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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种植要‘断代’了，现在从
业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怎么吸引年轻
人来呢？”“不妨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西兰
花，带动产业转型，更好吸引年轻人就
业。”近日，在临海市上盘镇“请你来协
商·民生议事堂”，上盘镇西兰花合作社
成员、龙头企业、统战委员等集聚一堂，
举行了一场加快西兰花产业高质高效
发展，助推农户增收致富的专题协商
会。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发展难题，这
是上盘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和
谐一幕。上盘镇是临海市眼镜制造基
地，也是全国重要的西兰花生产、加
工、出口基地，活跃着众多民营企业。
上盘镇商会自 2012 年 3 月成立，如今
已有成员 72 名，凝聚力强，连续 4 年被
评为临海市“四好”商会，2021 年，更是
成为浙江省“亲清直通车”首批试点单
位。

试点以来，上盘镇率先成立了民营
经济领域纠纷调解工作站，由专职律

师、乡贤、企业家等组成的调解团经培
训上岗。该工作站还跟相关的涉企部
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通了民营企业
纠纷绿色通道。面对纠纷，调解团成员
第一时间上门拉家常、套近乎、话发展，
通过耐心劝导化解心结，实现隐患不出
村、纠纷实时调、案件庭前解。

此外，上盘镇还通过常态化开展的
政企恳谈会，问道民营经济“未来式”。
长沙村长沙路南至塘岸路西段，企业数
量多、集聚程度高、整体实力较强。近
日，在当地企业家发起的政企恳谈会
上，商会成员提议，通过村企合作，将这
条路打造成村民致富路，由企业为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增收。一经提
出，便获得了沿线三村书记的支持。会
后，上盘镇商会迅速行动，积极对接设
计公司等多方单位，进入整体设计阶
段。

为了让沟通更接地气，上盘镇还
推出了村企座谈会、校企座谈会等多
元化形式，发挥企业家主体作用，通过

加强政企沟通、开展企业家满意度评
价等，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引导民
营企业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共同
富裕。

新型政商关系，既要“亲”，也要
“清”。近日，临海发布《清廉民营企业
建设通用要求》《清廉民营企业建设评
价规范》两项团体标准。以清廉民企标
准化建设为抓手，上盘镇坚持标准立
廉，科学化体系化推进清廉民企建设转
向团体标准建设、企业管理模式转向现
代管理模式，为清廉民企建设注入了可
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步入位于上盘镇的浙江誉博眼镜
有限公司，“踔厉奋发誉清风 笃行不怠
博廉明”的企业经营理念映入眼帘，墙
壁上还悬挂着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
及监督重点，企业坚守商道、合规经营

“六不为”，公司廉洁谈话制度等。作为
誉博眼镜董事长、上盘镇商会会长，周
桂兵也是“清廉民企”建设团体标准制

定的参与者，更是践行者。
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落实清廉

民企建设要求，2020 年，周桂兵带领全
镇眼镜制造企业转型护目镜生产，在上
盘镇的牵线搭桥下，与各企业签订“共
享合同”，抱团实现外贸订单逆势上
扬。“必须统一原材料、统一模具、统一
辅料，并把各厂家的成品按序号标注，
进行溯源管理。”如今，誉博眼镜跃升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册了多项国家发
明专利。

一场更深远的谋划正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上盘镇商会利用数字化手段，
打造“清廉民企大脑”，清廉会员单位将
在上面公开账目、供货商、销售商等信
息，监督其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如今，上盘劲吹清廉民企建设“清
风”，更将乘风而上，指导各民营企业挖
掘自身的清廉元素，打造一批成熟的清
廉民企品牌，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实现清廉建设和企业发展的互促共
赢。

临海上盘：“亲”“清”政商 共促发展
金 晨 蒋超颖 单群力

临海上盘镇统战委员金慧娟向第三届上盘商会会员介绍清廉展厅
（图片由临海上盘镇提供）

山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潜力所
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
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2021 年以来，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相继出台了《浙江
农信金融助力26县跨越式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5 年）》，金融山海协作、
金融服务“一县一策”等一揽子举措，
支持山区26县发展。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立足地方，深
耕普惠金融，围绕台州市开展区域协
作、产业振兴、居民增收等六大行动，
推进“5 年新增 200 亿元”支持山区县
发展的信贷计划，全力开启了山村奔
富“加速度”。

放眼台州，3 个山区县有着各自独
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如何放大优势，各
美其美？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因地制
宜，打造“一县一策”甚至“一村一品”，
浇灌当地特色产业。得益于美丽乡村
系列信贷产品，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
村“潘家小镇”从昔日的“空心村”摇身
变为美丽乡村，年均客流量达100万人

次；得益于杨梅贷、农场贷等丰收系列
信贷支持，仙居的大白鹅养进了果林，
在杨梅树下吃草、吃苦芥菜，每只重达
十几斤，发展起“仙梅+仙鹅”“种植+养
殖”融合的林下经济⋯⋯

随着金融政策精准滴灌，许多山
村“小步快跑”，渐渐放大资源优势。
为助力山村全面振兴，以“快富”赶上

“先富”，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紧密协同
政府部门，在农民致富、强村行动、产
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探索，成
果颇丰。三门农商银行通过多部门信
息共享，全省首推“农户家庭资产负债
表融资模式”，拓宽乡村共富路，现已
推广至全省；仙居农商银行紧扣“微改
造、精提升”试点县的契机，与当地文
广旅体局合作，推出“微改易贷”系列
贷款产品，50亿元助力全域旅游⋯⋯

丰富的金融产品与各山区县的特
色发展路径同频共振，不断下沉的网
点也编织起日益完善的金融服务网
络。截至9月末，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在

3 个山区县共设立了 104 家营业网点、
近1200家丰收驿站，成立了近1200人
的普惠金融联络员队伍，逐步打通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随之而来，山
区金融服务总量逐步扩大。3 家山区
县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额647亿元，比
年初增加 9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88
亿元，比年初增加64亿元，存贷款规模
占台州农商银行的21%。

在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的基础
上，台州农商银行系统结合县域基层
治理的痛点难点，通过数字赋能，提升
县域治理效能。“自从村里有了农商银
行的‘浙农经管’系统，村民对村里的
财务使用情况一目了然，村民放心投
资，村里的乐园投资项目也顺利完成
了。”近日，天台县峇溪村党总支书记
王林辉难掩心中喜悦地说。

为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带领村
民实现共同富裕，天台县峇溪村创新
采用“6+3+1”即“60%优质企业投资，
30%村民筹资，10%村集体投资”的投

资模式筹建峇溪谷乐园，但在向村民
筹资过程中，部分村民因担心项目的
资金使用情况不公开不透明而不敢投
资，项目一度陷入停滞。

为帮助峇溪村摆脱投资困境，解决
农村集体经济数字化管理水平总体不
高、“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联合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开发“浙农经管”系统，率先在全省
试点的天台县上线。村财务人员通过
线上上报，村、镇各级实现在线审批，村
民只要扫一扫“村级阳光公开二维码”
便可以轻松查看村账，消除了他们对乐
园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担心。

同样，便捷的服务也滋养了村民
的金融需求，针对部分资金不足无力
投资乐园项目的村民，天台农商银行
特别定制了信贷产品，以优惠的利率、
便捷的服务帮助村民解决融资难题。
该村150户村民争先入股，从农民摇身
一变成股东。

（图片由台州农商银行系统提供）

台州农商银行系统：开启山村奔富“加速度”
金 晨 叶珍英 吴梦婷 杨晓雯

浙江农商银行系统辖内仙居农商银行对接台创园现代农业基地，大力支持绿色、优质、
生态现代果蔬种植，丰富了市民“菜篮子”,鼓了村民“钱袋子”。

工业厂房林立，道路干净整洁，污水

管道井然有序，宠物主题墙随处可见⋯⋯

走进平阳县水头镇的制革园区，只见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经过连续多年的环

境综合整治，水头镇紧盯园区蝶变，打

出环境整治、工艺提升、设备更新、管理

创新和转型升级等“组合拳”，即将实现

环保问题“销号摘帽”。

以“中国皮都”而闻名的水头镇，制

革行业是镇里的主导产业，但也属于重

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从1998年起，

平阳县先后开展三轮集中整治，时间跨

度长达10余年之久。1290家制革企业

兼并重组为8家企业，转鼓由3308只削

减到223只，制革基地每天的废水处理

量由7万余吨下降至8200吨。但是，行

业仍然存在“反复治、治反复”的问题，

对此水头镇紧盯问题开展八大破难攻

坚行动，全面彻底推进园区问题整改。

环境整治重在治本。去年 7 月以

来，委托第三方机构为园区内的 8 家企

业开展全面体检，量身定制“一厂一策”

整治方案，安装工况监控系统，完善企

业排污溯源管控体系，实施园区污水零

直排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关乎企业甚

至产业的长远发展，整治提升迫在眉

睫。”水头镇常务副镇长曾上靠介绍，镇

里以更严格的标准督促企业完成整治，

集中拆除老旧违建厂棚 3.5 万平方米，

对各厂历史遗留的生产现场、废水收

集、固废处理等完成全面整改。

温州宝瑞皮业有限公司的近10只

大型转鼓正不停转动。在车间出入口，

只见路面四周有一圈宽 3 厘米深 10 厘

米的小沟。“皮革搬运、加工区域的污水

都通过这里流入管网，我们不让一滴污

水流到厂区外面。”平阳县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三队队长金传忠介

绍。这一圈小小的沟渠，却显示了水头

镇全力治污的巧思和决心，如今这样的

污水通道已在园区全面铺开。

“这些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

可以放心带外地客户来验厂了。”温州

宝瑞皮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非凡说，

以前不管晴雨，园区满地泥污，常常走

一圈就报废一双鞋。如今，干净的园区

硬化路面上，见不到一滴污水，也闻不

到刺鼻的气味了。

对于治水而言，截污纳管是关键。

水头镇完善园区雨污分流，新建 3.5 公

里市政生活污水主管网、3 公里雨水管

道，并在企业污水处理池的进水口和出

水口都加装流量计，所有数据一屏掌

控。在完善园区截污纳管、改造提升污

水处理厂的同时，当地政府通过机器人

帮企业排查所有工业污水管道，为企业

加装初期雨水收集智能监控系统以智

能控制雨水排放。多管齐下，累计一年

为园区企业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500 万

元。

为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改头换

面，水头镇攻坚污水治理、管网整治、厂

企整改，重建 6 条园区道路，狠抓环卫

和河道保洁，确保园内垃圾日产日清，

对园区外立面进行美化，对集中装卸皮

革场地实行硬化，实现制革园区有序管

理。与此同时，每月定期检测金凤溪、

鸣溪河水质，常态化开展河道保洁，确

保水体稳定达标、河道水清岸洁。

除了“看得见”的环境整治，还有

“看不见”的长效机制。水头镇出台方

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交警、环卫、治水等部门

联勤联动，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引进第

三方环保管家，形成“政府主导、第三方

协同、市场化运作、共同治理”模式。

旧貌换新颜：“中国皮都”制革基地涅槃重生
汪子芳 万 鑫

近年来，长兴县夹浦镇充分挖掘辖
内先贤古哲人文历史，特别是丁新村元
曲大家臧懋循（字晋叔）及其家族典故，
以古贤激励当今贤达，传承“贤礼”文
化。当地通过乡村治理助共建、帮扶基
地助共富、社会公益助共享等举措，探
索“乡贤+”模式，为推动共同富裕赋能
添力。

“听说村里准备修建健康步道，路
线可能会涉及你家的田埂。”“这怎么
行？我要去找‘晋叔’评理去。”丁新村
村民倪正龙和丁自琴口中的“晋叔”臧
纪学是当地有名的司法调解专家，也是
丁新村的乡贤。为了发挥乡贤作用，破
解发展难题，丁新村成立“晋叔乡贤工
作室”，由本村品德好、有威望、有特长
且愿意奉献者组成，通过“一会（乡贤大
会）”“两议（乡村治理推进会和村庄发
展商议会）”“三服务（乡贤坐班服务、乡
贤领办服务、乡贤组团式服务）”模式参
与到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中来。臧纪
学等“晋叔”通过坐班服务模式，收集村
民的困难与纠纷，运用专业知识为村民
排忧解难。

此外，长兴县公安局夹浦派出所副

所长蒋云晖还联合当地老党员、老教师、
老干部等“五老”乡贤，成立了“云晖工作
室”，利用地熟、人熟、事熟优势以及模范
带头作用，有效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全力
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该工作室成
立以来，已累计建档关护未成年人62人。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26 个乡贤代表被夹浦镇纪委聘请担任
村级监督员，成为打通基层监督的“最
后一米”。今年以来，夹浦镇已有 300

多名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受理群众来访
981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898起。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夹浦镇纺织
产业迅速崛起。在产业振兴的过程中，
也少不了“晋叔”乡贤的贡献。吴城村
乡贤孔有明提前进行纺织产业布局，投
资建成吴城小微园，300多名村民到园
区上班，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以上。

在农业帮扶上，夹浦镇乡贤积极建
立现代农业科技园、吴城葡萄种植基

地、斯圻杨梅帮扶基地等多个农事帮扶
基地，累计种植面积达 826 亩，帮扶低
收入农户 50 余户，实现每户年均增收
近2万元。

今年 9 月开学前，滨湖村准大学生
阳阳（化名）拿到了村里的教育基金。
阳阳家经济收入不高，是“众兴”教育基
金会的资助解了燃眉之急。据悉，“众
兴”教育基金由夹浦镇乡贤、企业家发
起，以奖教奖学、助教助学为宗旨，积极
回馈社会教育事业。目前共有会员
110 人，筹集基金 760 万元，累计发放
奖教助学资金640万元。

除了“众兴”教育基金会外，夹浦镇
乡贤还成立并筹集帮扶基金 1346 万
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困难群众慰
问40余户，慰问金达50万元，危房改造
30 户，涉及金额 400 万元。另外，该镇
乡贤队伍还与新疆柯坪县困难村“一对
一”结对帮扶，累计捐助金额105万元。

随着“晋叔有礼”乡贤实践品牌的
深入推广，“贤礼”已在该镇蔚然成风。
目前，夹浦镇乡贤达1200名，他们分布
在各行各业，积极为家乡建设进言献
策、筹资出力。

探索“乡贤+”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
赵 斌

长兴县夹浦镇长平村乡贤正在协助调解矛盾 蒋林聪 摄

陈建敏

丽水市统一战线以只争朝夕“行
动者”和脚踏实地“实干家”的行动自
觉，围绕共同富裕、双招双引等中心
工作，打出过硬“组合拳”，当好服务
民营经济人士的娘家人，促进丽水民
营经济稳进提质。

按下“快进键”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丽水市创新运用

“问海借力”金钥匙，充分调动在外华
侨华人资源优势，在匈牙利、意大利
等19个国家设立“双招双引驿站”，聘
请57人为华侨华人“双招双引大使”，
以“海外+国内、线上+线下、平台+人
员 ”的 形 式 ，助 力 全 市 招 商 引 资

（智）。今年 6 月，在匈牙利侨领的牵
线搭桥下，总投资 110 亿元的东旭高
端光电半导体项目开工，作为全市首
个百亿项目，它的落地建设标志着丽
水实现半导体行业全产业链的创新
突破。此外，意大利雕刻机器人、德
国双旋翼直升机、加拿大 3D 打印血
管等项目建成投产，有力地推进丽水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谱好“同心曲”
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丽水市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
爱护企业，像善待家人一样善待企

业 家 ”，制 定 出 台《关 于 加 强 新 时
代 丽 水 民 营 经 济 统 战 工 作 的 若 干
意见》，加快实施《关于汇聚“统战
力量”助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施
意见》。以“浙丽同心·新联助企”
专项行动为抓手，组织发动统战成
员中的律师、会计师和税务师组建
一支专业技术强、公益奉献度高的

“三师”服务团，通过座谈、进园区
企业等形式，为 4 家商会和 100 家
企 业 提 供 集 金 融 法 律 税 务 为 一 体
的全链条式服务，帮助企业梳理评
估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内控制度，
推 动 民 营 企 业 稳 进 提 质 、健 康 发
展。

搭建“连心桥”
引导民营企业人士
弘扬“光彩精神”

丽水市秉持“商会牵线搭桥，民
企结对帮扶”理念，进一步激励民营
企业家坚定理想信念、助力共同富
裕。市新企联已连续 2 年为庆元优
秀困难学子送去奖学金，共计 12 万
元；丽水衢州商会结对松阳板桥畲
族乡小学实施“浙丽同心·松阳声
音”公益项目；“浙丽同心·新英计
划”在莲都丽新畲族乡小学开启；

“ 助 力 共 同 富 裕·振 兴 老 区 发 展 ”
2022 光彩事业“丽水三宝”作品慈
善拍卖活动已完成作品征集，即将
开拍。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自强不
息的丽商精神在丽水民营企业人士
中传承并弘扬。

丽水：画好“同心圆”
助力民营经济稳进提质

““浙丽同心浙丽同心··新英计划新英计划””莲都丽新畲族小学助学活动现场莲都丽新畲族小学助学活动现场 陈骅陈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