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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共富工坊 振兴有方
顾志鹏 孙伟健

“巾帼荟·共富工坊”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胡建勇指导残疾人工作 饶晓林 摄

小工坊奏响致富新曲

素有“浙东小运河”之称的南官河，
是连接黄岩、路桥、温岭的水运要道，其
中以地处南官河黄金中段的路桥受益最
丰。黄金水道、风调雨顺，夯实了路桥农
业的根基，促进了路桥集市的繁荣。

乘着共同富裕的浩荡东风，路桥小
工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茁壮成
长。路桥区党建引领，协同推进以新农
民、新农村、新产业为特点的“三新”共富
工作，涌现了一批“共富工坊”新样本。

采得百花成新景，苗木为笔绘共
富。位于峰江街道蒋僧桥村的百花共富
工坊，是一家由峰江街道和路桥园林龙
头企业浙江百花园林集团合作建立的产
业赋能式共富工坊。峰江街道以百花共
富工坊为依托，有效畅通村企合作渠道，
推动富余劳力转为富裕动力，为强村富
民注入红色动能，实现村民在家门口有
活干、有钱赚，描绘出一幅“机遇共享、要
素共用、产业共建、品牌共创”的共同富
裕新前景。探索“企业+共富工坊+农
户”联建模式，吸纳蒋僧桥村等周边村社
闲置劳动力就业 300 余人次，人均增收
2000元/月。

人间有“味”是清欢，探寻舌尖上的
共富路。位于新桥镇金良社区的二嫂乡
苑美食共富工坊，是经稻香果园联合党
委盘活12间闲置农房改造后引入的，工
坊立足“美食+产业+旅游”特色发展路
线，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做大做强

“农家乐经济”，通过美食产业带动助力
乡村振兴。工坊已带动就业50余户，实
现周边居民增收近200万元。

路桥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共富工坊”是建强“红色根脉”基层堡垒
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城乡融合”协同发
展的重要纽带，是推进“扩中提低”取得

实效的重要切口。

六大行动壮大小工坊

2022 年 11 月，路桥区桐屿街道成
立助富基金，新乡贤共同入股500万元，
打造电商直播共富体，激活乡村振兴的

“流量密码”。“助富基金”采用“财政奖
补+社会众筹”双轨模式，鼓励引导辖区
企业入资，每年根据实际增资，专项用于

“共富工坊”建设。
这是路桥区多措并举壮大“共富工

坊”的一个缩影。为高质量推进党建引
领“共富工坊”建设，路桥区以“共富工
坊”为基础、以党建联建为抓手、以产业
升级为牵引，深入实施“六大助富”系列
行动，努力将“共富工坊”打造成发展之
坊、富民之坊、数字之坊、强基之坊、暖心
之坊。

设置“助富橱窗”。在各村社人口密
集、厂区集中的区域设置“助富橱窗”，为
企业员工招聘、村民房屋租赁等提供统
一展示窗口。

举办“助富集市”。以农村片区联合
党委为主体，由各成员单位轮值牵头，每
月 1 次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后
备箱集市”等活动。

培育“助富直播”。创新“支部搭台、
直播带货、农户受益”新模式，建设共享
直播间，为各村社、企业提供免费直播场
地；孵化带货村播，邀请专业主播开展培
训，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农民主播矩阵；
定期开展“直播销售大比拼”活动，培育
一批有地方特色的电商品牌产品。

设立“助富物流”。针对农产品保存
期短、运输成本高等难题，依托快递行业
联合党委，整合 13 家快递物流公司及
42 个网点，实现三级物流快递网络全覆
盖，快递进村率 100%。推出“红色助农
物流”、“大企牵小企”物流，与村社签订

助农产品合作协议，进驻
各村社红色助农物流点，
实现快递降本提质。

推出“助富金融”。联
合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路桥农商银行等金融机
构在线上App设立“共富工坊”
专栏、线下银行门店设立“共富专
柜”，通过“柜姐带货”“金融助农”等
免费为共富工坊产品直播带货。设
立“共富工坊贷”，针对低收入群众、电
商企业提供直播电商式共富工坊专项信
贷2000万元。

综合服务赋能小工坊

位于路桥区日用品商城电商园区的
共富直播带货中心，不定期举办“共富工
坊”专场活动，将小工坊特色产品带到千
家万户。路桥“共富工坊”因此有了更大
的“靠山”：依托“台州好产品直播供应链
基地”设置全区共富工坊产品专区，搭建
直播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通共赢。

得益于良好的电商基础和市场优
势，台州市“共富工坊”综合服务中心也
落户在中国日用品商城，并于 2022 年
11月正式启用。

台州市“共富工坊”综合服务中心，
通过发挥党建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加强
统筹调度，为全市“共富工坊”以及参建
各方提供咨询服务、运行服务、展销服
务、培训服务、帮扶助力等全方位服务，
助力“共富工坊”更好实现农民增收、企
业增效、集体增富，打造具有台州辨识度
的“三新”农村共富模式重要载体和共富
先行标志性成果。

目前，已集成台州各地“共富工坊”
名优产品入驻台州市“共富工坊”综合服
务中心。通过与中国日用品商城的台州
好产品直播供应链基地“直播+供应链”

营销资源共享，共同搭建一站式品牌推
广、产品营销平台，一站式直播供应链基
地和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宣传推介“共
富工坊”建设成果，精选台州制造、“妈妈
的味道”等产品优先入驻，建设富有台州
特色的好产品供应链，进一步提高产品
知名度、竞争力；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
制，创建“共富工坊”产品入驻新模式，共
同助力台州市“共富工坊”综合服务中心
打造成为省级共富工坊产品展销示范基
地。

值得一提的是，路桥区依托“共富工
坊”综合服务中心，建立本地资源、供给
需求、政策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低收
入农户）“四张清单”，为筹建“共富工坊”
提供对接。同时针对有合作意向、尚未
落地的“共富工坊”主动介入，帮忙协调
解决问题。

互联互通、义利并举，小工坊方有大
作为。在城乡居民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路桥将进一步以党建联建为纽带，以
更强合力推进“共富工坊”建设，以更高
标准推动“共富工坊”取得更多标志性成
果。在“扩面”“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打造更多省、市示范“共富工坊”。果农在百花“共富工坊”红管家的协助下于“大棚共享直播间”进行直播 池安宁 摄果农在百花“共富工坊”红管家的协助下于“大棚共享直播间”进行直播 池安宁 摄

桐屿街道小稠村“阳光工坊”工作人员
为“稠记”枇杷露贴牌打包。

蒋友青 摄

桐屿街道小稠村桐屿街道小稠村““阳光工坊阳光工坊””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为为““稠记稠记””枇杷露贴牌打包枇杷露贴牌打包。。

蒋友青蒋友青 摄摄

路桥枇杷文化节共富集市促进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杨蒙亚 摄

5 月 23 日，在湖州市德清县新市
镇句城村，村委会屋顶的太阳能光

伏板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光
伏电站并网后发出的清洁电通

过绿电聚合的模式输送至第
19 届杭州亚运会比赛场馆

之一的德清地理信息小镇
篮球场，为场馆照明、通
风等注入绿色动能。

湖州市首个光伏共富
发电项目日前在德清县新市

镇句城村、宋市村建成投产并
无偿移交给两个村集体，项目由

国网浙江营销服务中心发起的
“益”起种太阳公益项目投资建设，

预计年发电量9.9万千瓦时，每年能为
村集体增加收益4.5万元。

“益”起种太阳公益项目是在光照
资源较好的地区开展光伏发电建设工
程，帮助农村地区人口收入稳定增长。

光伏发电站建成后的所得收益将用于
该村孤寡老人帮扶、村内基建完善、用
电安全提升等公益事业，实现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在完成施工和并网后，国网德清县
供电公司员工通过“网上国网”App 等
用户交互平台，倡导用户开展“做任务、
得阳光值”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用户助
力的“阳光值”最终以公益金形式，用于
在光照条件较好的乡村地区继续建设

“光伏共富电站”，通过借“光”增收，从
线上延伸至线下，以点带面辐射形成一
套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公益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该光伏共富项目已
完成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信息平台注
册并成功在浙江省电力交易中心开展
绿电交易，至此该项目发的清洁电成功
通过绿电聚合的模式输送至杭州亚运
会比赛场馆，相比直接上网，预计可为
村集体每年增收8000余元。

截至目前，这项由国网浙江营销服
务中心发起的“益”起种太阳公益项目
已开展两期。第二期活动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全渠道上线，在 11 月初开启捐
赠活动，一个月内完成资金募集，累计
捐赠人次 15.08 万人次、捐赠积分+阳
光值共计价值 50.93 万元。活动期间，
网上国网新增注册用户2.26万，环比增
长 17.66%，联合开展公益交费类活动，
近 30 日交费笔数新增 42.50 万笔，环比
增长35.54%。

公益光伏“照亮”乡村共富路。未
来，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将聚焦清洁
低碳、共同富裕、创新创效等工作内
容，继续以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官、能源
发展主力军的责任担当，履行好央企
社会责任，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单位，全
力做好能源电力绿色低碳发展和供应
保障工作，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
国赋能。

湖州德清：公益光伏照亮乡村共富路
刘丹怡 陈妍宏

深化党建联建机制，迭代升级党群
创业共富工程⋯⋯海宁市高度重视共
富工坊建设，聚焦精准化服务，有力推
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
海宁市长安镇正以全面推行“共富工
坊”为载体，积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
实现家门口就业，真正让“共富工坊”成
为助推共同富裕的加速器。

全 心 示 范 ，“ 富 民 之 坊 ”亮 点 纷
呈。长安镇特色产业突出，在兴城、天
明等“产业基础好、龙头企业多”的强村
优势带动下，不断释放“龙头效应”，推
动大企联小村、大户带散户。

依托电商直播建立新型工坊模式，
海宁市花卉产业农合联直播“共富工
坊”和虹安园艺直播“共富工坊”，先后
培育了 130 余位农户通过直播带货实
现增收。这两个案例均入选全省《百家
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典型案例》。

立足未来乡村建设及农旅融合优
势，兴城美洋洋文旅综合体共富工坊，
采取“村党委统筹引领+强村公司管理
运营+红管家带头参与+农户自由就
业”运营模式，构建多元发展模式，吸纳
126人就业，村集体年均增收38万元。

东升村成立“木兰富能”共富工坊，
主要针对村内妇女推出项目，发动党员

化身“红色经纪人”，架起村民与工坊间
的桥梁，累计吸纳低收入群体及其他富
余劳动力 180 余人，实现人均月增收
2500余元。

全 面 开 花 ，“ 全 民 之 坊 ”形 成 矩

阵。有了示范带动，工坊培育全面推
进。长安镇进一步发挥“组织聚合、农
户聚集”优势，加强村企结对，根据区域
产业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分类指导、
分级推进，着力打造了类型丰富、各具

特色的“共富工坊”，形成遍地开花之
势。

截至目前，长安镇已培育农旅融合
型、来料加工型等各类市级示范工坊14
家，镇级储备 11 家，吸纳就业 2400 余
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160 多人，人均月
增收3000余元。

全域覆盖，“联民之坊”机制完善。
工坊建起来，如何管理？长安镇专门成
立镇级共同富裕专班，突出党组织中枢
作用。

围绕“怎么建”，每季度专题研究工
坊建设，形成“四张清单”，调度各类资
源、人才和政策。

围绕“谁来管”，建立工坊“包联领
导—驻村干部—村班子成员—红色管
家”四个一联系机制，培育红色管家 25
人，牵头协调工坊及党组织建设，切实
加强政治引领和安全监督。

围绕“如何长效”，“线上+线下”推进
“潮城共富工坊”及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建
设，推进零工就业数字化、规范化。

下一步，长安镇将依托全市首家镇
级共富工坊服务中心的启用，以“潮城共
富工坊”应用场景为平台，在村务虚拟工
坊、择业技能提升等方面再探索，持续深
化党群创业共富工程。

海宁长安镇：助力农民家门口就业
余 丽 朱一筱 吴卓磊 裘鑫晓 余丽

“侨乡丽人”“侨乡优品”“侨乡村
游”⋯⋯近一年来，丽水市青田县依托
全域党建联建，全面推进“共富工坊”建
设，打造系列侨乡“共富工坊”品牌矩
阵，构建起“党组织领着跑、村两委带着
做、企业帮着干、群众跟着富”的共富新
模式。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共富工
坊”77 家，推动 3897 名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致富，人均月增收 1900 余元，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超400万元。

“侨乡丽人”，织密巧妇“就业梦”。
“工作就在家门口，操作简单易学，一天
能挣百来块钱，还不耽误接送孩子做
饭。”在青田县“巾帼荟·共富工坊”，工
人刘少芬正在缝纫。

这家工坊主要从事服装生产、来料
加工，专门为残疾人和低收入群众设立
工位，扶持培育了 5 个来料加工专业
村，带动创建8家“侨乡丽人”来料加工
示范基地。此外，还帮助周边的缙云、
景宁等地建设 17 个来料加工点，累计
带动上万名妇女、残疾人群体实现增收
致富。

为更好发挥该工坊的辐射效应，在
青田、庆元、遂昌三地县委组织部牵头
下，建立了“一坊三地”“巾帼荟·共富工
坊”党建联建模式。

如今，“侨乡丽人”已成为当地的一
张金名片，串起了困难群体“家门口”就
业的“幸福链”。

“侨乡优品”，充实村民“钱袋子”。
“金存礼，31200 元；金水英，18000 元
⋯⋯”在青田县祯旺乡上垟村，“知味
红·红糖工坊”负责人叶正荣正陆续给
村民发工资。

去年，上垟村共种植80亩甘蔗，生
产红糖2万余公斤，带给村集体入股分
红 8 万元，带动当地村民务工增收 28
万余元。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带回了家乡，他们通过直播
卖货推动“山货进城”。

作为一家集种植、制作、销售为一
体的绿色生态蔗糖制造企业，也是青田
重点打造的“侨乡优品”，“知味红·红糖
工坊”还与意大利新金源公司建立“红
糖出海”战略合作，让红糖“甜”到海外。

“侨乡村游”，盘活山区“绿经济”。
“这里环境清幽，是回归自然的好去
处。”在青田坐忘谷景区，上海游客徐先
生感叹不已。该景区占地150亩，是青
田最大的文旅综合体项目之一，开业以
来“一房难求”，日均游客超300人次。

2022 年，景区负责人周金艳主动
将景区建设与“共富工坊”创建融合，成
立“坐忘谷·共富工坊”，探索走出了一
条“党建统领、龙头带动、村企融合、村
民致富”的乡村文旅带富新路子。

一座座侨乡“共富工坊”，带动了村
民就业，带富了产业发展，带火了山区
经济⋯⋯下一步，青田将推动“共富工
坊”提能升级，提升辨识度和影响力，进
一步拓宽山区共富路。

青田：拓宽山区创富路

在德清县新市镇宋市村，国网德清县供
电公司以“村网共建”模式推进红船光明电
力驿站建设，赋能乡村共同富裕。

陈海龙 摄

运河公益星期六系列活动之“红社助农 共‘富’春天”运河共富集市 高晨晨 摄

双峰山映三汊水，十里街分五道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台州路桥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民营小微金融机构；

中国第一款民企制造的汽车从这里驶向世界⋯⋯路桥完成了从一座江南商贸古镇到现代化新区的完美嬗变。

农商并重，义利并举。如今，“敢为天下先”的路桥人，开拓创新、善作善成，以全域推进“共富工坊”为主引擎，打造新时代城乡共同富裕的路桥范式，建设活力商都、制

造名城、金融高地、宜居乐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