2D 示范区建设的载
体形式之一。GM2D 是全球二维码
迁 移 计 划（Global Migration to
2D）的简称，我省是国际物品编码组
织 确 定 的 GM2D 全 球 首 个 示 范 区 。
由于二维码能承载很大的信息量，推
动商品编码由一维条形码向二维码
转换，能给消费者、企业带来更优质、
更全面的服务，对商品生产、流通结
算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助力食品安全数字化改革
GM2D 落地，我们以‘浙食链’平台为

依托，率先在保健食品行业试点，迭代
升级阳光工厂硬件配置，推行智控管
理、智能采集和实时监测的管理模式，
在食品企业生产端口实现二维赋码全
覆盖。目前，天台‘浙食链’上链企业共
49 家，赋码 1.5 万余批次。”天台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局长杜林锋说。

“我扫了扫刚买的保健品，发现
可 以 看 到 比 条 形 码 多 得 多 的 信 息 ，
不 仅 有 批 次 信 息、企 业 信 息 和 产 品
检 测 报 告 ，还 能 看 到 企 业 在 车 间 生
产 加 工 的 实 时 影 像 ，再 也 不 担 心 买
到假货了，比以前放心多了！”在天

台某超市刚买到赋码产品的消费者
陈女士说。

据悉，在保健食品行业试点完成
GM2D 应用后，天台计划将糕点、粮
食加工品、茶叶、包装饮用水等食品
纳入 GM2D“一批一码”应用改造对
象，该县市场监管部门协助企业完成
包 装 改 版 、设 备 添 置 、人 员 培 训 、

“GM2D 在线”多场景信息展示等工
作。同时，与辖区大型商超对接，推
动流通环节二维码结算技术改造，逐
步实现 GM2D 在食品生产流通全环
节推广应用。

天台稳步推进保健食品领域数字化创新应用
邱盼攀

工作人员在GM2D试点推广应用企业查看产品包装赋码情况

（图片由天台县市场监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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