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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统
点亮“莲工”品牌

莲都区总工会职工书屋，是丽水市
首家实现自助通借通还的职工书屋，拥
有文学类、经济类、少儿绘本类、教育文
化类等共计 1 万余册书籍。自 2021 年
4 月开馆以来，入馆人次总计 4 万余人
次，日均120余人次。

莲都区工人文化宫加强职工文化
阵地建设，做好职工“娘家人”，充分发
挥职工书屋作用，积极动员和组织职工
读好书、用好书，从职工书屋中汲取营

养，激发职工的读书热情，丰富职工的
业余生活，使职工书屋成为职工成才的
摇篮和沃土。

以职工书屋为建设载体，莲都区工
人文化宫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
育读书沙龙活动。在传统节日，莲都区
工人文化宫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
艺活动，做到下基层、进社区、进企业，
引导职工积极参与，形成多方联动、多
点开花的局面，全面激发职工工作的积
极性，提升职工的自身素质，营造和谐
发展的氛围。

从举办“致敬新时代 职工心向党”
职工十佳歌手大赛，到举办“中国梦 劳

动美”文艺演出，再到“红五月·莲都区
职工演讲大赛”等，莲都区工人文化宫
陆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
纷呈的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的
精神文化需求。

整合资源
延伸服务触角

莲都区工人文化宫与多家基层企
业携手，建起职工文化服务站，向全区
招募公益教师及文化服务志愿者，进一
步扩充文化宫公益师资队伍，提升服务
质量。

同时，根据不同职工群体的文化需
要和求知需求，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
务水平，主动服务基层，有效覆盖职工
千余名。

为减轻在职职工家庭负担，保障职
工子女安全充实过好假期，莲都区总工
会利用八楼多功能厅场地，组织开设假
期“爱心托班”。

“爱心托班”为纯公益性质，托班
内容包括作业辅导、劳模宣讲、社会实
践，心理辅导、手工实验、素质拓展、益
智游戏等，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
玩。

“由于爸妈工作忙，以前我一个人
在家很无聊，现在来到这里，认识了好
多新朋友。”一外卖小哥的孩子在参加
工会暑托班后说。

各基层工会也在发力，结合本地资
源开设独具特色的“爱心托班”。莲都
区岩泉街道朝阳社区工会“爱心托班”
专门邀请城西小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胡老师，为小朋友讲解预防手机成瘾
心理健康知识。他以生动形象的讲解
和互动交流，帮助孩子学会放下手机，
养成健康作息的好习惯。

此外，莲都区工人文化宫还大力开
展各项文体活动。灯谜协会定期开展
研讨会，研讨传统灯谜文化；围棋协会
举办交流赛、业余围棋团体联赛等，为
广大围棋爱好者提供切磋、交流的平
台；莲都区职工合唱团邀请专业老师开
展声乐课程、合唱排练等，帮助有这方
面爱好的职工提升合唱水平。

数字赋能
让文化“动”起来

近日，由莲都区工人文化宫与莲都
区商务和金融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莲
工·学堂”2022 年互联网营销师技能培
训工会专场活动召开。授课讲师现场
手把手指导参加者拍摄剪辑短视频、模
拟直播间直播等，并为莲都职工群众提
供了优质免费的互联网营销培训服务。

参与培训的叶先生说：“培训的课
程内容丰富多元、可操作性强，覆盖了
互联网营销概念、短视频拍摄和制作、
互联网营销师必备技能等多个模块，有
效提升了我的网络营销和电商服务水
平。”

亲子烘焙DIY·新春甜蜜烘焙课，丰
富职工子女的课余生活，增进亲子关系；
乐享慢生活·咖啡公益培训课，让参与者
体验亲手冲泡咖啡的乐趣，学习鉴别和品

味咖啡；指尖上的芭蕾·手工钩针编织课，
让参与者掌握编织技能⋯⋯为扩大文化
活动覆盖面，让更多职工普惠受益，享受
多样化、特色化的文化服务，莲都区工人
文化宫还专门开展了“你点我送”系列专
场课程。基层工会根据需求“点单”，即可
专场定制形式多样的活动。

莲都区职工公益合唱团专门推出
线上直播课，将音乐课程搬到线上，让
40 余名合唱团的职工学员足不出户即
可上课。“我是第一次为合唱团成员线
上授课，学员们通过线上学习方式，也
能直观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合唱团指
导老师刘金燕说道。

通过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真正让文
化“动”起来，让文化空间“活”起来，更
好地激发了莲都当地职工群众参与文
化活动的热情。莲都区工人文化宫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继续开展
60 余个专场班次，涉及 20 余类文化课
程，预计惠及职工2000余名。

莲都区工人文化宫：打造新时代职工“新乐园”
叶明宇 每 文

“书屋的环境很舒适，书籍种类也非常多，在这里看书，我感到幸福。”

职工李女士是丽水市莲都区总工会职工书屋的常驻嘉宾，一到周末，她就

会来书屋借阅专业书籍，给自己“充充电”。

莲都区工人文化宫作为联系职工和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是公共文

化和群众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莲都区总工会和丽水市工

人文化宫的指导下，重点围绕职工需求，突出“工”字特色，坚持“公益+普

惠+特色定制”的服务理念，做深做实“莲工·益”“莲工·学堂”服务品牌，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技能培训，提升职工综合素质，打

造新时代职工的“新乐园”。

通过通过““累了么累了么””应用开展线上福利送花活动应用开展线上福利送花活动

在在““中国梦中国梦 劳动美劳动美””文艺演出中工人们展现拼搏进取的精神面貌文艺演出中工人们展现拼搏进取的精神面貌。。

办好办好““爱心托班爱心托班”” （图片由程美双摄）（图片由程美双摄）

发挥人才、科技力量，小山村也能
“出圈”。近日，前往杭州市建德莲花
镇果蔬乐园体验采摘游的游客络绎不
绝，吸引游客的秘密是今年果蔬乐园
试种成功的浙樱粉、黄妃、黑珍珠等品
种小番茄。这些小番茄因色泽美观、
果品均匀、口感鲜美，也吸引了不少杭
州大型农批市场主动上门订购。

莲花镇小番茄“出圈”并非偶然。
“以前莲花镇的农业产业并不出众，近
年来，我们通过发挥科技与人才的力
量，为莲花田间地头赋能。”莲花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莲花镇被列入
杭州市整乡镇推进山区农业产业项
目，以此为契机，莲花镇开始重点发展
以铁皮石斛、茶叶、粮油蔬菜为主导的
3个产业。

技术与人才从何而来？
从本土人才说起，建德有不少人

听说过杭州九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公司负责人许建茹，“作为一家从事铁

皮石斛种植、加工、销售与技术服务为
一体的农业科技型企业，公司不仅为
铁皮石斛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技术保
障，也带着周边百姓蹚出了一条致富
的新路子。”莲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企业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级
科技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2 项，并荣获

“浙江省科技兴林一等奖”，同时也致
力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乡贤是助力莲花镇高质量发展的
宝贵资源，“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
者、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徐建龙就是这样一位莲花乡贤。
2022年，在他的科技技术支持下，莲花
镇先后引进试种了“早梗一号”“桃秀优
美珍”“长粒香”等优质水稻品种，并建
设起首席科学家育粮示范基地，推动水
稻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通过强村公司‘戴农富乡村发展
有限公司’试种推广，目前有1500余亩

农田已经种上了优质水稻，预计实现
产值200万元。”莲花镇相关负责人说，
在徐建龙的牵线搭桥下，目前莲花镇
还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建立
党建联建机制，双方通过深化技术合
作，正尝试补齐莲花镇稻米深加工等
短板弱项。

“去年，莲花乡贤还帮忙引进了
技术含量较高的‘寿光蔬菜’种植模

式，建起了 30 亩高标准设施大棚，种
植的小黄瓜一年四季都能采摘并备
受市场青睐。”莲花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未来，莲花镇将继续重视科技人
才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持续招引优质
人才扎根乡村，强化人才支撑和组织
保障，大力推动人才在农业领域的引
领作用，助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
一体推进。

建德市：科技赋能美丽乡村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王正伟

建德市：科技赋能美丽乡村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王正伟

建德市莲花镇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德市莲花镇供图

4 月 15 日，2023 首届肿瘤精准免
疫治疗（安吉）峰会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院士、专家等业界精英相约安吉，
聚焦生命健康产业这一主题，交流分
享创新技术，共话产业发展。

此次活动由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浙江
大学癌症研究院、安吉县委县政府主
办，湖州市市场监管局、安吉经济开发
区、安吉县投促中心承办。

活动当天，16 位嘉宾作主题报告，
分享各自在肿瘤精准免疫治疗的研究
成果。在高峰对话环节，这些专家学
者与企业家代表等围绕肿瘤精准免疫
治疗发展趋势及产业化发展频频碰撞
思想的火花，为安吉生命健康产业发
展建言献策。

“健康产业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安吉举办这样的活动，对下一
步发展生命健康产业会起到极大的促
进作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
细胞治疗中心主任张毅表示。在他看
来，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最关键的还是
人才，安吉要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
制定出台人才政策，更好地推动人才
引、育、留、用。

与会人员中，有着丰富科研经历
的王正远博士便是安吉新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于近期入职科医联创（浙江）生
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安吉政府对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非常重

视，这里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
接下来，他将在安吉开展科研创新，努
力把相关基因检测和分子诊断技术应
用到临床、药物开发、临床检验诊断服
务。

会上还举行了浙江·安吉肿瘤免疫
创新研究院建设启动仪式，该研究院由
安吉经济开发区和科弈（浙江）药业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专注于肿瘤免疫
领域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研究院的研
发成果将有助于提升安吉生物医药领
域的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

据悉，生命健康产业是“十四五”
期间安吉重点打造的首位产业。近年
来，安吉经济开发区锚定“生物医药与
医疗器械”特色产业集群方向，瞄准创
新型高值医疗器械领域，重点发展免
疫治疗、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等新兴
领域的创新型项目和产业，全力打造

“浙北生命健康”产业高地。目前，开
发区疫苗(免疫)产业群被列入第二批

省级“新星”产业群培育名单，生物与
医疗器械产业集群（生物药）被列入第
一批“浙江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核
心区协同区创建名单。

以产兴会、以会促产，是安吉经济
开发区持续打响产业品牌、做大首位
产业的重要举措。安吉开发区通过举
行各类峰会、论坛、赛事，在生命健康
产业的学界、业界以及投融资领域打
响品牌，赢得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本的
关注。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该区累
计招引落地高端生命健康产业项目 28
个，累计总投资140亿元。

“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安吉拥有区
位优势、产业基础。当前，我们正从项
目招引和落地、人才、政策等多个方面
发力，推动产业进一步集聚。”安吉经
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开
发区将加强与参会平台、企业对接合
作，加快活动成果转化，让更多优质项
目落户。

搭平台 聚资源

安吉“以会为媒”做大生命健康产业
杨斌英 江 汇

峰会现场 殷兴华 摄峰会现场 殷兴华 摄

陆志鹏 杨斌英

4 月 13 日，在湖州市南浔区千
金镇东马干村，村民刘一水正在鱼塘
喂鱼饲料，鱼塘内活蹦乱跳的大鱼让
老刘笑逐颜开。“多亏了沈彬良的永
根专业合作社，我的鱼塘现在就我一
个人，也不用自己送到菜市场去卖，
只要专心把鱼养好，技术、销路合作
社都会帮忙。”刘一水说，现在养鱼，
可以稳稳地赚到钱。

作为当地乡贤之一，沈彬良对于
千金农业的发展一直有着深厚的情
结。他在上大学前就对身边的人说，

“等我毕业回乡创业”，这份初心，他
一直坚守着。2010 年，27 岁的沈彬
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辞去了五星级
酒店的高管职位，毅然回乡发展农
业，之后组织当地水产养殖户成立了
生态渔业专业合作社，目前已经发展
到139户。

家乡发展，离不开乡贤助力。如
今在千金，像沈彬良这样的乡贤纷纷
投入到家乡的发展中来。他们带着
经验、资源和梦想，回到家乡，在南浔
区委统战部、团区委等部门的指导
下，开展“三服务”活动，投身到广阔
的农村天地间。

眼下，在千金镇的广东勇记水产
有限公司“未来渔场”项目现场，塔吊
林立，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去年
3 月，我们从乡贤处得知，广东勇记
水产有限公司计划在长三角区域投

资建设‘未来渔场’项目，主营工厂化
智慧养鱼以及预制菜深加工。”千金
镇统战条线相关负责人介绍，多亏了
乡贤提供的这个消息才引来了项目
的落户，目前该项目正在全面建设
中。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
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9 亿元，产
生利税超 1000 万元，包括科研孵化
基地、养殖厂房、工厂化养殖系统、恒
温系统、仓储加工基地、冷链物流系
统等。

“多次实地考察让我们感受到
了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我们希望
能跟千金一起更好地发展。”广东勇
记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说，项目建
成后，将以“公司+农户”合作机制
运行，带动当地群众参与养殖，同时
通过鱼产品预制菜加工，带动周边
群众就业。

“乡贤这一特殊人才是乡村振兴
不可或缺的力量。”千金镇统战条线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镇充分
发挥“乡贤+”资源优势，实施“乡贤
引资引智·反哺故里”行动，全域化推
进“最美家风+”建设活动，全方位培
育展示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多乡贤力量。

下一步，千金镇将进一步凝聚乡
贤力量，充分发挥乡贤的亲缘、人缘、
地缘优势，打造乡贤记忆馆，用好乡
贤会客厅，让更多的乡贤为家乡发展
献计献策。

南浔千金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打好乡贤牌 走出新路子

南浔区千金镇渔民捕鱼场景 邹一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