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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的庆同小
学，经常可以看到全校学生参与足球、曲
棍球、棍网球、小篮球等各项体育活动。
同时，双林镇虹桥弄蔡宅“侨胞之家”成
为侨联工作展示、侨贤协商议事、侨眷侨
属交流联谊的平台，获评全国侨联系统

“侨胞之家”典型选树单位。
2018年8月，蔡崇信先生个人捐资

在湖州市南浔区成立蔡崇信公益基金
会，致力于通过教育、体育来激励年轻一
代追求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以体树
人”是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实践和探索的
育人理念，通过体育教育，塑造年轻一代

的个人领导力和更健全的品格。为了让
孩子有更多运动项目选择，蔡崇信公益
基金会在家乡双林做起了尝试，先后引
进棍网球、曲棍球、旱地冰球等团体对抗
项目，并成立“以体树人”教育联盟。如
今，双林镇会定期开展棍网球友谊赛，每
次都有300名左右参与者。

就读于湖州中学的李晓非在申请
今年的奖学金时深情地写道：“基金会
温暖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孩子，他们将体
育精神带给我们，让我深受鼓舞，让我
知道公益不仅是给予受助者经济上的
支持，更是塑造品格。”

“蔡崇信先生是湖州南浔知名侨
贤，他怀着对桑梓的向往和热爱，将由
自己名字命名的蔡崇信公益基金会落
户南浔，致力于推动家乡共富共享。”
双林镇统战条线相关负责人表示。回
馈桑梓、着眼教育，基金会很快将目光
锁定南浔学子，开启了第一个公益项
目——蔡崇信助学金。

“我们希望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拓
展眼界、增强自信、点燃梦想、赢在未
来，希望他们常怀感恩之心，以实际行
动践行公益，回馈家乡与社会。”该基金
会理事长张正华说。

同时，该基金会还发起了捐赠南浔
区应急救护体系建设系列公益项目，累
计 已 捐 赠 176 台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实现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全覆盖。
回馈桑梓的脚步并未停歇。2022

年 10 月，由基金会捐资修缮的双林虹
桥弄蔡宅揭牌启用，这座跨越三个世纪
的百年老宅蝶变成为青少年文化教育
基地。接下来，双林镇统战条线将继续
紧紧围绕湖州市侨联“侨@南太湖”及
基层组织提升年有关部署要求，致力

“寻根·筑魂·圆梦”品牌的建设。
（张斌）

侨胞公益力量 点燃学子梦想

近日，家住湖州市南浔区石淙镇的
杨女士接到了冒充电商客服的诈骗电
话，并按对方指示一步步操作⋯⋯这时
杨女士想起了平时接收到的反诈宣传
提醒，立即警觉起来，连忙来到派出所
求问真假。反诈工作人员赶忙与银行
取得联系，证实为诈骗后及时采取行动
保护群众财产安全，成功为杨女士挽回
了14万元损失。

杨女士的警觉得益于石淙镇常态
化的防诈宣传，其中离不开“爱管闲
事”的新乡贤。近年来，石淙镇以乡贤
力量助力乡村治理，发挥村里的“能
人”“乡贤”作用，广泛调动新乡贤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新乡贤在
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发挥作用，在
推动引资引智、基层治理、乡风文明、
生态宜居、公益慈善等方面展示作为、
贡献力量。

“方师傅真的谢谢你，我们辛辛
苦苦打工的钱终于有着落了。”这两
天 ，在 石 淙 镇 新 乡 贤 工 作 室 的 帮 助
下 ，河 南 来 石 淙 打 工 的 李 先 生 和 他
的工友终于要回未结款的近十万元
工钱。

李先生口中的方师傅名叫方信
荣。今年刚退休的他闲不下来，凭着丰
富的从警经验，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处

理乡村矛盾，不仅担任了镇矛调中心
“心连心”调解工作室的核心调解员，还
是周六驻石淙镇新乡贤工作室的义务
乡贤调解员。

“ 在 乡 村 ，人 们 习 惯 于 依 靠 老
娘 舅、民 间 说 事 人 等 乡 贤 力 量 化 解
矛 盾 ，这 种 传 统 在 当 下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中 依 然 发 挥 着 积 极 作 用 。”方 信
荣 介 绍 ，像 这 样 的 纠 纷 调 解 ，在 当
地 屡 见 不 鲜 。 除 此 之 外 ，涉 及 环 境
整 治 、新 农 村 建 设 、集 体 修 路 修 桥
等 公 共 事 项 ，通 过“ 乡 贤 会 ”牵 头 ，
民 事 民 议 ，提 出 实 施 方 案 ，都 得 到
了有序推进。

近年来，石淙镇做精做实“乡贤+
治理”文章，以乡贤力量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有效化解基层矛盾、加快释放社
会资源，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今在石淙镇，各
行各业的乡贤在创新乡村治理、涵养
乡风文明等领域为家乡建设积极献力
献智，发光发热。他们帮助村委会建
设基础设施、慰问困难群众、解决村民
就业⋯⋯一名乡贤带动一个团队，一
个团队带回一批资源，“雁阵归来，反
哺家乡”的乡贤回归效应正不断释放，
新乡贤也成了重塑“水晶晶南浔”的重
要“同心细胞”。

用活“乡贤+”模式 做好“微治理”
钱佳雨

非遗是一种文化资源，更是一种发
展资源。西湖边有一家“爱馨共富工
坊”，用非遗技艺“穿针引线”，为周边居
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机会。
该工坊以清波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平
台，集成清波街道幸福邻里坊、清河坊
历史街区联合党支部、爱馨驿站的公益
资源和专业力量，让“指尖技艺”变为

“指尖经济”。去年全年，爱馨工坊培训

人数 2564 人，安置残疾妇女 14 人，带
动周边困难群体居家就业 56 人，在推
动低收入人群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家住杭州上城的小陈已经在爱馨
工坊学习从事杭绣工作 6 年了，在这
里，她绣好的花样会被加工成书签、抱
枕、手帕等各类文创产品。“我很喜欢杭
绣，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多了项赚钱养活

自己的手艺，日子也过得很充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爱馨工

坊的创始人吴莹女士是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萧山过江布”的代表性
传承人，一直致力于宋韵和非遗文化传
承。同时，作为清河坊历史街区联合党
支部书记，她与支部党员共同创办了这
家爱馨工坊，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投身公
益事业。吴莹带领支部党员，将绒花、

刺绣、扎染等具有杭州地域特色，但相
对复杂的非遗文化技艺重新解构，降低
学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门槛。“我们
还通过党建互助平台招募了一批志愿
者老师，指导学员由浅入深地学习，更
好地掌握技能，完成作品。对验收合格
的成品，工坊也会整合一些线上线下资
源帮助销售。”爱馨工坊负责人介绍。

（丰颖 钟千红）

传承指尖技艺 传递文化温度传承指尖技艺 传递文化温度 绍兴市柯桥区禁毒办针对马鞍街道易
制毒化学品企业多、易涉毒场所多、流动人
口多的实际情况，深入实践禁毒工作“驻村
守望制”，助推柯桥县域毒品治理现代化。

一是联动“三部门”，全面排查清
底。建立禁毒办与街道、派出所和村居
的联动工作机制。组织对辖区易制毒化
学品企业、易涉毒场所底数进行全面核
实，对辖区涉毒前科人员进行清底、核
实，确保底数清、状态明。

二是紧扣“三重点”，全面整治风
险。紧扣隐患清除重点，对相关企业、场
所进行全实地检查，现场指导整改 357
家 403 个问题，行政处罚 56 家。紧扣人

员管控重点，对吸毒人员进行筛查，发现
阳性人员 6 名。紧扣信息准确重点，严
格规范易制毒化学品报备手续，对 873
张报备手续不规范情况予以退回。

三是抓牢“三维度”，全面提升意
识。通过线上定期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及政策、通报检查情况、指导和解答业
务问题。推行“驻村守望制”以来共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 23 次、通报检查存在
问题 45 次、指导和解答业务 1900 余
次。通过驻村走访，发放相关宣传手册
1.2 万余份，现场培训、指导 180 余次。
推送禁毒宣传短信 91 万余条，宣传标
语、广告354余条。 （何钢良）

“驻村守望”助推治理

近日，以“新局势 新机遇”为主题的西
投云ZONE高峰对话在西湖举行，专家学
者、优质企业代表、创投大咖和创客精英等
15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在
大背景和大机遇下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
得未来的主题，共话未来，共谋发展。

“这次论坛活动话题鲜明，主讲嘉宾
以中国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现状为出发点，
对专利诉讼、电商平台侵权投诉、投资政
策进行了解读和答疑，为我们在场企业对
外投资发展提供了灵感与建议。”参与论
坛的某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高峰对话是西湖投资集
团（以下简称“西投”）2023 年的首场论
坛活动，自去年“向未来 共生长”产城服
务发展计划发布以来，西投下属的各个
园区已经持续开展各类“互学互促互通”

主题活动，通过不断强化党建统领，以党
建联建形式，让原本分散在园区的党组
织和党员形成“合力”，还借助集团统一
战线工作部联系广泛的优势，把西投与
入驻企业、企业家融合成为向上发展的
共同体。

接下来，西投集团将紧抓西湖区科创
活力迸发、优质人才集聚新机遇，深入贯
彻落实“六六行动”，以建立的大项目路演
基地为契机，联合省中小企业协会在人才
培养、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深
化合作，聚焦“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梯度培育，共同举办“创客中国”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激发高校学生、优
秀青年人才等青年群体在西湖扎根创业，
推进高校产学研精准对接，为区域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叶子 曹义）

西湖论剑 抢抓机遇

3月31日上午9时，天台县三州乡三州潭景区茶园里，锣鼓喧天，当地茶企、茶农、茶人喊
声震天响。“茶发芽了！”在“喊山祭茶”活动中,大家摆祭台，敬茶神，献茶枝，祈愿茶叶茂盛丰
收，现场还颁发“茶王”称号。三州乡是浙江龙井茶的重要产区之一，近年来通过“三茶”统筹赢
发展，“绿叶子”变身乡村振兴的“金叶子”，带富一方百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张伟群 摄

· 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