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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编者按：为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本报2022年11月21日以来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
伟业”系列报道。第五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蹲点采访于日前收官，本报今
日推出记者在全省各地的蹲点调研手记，讲述他们走访基层的亲身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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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服务送到心坎上 把难题解在最需处
——本报记者“进两新组织”蹲点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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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尤溪，这里 8000 多的城镇常
住人口，女性占了近 50%。她们是靠
祖传手艺做着番薯庆糕为营生的张
菊香，是围着丈夫、孩子转的家庭主
妇林美冬，是在家务农的娄双丹。她
们，是基层农村女性的鲜活代表，因
照料家庭很少外出，有的渐渐被数字
鸿沟“绊住”……

就像日复一日地踩在小镇的石板
路，不经意抬头会发现天空并不宽敞，
就像镇上的她们就业难，却少有人告
诉，未来还能这样走。

随着共富工坊在浙江遍地“盛开”，
尤溪镇的“府城女子梦工坊”着眼于这

“半边天”，找到了特色的打开方式。
因为小小工坊，打破了小镇女性的

“惯性”，通过专业培训、创业指导、学习
分享、自我实践，让无数个她们，逐渐在
乡村振兴的脚步中看见了穿过家庭云
层的光，不断自我升级，找到了新定位
新角色。

她们成了把番薯庆糕卖到全国各
地的张菊香，成了村里的“头部主播”林
美冬，成了集短视频达人、咖啡拉花爱
好者于一身的“斜杠女性”娄双丹……
因为她们，“府城女子梦工坊”的故事也
更加生动。

从基层农村女性需求出发，是“府
城女子梦工坊”最有生命力的地方。还
记得娄双丹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赶集时
说的，人到 40，再这么折腾一下，可能
就是为了寻找那么一点点意义吧。

其实，无论身处何地的女性，内心价
值感的那一点点光，一直都在，只是
要找一个机会把它“烧”起来。而梦
工坊，提供了那个弥足珍贵的机会。

当然，除了奔富增收，“府城女子
梦工坊”还有着更多的属性。它是姐
妹们生活烦恼的倾诉场，营造了一个
尽情表达的空间；它是技能切磋的俱

乐部，大家交流着行业前沿的新技
术、新变化……这些，都是构造梦工
坊时，尤溪镇妇联主席王丹丹未曾想
到的，但“府城女子梦工坊”渐渐长成
了自己的样子。

离开时，尤溪主干道的红枫渐渐
换了颜色。遇到举着手机拍拍拍的她
们，一句句亲切的“饭吃了没”的惯例

问候，三五成群正赶着去参加镇里的
快闪活动。

这个洋气小
镇 ，有 一 群“ 能
耐”女性，梦工坊
编织的一个崭新
的春天，正迎面
而来。

村嫂的新角色
本报记者 金 晨 蹲点地点：临海市尤溪镇“府城女子梦工坊”

尤溪镇“府城女子梦工坊”成员娄双丹带着本报记者（右）体验直播。 共享联盟·临海 钱梦华 摄

金 晨

这次蹲点位于桐乡市濮院镇的浙
江省羊毛衫协会，还是比较凑巧：恰逢
历经寒冬，市场回暖，毛衫企业和商户
都撸起袖子要好好拼一场，但是不少人
还有点“跟不上趟”。作为行业协会也
正围绕这些痛点做工作，试图寻找解题
之法。

面对疫情的冲击，羊毛衫这个传
统产业也悄然经历了一次洗牌，当
前，直播热潮兴起、数字化改造势在
必行，毛衫企业和经营户该如何改变
打法？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跟随浙江省羊
毛衫协会会长吴炳明的步伐，在小镇寻
找方向。一圈走下来，所见所闻，都刷
新了我对这个行业的认识。

“毛衫很有范，小镇也很潮！”这
块 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产出了全国
约三分之二的羊毛衫，去年往 30 多个
国家销售了 8500 万件。从“一根纱
线”铺陈至今，濮院已成为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桐乡毛衫时尚小
镇”，依托产业集群、创新驱动、数字
赋能等优势，传统古镇正逐渐完成时
尚“蝶变”。

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家的共
识。浙江省羊毛衫协会通过引入数字

化企业，以个别企业先行先试的方式，
悄然打开了一个口子，形成“鲶鱼效
应”。尤其以嘉兴蒂维时装有限公司
为代表，愿意投入 150 万元定制一套
软件系统，以促进生产效率的快速提
升，有这样的龙头企业示范，效果是立

竿见影的。
我们在采访浙江濮云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英杰时，他一上午就
接待了好几拨客户，都是协会的会
员企业，希望共同推动技改，加快转
型步伐。

销售端也在频频升级。蹲点期间，
不少商户和我们提到“毛衣姐姐”，她是
协会的副会长，很乐于教大家如何带
货。我们走进“毛衣姐姐”的直播间，门
外围满了学徒，他们都说，经“毛衣姐姐”
指引，不少商户的销售业绩明显好转。

“企业和行业不需要过多的干预，
但不能没有服务。”这是吴炳明常跟我
们提到的一句话，为此，浙江省羊毛衫
协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我们在想，如果把濮院整个羊毛衫
市场比作一条大河，那8000多家中小企
业和超过120家规上企业等就是一条条
形状不一的小河，如何让大河小河融会
贯通，这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精准施策，
同时也需要行业协会加以引领和助推。

当然，这个产业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比如龙头企业还不够多不够强、
距离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还有很大的空
间等，痛点即方向，让人欣慰的是，大
家 都 在 抱 团 发
力 。 我 们 也 期
待，毛衫小镇在
打造“世界级针
织 时 尚 产 业 集
群”的征途中能
呈现更多惊喜！

痛点即方向，拼出一个“春天”
本报记者 宋彬彬 蹲点地点：浙江省羊毛衫协会

本报记者（左）走进浙江省羊毛衫协会副会长“毛衣姐姐”的直播间，聆听她带着商户学
直播带货的故事。 共享联盟·桐乡 陈建钟 摄

宋彬彬

蹲 点 临 平 企 业 服 务 中 心 第 一
天，与众不同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作
为服务企业的“车间”，这里没有门
庭若市的景象。反之，服务窗口基
本即来即办，背后的办公区域也秩
序井然。

渐渐地，我找到了答案：一台电脑、
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企业所需。“无事
不打扰、有事随时办”，更是迎合了企业
所求。

带着一份好奇心，我试图探寻其中
奥秘。一开始，数字化平台让我感受到
了高效和便捷。通过数字化改革，中心
整合了23个政府部门的1200多项办事
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进而实现人员、
机制、操作的创新。

当我寻找更深层次的答案时，发
现背后蕴含着理念的转变。采访中，
临平企业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王旻华
告诉我，过去企业服务专员走访时，企
业总会把“难”字挂在嘴上：“新设立企
业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登记备案，感觉

很不方便”“申报政策材料太多，只能
放弃”……

面对企业的诉求，能否知难解难？
面对纷繁复杂的难题，如何提供“最优

解”？这是一道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答的
考题。

如今，改革挺进深水区。要啃下
“硬骨头”，痛点、难点、堵点是主攻点。
作为为全区 6 万余家企业服务的专门
机构，临平企服中心让我看到了决心：
既有刀刃向内的革新，比如大力破除部
门间的壁垒、顶层设计制定一体化制
度，也有直面短板的勇气，如对政策“看
不懂”“找不到”的情况，加大政策拆解
力度。

当前，杭州提出“打好经济翻身仗”。
招商引资，政策和服务是关键。而企业能
否长远发展，则考验着一个地区的营商环
境。临平向我们证明，只有一个个问题得
以解决，才能提升
企业的满意度和
认同感。

我们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的企
业入驻临平，安心
发展。

知难，更需解难
本报记者 王逸群 蹲点地点：临平企业服务中心

王逸群

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发展信心，除了
出台一项项惠企政策，更要做强服务，助
企暖企。

在灵峰社区蹲点期间，宁波勋辉电
器有限公司压铸工人娄洋淼向我们讲述
了一则暖心故事：

春节前，社工们到企业走访，他一句
“父母在老家买不到退烧药”的感慨，引
起了社区的重视。

很快，社区在网上发起了调查问卷，
了解员工返乡过年的意愿、家里60岁以
上老人对防疫物品需求等基本情况，并
对接政府部门、总工会、企业等各种渠
道，购齐了450份爱心防疫包，免费提供
给有需要的返乡员工。

这份特殊的“返乡礼”，温暖了很
多员工的心。节后返岗时，娄洋淼特
地介绍了好几位河南老乡一起来北仑
打拼。

在灵峰社区，这样的服务案例不胜

枚举。不管是企业生产所需，还是员工
生活所求，社区始终不回避、不拖延，“即
便再小的诉求，也有人倾听，有人解决”，
这是灵峰社区不变的服务宗旨。这份汗
水与付出，也见证了基层党组织发挥制
度优势为中小企业发展腾飞提供坚实助
力的足迹。

蹲点期间，我见到了3个新面孔：陈
莉玲、周科廷、干柳佳。她们都是刚分
配到社区的95后新社工，尽管工作经验
尚有不足，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头，迅速进入社工角色，跑企业、听诉
求、联部门、办活动，把政策和服务精准
送达。

一 任 接 着 一
任 干 ，俯 下 身 子
解 难 题 ，深 入 一
线 优 服 务 ，中 小
企业由此迎来又
一个春天。

再小的诉求也有人倾听
本报记者 周松华 蹲点地点：北仑区灵峰社区

周松华

本报记者（左）蹲点采访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司。 共享联盟·北仑 鲁勇辛 摄

“小改年年有，大改三六九。”在德清
县莫干山镇的蹲点中，我常常会听到民
宿业主这么说。意思是，做民宿这一行
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市场需求和用户
口味变化，随时对产品进行调整升级，才
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

事实上，改革创新早已刻入莫干山
民宿人的基因。4年前，90后姑娘姚荪
芳投资500多万元将家里的老宅改造成
城堡风民宿，没想到刚开业就遭遇疫
情。面对住客大幅减少的困境，她及时
调整营销方向，将客源转移到了商拍、派
对领域，同时想方设法做好“民宿+”文
章，在民宿附近建起户外体验基地，推出
骑马体验、机车打卡、下午茶等项目，生
意逐渐有了起色。

业内人士认为，如今民宿已经过了
数量增长期，转向品质培优期。除了根
据当下消费趋势及时转型，民宿经营者
还要深挖特色资源，坚守在地文化，才能
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蹲点中我们发现，开业 7 年来，无
论民宿外观怎么改、内部装修如何更
新，“云起琚”民宿主理人鲍红女始终
专注打造其特色业态——萤光水森林
生态园，通过萤火虫生态复育科普课
堂、萤光水森林音乐会等活动，充分展

示莫干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多样化的
生物特性，也为住宿游客提供了独一
无二的游玩体验。鲍红女还告诉我，
她们正打算对农场进行改造升级，结
合原有的萤火虫基地，进一步拓展亲
子研学业务。

在西坡集团创始人、莫干山民宿
行业协会会长钱继良看来，莫干山民
宿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版
本。1.0 版的莫干山民宿，主要以“裸
心谷”为代表，走旧房改造之路，体现
自然生态乡村风貌；2.0 版则在旧房改
造基础上，体现现代感，符合年轻人口
味；3.0 版既有城市酒店的硬件设施，
又有民宿管家式的服务特色，还融合
了主题公园、咖啡馆、餐厅、酒馆、文
创店等新兴业态，极大丰富了县域的
娱乐度假休闲产品供给，满足了游客
的多重需求。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
级，让莫干山民宿焕发源源活力。

眼下，行业在
回暖，经历了潜心
修炼，莫干山民宿
越发从容坚定。期
待它在守正创新中
不断开拓赛道，一
路向春而行。

让头回客变回头客
本报记者 叶诗蕾 蹲点地点：德清县莫干山民宿行业协会

鲍红女向本报记者（右）介绍民宿改造的故事。 共享联盟·德清 白羽 摄

叶诗蕾

本报记者（右）和临平企服中心诉求办理组助企服务员一起整理企业反映的诉求。
拍友 朱碧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