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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激发农村活力

11 月，走进新昌村丝瓜络种植基
地，连片的丝瓜棚架里挂满了一条条
又大又长的成熟丝瓜，不远处的仓库
前，10余名村民正熟练地打包，不一会
儿就装了满满一筐丝瓜络，现场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今年丝瓜络产量可达 15 万斤以
上，已经带动了 200 多名村民就业，新
鲜采摘下的丝瓜络需要进行加工，经
过浸泡、去皮、除籽、晒干，再打包发往
宁波。”新昌乡“早上好”公司董事长廖
红俊说。

这一派丰收的景象，要从山的那
头说起。

2022 年年初，千亩丝瓜络山海协
作共富产业园签约仪式在新昌乡郭塘
村举行。现场，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新昌乡“早上好”公司）
与宁波界哲日用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丝
瓜络种植包销合同。按照合作协议，
由界哲公司负责提供种子、技术指导，
并按保底价回购丝瓜络产品。新昌乡

“早上好”公司投入建设资金，负责土
地流转及种植。

促成这一签约，离不开两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慈溪赴常山挂职团队的

“牵线搭桥”。慈溪市新浦镇是享誉全
球的丝瓜络原产地，丝瓜络加工产业
链完整，产品畅销国内外。常山作为
慈溪的山海协作结对县，土地和劳动
力资源丰富，却缺乏合适的开发项
目。山有呼，海必应。2021年，新昌乡
与新浦镇合作，共同打造千亩丝瓜络

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
项目落地后，“早上好”公司采用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以参股分红、导入业态、资源处置
等形式，构建“收储—处置—反哺”利
益闭环机制，在新昌乡 10 个村种植丝
瓜络，面积近1300亩。

一边是壮阔的大海，一边是巍巍
的群山，慈溪与常山，因
山海协作而凝心聚力共
发展。

在种植期间，慈
溪 市 新 浦 镇 先 后
派 遣 25 人 次 本
土农技专家赴
常山开展瓜
架搭建、播
种施肥、管理
采摘等技术指
导，定期安排常
山种植人员 50 余
人次来慈培训交流，
确保农户迅速准确掌
握种植技能。

截至 11 月中旬，新昌
乡“早上好”公司已向宁波界哲日用品
有 限 公 司 送 货 43.3 吨 ，其 中 一 级 瓜
27.8 吨，二级瓜及以下 15.5 吨，最后一
批丝瓜络也在月底完成了采摘。

产业共建协作共赢

2012年，慈溪与常山正式“结亲”，
拉开两地山海协作序幕。经过10年的
探索，两地在产业、消薄、科创“三大飞
地”建设上下足功夫，三大飞地共建带

动 协 作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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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期项目的现
场，可以看到 5 家

入驻企业已经到了
封顶阶段。2021 年慈

溪—常山山海协作“产业飞地”项目在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正式动工，该项
目用地 1500 亩，一期启动区块面积为
200亩。“产业飞地”实行分期建设的方
法实施，根据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龙
山镇）产业规划布局和产业导向，结合
开发实际，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关键基
础件等产业。目前宏迈智能、博帆源、
宁波锐禾智能、翔鹰食品、益创新材料
科技5家企业已经入驻。

除了产业飞地，消薄飞地、科创
飞地也在两地“开花”。自 2019 年 7
月起，慈溪—常山山海协作“消薄飞

地”产业园项目以慈溪高新区上林英
才产业园为依托，通过产业园的发
展，促进了常山县 131 个集体经济薄
弱 村 增 收 消 薄 ，累 计 分 红 3190 万
元。目前，上林英才产业园已入驻并
开始产业化的项目 10 余个，涉及医
疗器械、新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
2021 年共有 4 家企业入驻慈常“科创
飞地”平台，为科创飞地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山海协作产业园经历 10 年栉风
沐雨，结出硕果。2012 年，常山县与
慈溪市结为山海协作结对城市，2013
年 8 月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各出资 1
亿元，成立常山县柚桥山海协作产业
园开发有限公司，用于产业园的开发
建设。

近年来，产业园先后招引落地投
资 50 亿元的万洋众创城项目、投资 20
亿元的众卡现代物流产业园项目、投
资 24.65 亿元的小乔科技产业园项目、
投资10亿元的沃科思集团智能门窗项
目、投资6亿元的斯凯孚中国小圆锥轴

承生产基地项目、投资3亿元的纺织产
业园项目⋯⋯

目前，产业园已入驻企业86家，其
中 2 亿元以上项目累计建设 26 个，累
计到位资金 132 亿元。在历年省级山
海协作产业园考核中，获得一等奖 3
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2次。

协作硕果日渐成熟

常山的乡村乘上了“山海协作”东
风，激荡着山海协作的成果。

2012 年以来，常慈两地一直致力
于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目前已在新昌
乡郭塘村、金川街道徐村村和东案乡
金源村、天安村设立了4个乡村振兴示
范点，实施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 9 个，
援建资金1107万元。

慈溪和常山也是省内首个结对乡
镇街道全覆盖的县市，通过乡镇互助、
企企结对，为双方推进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信息互通、产业转移搭建了平台
桥梁。如今，通过实施各类山海协作
项目，这些村子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
新，基础设施好了，群众的幸福感也越
来越高了。

说起郭塘村，一个落后的小山村
蜕变成为月季“网红村”，不得不提山
海协作带来的“暖风”。

2016 年，郭塘村将村里的闲置土
地统一流转至村集体开始种植月季
花。2021 年，慈溪市两家企业与郭塘
村开展村企结对帮扶工作，两家企业
各筹集资金 100 万元投入郭塘村帮助
开展月季花种植项目。郭塘村借助这
笔资金从外地引进大批月季花苗，利
用从村民手头收购来的“荆刺”，依托
嫁接技术，将月季花基地扩大到了
150 亩，并打造了月季花主题公园等
项目。

目前，郭塘村月季共有99个品种、
99 万余株月季，今年销售额将突破
500 万元，3 年内村集体经济达 1000
万元。“听说慈溪市市花是月季，我觉
得机会又来了。”张荣说，“之前是慈溪
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为他们装扮城
市。”就这样，张荣在挂职团队的牵线
搭桥下争取到了与慈溪市政园林公司
合作的机会，成功地把月季花引入了
慈溪市场。

今年，慈溪市投入援建资金144万
元，帮助郭塘村以数字化改革为撬动，
以月季产业为主导，以全域旅游为目
标，优化旅游设施。11月中旬，已建成
200 亩的月季产业园及休闲吧、3500
平方的智能月季育苗中心、20 亩的宋
韵玫石盆景园和10栋月上星空主题民
宿。

昔日小山村因海的“暖风”，结出
“幸福之花”，在山海之间开得正艳。

山海相逢跨千里，海风吹得山花
艳。如今，在山海大地上，山海协作
的硕果正在日渐成熟，同时也正播撒
着新梦想新希望，山海之间未来可
期。

（图片由常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山海相逢跨千里 海风吹得山花艳
张 曌 徐 俊 毛 俊

大海辽阔，青山常绿。常山，青山碧水，自然风光引人入胜；慈溪，沿

海强市名声在外。2012 年，山海协作的“序幕”在常山与慈溪的青山蓝

海间拉开。

10年来，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慈溪常山两地正在以一次又一次

的合作，为延绵10年的山海协作增添浓墨重彩的笔画。

常山城区

丝瓜采摘丝瓜采摘

推出“勤劳富手”
闲散劳动力有了就业新路

冬日，天刚蒙蒙亮，在独山港镇韩
家庙村，69 岁村民徐桂清就忙活了起
来。两个半小时，他和搭档已经完成了
100 多户人家周边公共区域的整治清
理。“每个月 1500 元左右的工资，日常
开销不愁，还能锻炼身体，很满足。”徐
桂清因为腿脚不便，这两年一直空闲在
家。今年 9 月，他在“红色领富人”全金
珠的帮助下，通过“勤劳富手”，点点手
机，就在家门口实现了再就业。

“激活农村闲散劳动力，为农民增
收添动力。”独山港镇农业农村办副主
任杜芸梅说，今年，为更便捷地推动农
村发展、农民致富，独山港镇研发设计
了数字化平台“治惠富”。其中，针对闲
置劳动力就近就业，独山港镇以韩家庙
村为试点，上线“勤劳富手”模块。上线
两个月来，50 余名村民重新就业，人均
每月增收1300元。

打 开“ 治 惠 富 ”，进 入“ 勤 劳 富
手”，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全域保洁
等 8 个板块的“工作订单”清晰罗列。
韩 家 庙 村 党 委 副 书 记 孟 志 根 说 ，前
期，村里对日常用工需求及村民就业
需求进行了排摸，最终梳理出了一些
操作简单、无门槛，且用工灵活的工
作岗位。同时，还专门物色了一批有
威望、关心关注村级发展、愿意参与
治理的党员和乡贤，组建起“红色领
富人”队伍，帮助不会用智能手机的
村民接单沟通。

“接下来，‘勤劳富手'将在全镇逐
步推广，并最终形成全镇统一的农村闲
散劳动力线上用工市场，帮助村民勤劳

致富。”杜芸梅说，眼下，镇里正筹建“勤
劳富手”数字人力资源公司，首期承接
环境整治、零星维修、家政服务等劳务
用工。项目全部运作后，预计年流水将
突破 3000 万元，可提供闲散劳动力工
作岗位1500余个。

打造“花田囍事”
农产品有了产供销一体化服务

“这款1.5加仑的紫霞仙子月季，今
天直播间里，只要9.9元。”这两天，在独
山港镇漾蒲楼“花田囍事”直播间里，村
里的党员志愿者正火力全开，为当地农
户的农产品卖力吆喝。短短一个小时，
观看人数超万人，销售额超 5 万元。“销
售有人来帮忙，压力小了不少。”农户蒋
小英说。

独山港镇是农业大镇。这里不仅
有近千亩的鲜切花生产基地，还有甜
瓜、葡萄、草莓等各类优质农产品。然
而，由于农户忙于耕种，销售方式偏传
统，一直难以打开销路。今年，为帮助
农户打破瓶颈，更好地将全镇的农产品
销售出去，独山港镇创新模式，打造“花
田囍事”党群创业志愿服务项目，以服
务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引领农业产业抱
团发展。

据“花田囍事”党群创业志愿服务
项目负责人蔡玲燕介绍，项目以韩家
庙村为试点，打造了一个集产品展示、
共享办公、技能培训、直播销售等为一
体的“共富工坊”。在这个工坊里，通

过“花田故事”“花田直播间”“花田课
堂”等系列项目，农户不仅能学习知
识，还能借由青年党员志愿者和有影
响力的网红达人在线直播，销售农产
品 。 自 项 目 启 动 以 来 ，已 培 训 农 户
120 余人次，直播 6 场次，销售额达 30
万元。

眼下，依托“花田囍事”项目，独山

港镇已将韩家庙等 4 个农业联建村的
千亩花卉、百亩果蔬、生态稻米、中药
草药等资源进行集聚。独山港镇党建
办主任周雯婷说，接下来，产业相近、
发展相同的村社将实现党建联建产业
联姻，通过建立不同的公司和产业平
台，拓展农业种植、服务、销售产业
链，因地制宜打造种、产、供、销一体
化农服模式，让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
众致富。

上线“云上乡邻”
“沉睡”资产成了香饽饽

宽敞明亮的居住环境，干净方便的
厨卫空间，安全放心的用电设备⋯⋯今
年，在独山港镇穗轮村，不少农房换
了新颜。穗轮村是临沪村，租房需求
大。然而，零星的出租方式不仅收益
低，还存在着管理、环境、安全等方面
的难题。“以前年租金只有 2 万多元，
还 担 心 安 全 隐 患 ，如 今 村 里 统 一 租
赁，年租金直接提高了近 2 万元。”村
民周正华说。

农房是农户手中“沉睡”的资源，也
是农户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潜力所在。
为盘活闲置农房，去年以来，独山港镇
着力推进“新乡邻”公寓改造。农户将

闲置的农房委托给村集体，村集体以经
济合作社的名义，与房东签订租赁合
同，并在村监察工作联络站的全程监督
下投资改造，完成后经消防验收后统一
招租。这一方式，不仅有效解决企业租
房难、出租房管理难的顽疾，还能直接
带动农户增收、集体创收。

公寓建成如何更好地推销出去？
独山港镇开发了数字化平台“云上乡
邻”。在这个平台里，全镇各村的公
寓都能全方位展示，包括房子的户型
图、装修图。企业或个人需要租房，
无需去现场，通过平台即可 VR 全景
看房、预约看房。相中后，当地派出
所还会提前介入审核，看房签约“立
等可取”。

“目前，已有 4 个村的 8 幢闲置农
房得到盘活。”独山港镇农业农村办主
任盛森杰说，接下去，镇里将全面铺
开，并邀请镇纪委参与监督。同时，针
对辖区内区位优势相对不足的村，探
索“飞地置房”模式，即该村使用指标
或者资金投入、区位优势明显的村，由
其提供房源，收入按比例分成。如今，
在独山港镇各个村社区，一处处沉睡
的乡村资源正不断被激活，预计三年
将累计盘活 500 套，未来有望成为农
户增收的“香饽饽”。

平湖独山港：数字赋能 富民有道
张鲁彦 倪 健 沈冬磊

平湖独山港：数字赋能 富民有道
张鲁彦 倪 健 沈冬磊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有了大幅提升。如何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在平湖市独山港镇，当地瞄准农民增收渠道少、就业机会

少等制约因素，以党建统领、数字赋能打通农民就近就业渠道，提供农

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盘活农村“沉睡”资源，托起了农民新的增收致

富路。

（图片由平湖独山港镇提供）（（图片由平湖独山港镇提供图片由平湖独山港镇提供））

平湖独山港一角平湖独山港一角

平湖独山港美丽乡村平湖独山港美丽乡村

平湖独山港志愿者帮助农民采收蔬菜平湖独山港志愿者帮助农民采收蔬菜

在在““花田囍事直播间花田囍事直播间”，”，农创客农创客、、园艺花园艺花
农等志愿者正在直播代言农等志愿者正在直播代言。。

独山港镇农户改造的独山港镇农户改造的““新乡邻新乡邻””公寓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