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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乡贤争当致富“领头雁”湖州：乡贤争当致富“领头雁”

近日，位于长兴县和平镇横山村
北洋桥街道的长城边咖啡店，游客纷
纷前来打卡拍照，人气火爆，原本安
静的弄堂里多了一丝“烟火气”。

1989年出生的姚双双，是长城边
咖啡店的主理人，同时也是和平镇的
一名新生代乡贤。一年前，她随丈夫
回到老家，开启了富有挑战性的创业
之路。“这几年村里发展越来越好，老
公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赢利后，夫
妻俩不忘回馈村里的支持，从售出的
每一杯咖啡中提取 0.6 元作为慈善基
金，让前来打卡的游客都成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一份子。

咖啡香气沁入心脾，红色精神印
入脑海。通过“微改造、精提升”，长
城边咖啡店还与红色文化宣讲阵地
完美结合，开设特色党课，融合乡贤
和红色文化两大元素，带领党员重温
党章党史。“这将作为横山村党史学
习教育的一项创新活动，每月定期开
展，利用好区域内红色资源，搭建红
色平台，致力于打造全新服务阵地。”
和平镇横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徐继民介绍。

夜幕降临，位于长兴县和平镇马
家边村的 45 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统
一点亮。灯光下，村民围坐在一起聊
着家常，感叹村里的大变化。据了
解，价值 8 万元的太阳能路灯由该村
乡贤陈均衡捐赠，此举不仅照亮了群

众“幸福路”，也温暖了村民的心。
“每次回到家乡都能看到新变

化，我就想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建设出
一份力，为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陈均衡简单的几句话，透露出了对家
乡浓浓的爱。早些年他在苏州工作，
却一直心系村里发展。2008年，带着
资金和对故乡的眷恋，他放弃了大城
市的优越生活，主动回乡创办了长兴
常丰量具公司，招收当地员工 100 余
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不仅按照
员工各自的需求和能力安排工作岗
位，还特意制定了“农忙假”“采茶假”
等假期，让村民打工挣钱和照顾家庭
两不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今年以来，和平镇在长兴县委统
战部的指导下，积极推进“乡贤带富”
工作，新增 3 家与下属村社形成帮扶
结对的新乡贤企业，新建投资额超
1000 万元的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项
目 1 个，创新打造县级新乡贤“同心
共富”实践示范基地 1 个，全力推动
人才回家、智力回乡、资金回流、文化
回哺、公益回扶、人气回聚，走出了一
条迎乡贤、助乡兴、奔共富的和平路
径。

树有根，水有源；人有祖，知渊
源。在和平镇，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
乡贤，怀揣着反哺家乡的初心，在助
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为家
乡作出自己的贡献。

长兴和平镇：
从“颜值”到“产值”的乡村蝶变路

许 旭 陶蕴哲

进入夏季，位于湖州市织里镇湖
星农业科级有限公司的湖蟹进入生长
关键期，蟹塘水温、PH、含氧量等日常
监测密度加大，投喂饲料也较春季增
加了频次。公司投资人、织里镇新乡
贤黄昭辉曾留学于英国，回乡后一头
扎进农业，现在每天忙着与蟹农一起
参与蟹塘管理和运营工作。

“我们引入‘数字化管理+互联网
追溯’‘公司出资+蟹农养蟹+统一销
售’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家乡湖蟹进行
价值赋能。”黄昭辉介绍，该公司养殖
基地共计占地 2010 亩，2022 年带动
蟹农创收超 700 万元，年销售额达
5000万元人民币。

同样是“海归新农人”，毕业于
美国大学的洪洁，通过人才引进来
到 织 里 镇 ，成 为 当 地 的 一 名 新 乡
贤。她投资成立了湖州蟹临门农业
科级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太湖水源，
通过蟹、虾、稻综合种养的模式，培
育 高 品 质 蟹、虾 和 稻 谷 ，并 创 立 了

“蟹临门”独立商标，将农产品品牌
化运营，现该公司农产品已基本实
现国内全覆盖。

“返回织里，我一直想在这里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侨胞新青年栾金祥
说，他与黄昭辉、洪洁以及湖州优秀青
年企业家王佳、养蟹专家沈云杰一起，

在太湖边创立了 3500 亩的溇港人家
特色农业综合产业园，该园区以太湖
水进行生态养殖，有着高标准基地建
设、高科技手段管理，还得到了相关院
校技术支持。

近三年的发展，该农业综合产业
园俨然成了长三角地区最大单体绿色
科技综合种养基地。年产太湖蟹约
80 万斤，蟹苗 10 万斤，太湖一号大沼
虾 4000 斤，小龙虾 5 万斤，生态稻谷
30万斤。

新青年讲好“蟹故事”，这只是织
里镇凝聚乡贤力量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之一。近年来 ，织里镇
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加
大人才引入力度，鼓励海外归国人才
回乡创业，着力提升发展乡村经济，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数据显示，2022 年织里登记在册
的归国侨胞数量达 580 人，其中青年
占比 85%。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
绝大部分侨胞新青年都留在了国内，
半数以上在织里本土创业就业。截至
目前，织里涉侨投资企业达 38 家，其
中规模以上侨企 26 家。如今，这些侨
胞新青年，正在织里这片创新创业的
热土上，全力用好自身的学识、人脉、
资源，为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

吴兴织里镇：
新青年讲好“蟹故事”

杨斌英 王凌云

“成功了！成功了！”浙江吴越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县下渚
湖街道乡贤归毛头激动地喊道。近
日，由归毛头带领探索的青虾与光唇
鱼混养模式，历时 3 年时间，最终试验
取得成功，并将在全县进行推广。

盛夏时节，走进下渚湖街道，波光
粼粼的水塘与郁郁葱葱的植被交相辉
映，沿着平坦整洁的道路缓缓前行，不
一会儿便来到了浙江吴越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旁边就是成片的水塘，
20多名养殖户正在田埂上忙碌着。

57 岁的王阿荣是下渚湖街道四
都村的一名残疾人养殖户，3 年前开
始从事青虾养殖，现养殖面积达50余
亩。刚入行时，他直接通过采购幼虾
进行养殖，成本相对较高。2022 年
初，他购买了 220 斤吴越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培育的“太湖二号”种虾，在公
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成功培育幼虾
2000 多斤，年底收获净利润 35 万余
元，成为“太湖 2 号”种苗的第一批受
益养殖家庭之一。

在下渚湖街道，像王阿荣这样在家
门口创业就业的村民不在少数，其中还
有27户残疾人家庭。“以前要想找一份
工作养家糊口都难，现在能靠自己的劳
动致富了，生活有了保障。”下渚湖街道
残疾人养殖户老马说。

近年来，下渚湖街道充分发挥乡贤
作用，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服务中心大
局的一项重点工作，积极搭建创业就业
平台，以特色种养托起致富梦想，有效
带动村民就业创业，走出了一条乡贤助

力产业振兴的致富增收之路。
创办浙江吴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归毛头是下渚湖街道颇有名望的一
名乡贤，也是“水精灵”共富工坊的带
头人之一。他从 1992 年开始尝试青
虾人工养殖，先后探索推广了黄颡鱼
人工繁殖、虾鳖稻生态混养、青虾早繁
等技术，获得了“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
头人”荣誉称号。如今，吴越农业已成
为下渚湖街道的农业龙头企业，但归
毛头始终不忘社会责任，探索提升青
虾养殖效益的新技术、新方法，依托党
建联建、五社联动等平台，无偿将研究
成果分享给街道养殖户。

据了解，德清县青虾养殖过去通
常与白鱼套养，以降低小虾比例，但白
鱼市场价格低，整体养殖效益提升有
限。为了提高养殖户的土地利用率和
养殖效益，归毛头在2020年又投入了
新的研究中。经过反复筛选、培育、套
养，他成功探索出青虾与光唇鱼套养
模式，该模式每亩收益比纯养模式提
高了 35%—45%，比传统套养模式提
高了18%—30%。

“现在的试验成功只是第一步，公
司将规划出200亩养殖塘作为试验示
范区域，进行各品系青虾和光唇鱼套
养模式，开展更科学的混养养殖试验，
通过示范带动、模式推广，帮助更多街
道养殖户致富。”归毛头信心满满地
说。接下来，下渚湖街道将进一步发
挥好乡贤领路人的角色，为农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铺展村美
人和共富的新画卷。

德清下渚湖街道：
特色种养托起致富梦想

沈 宇 钟斌悦

和平镇横山村网红咖啡打卡点 （图片由长兴县和平镇提供）

吴兴区织里镇湖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航拍 （图片由吴兴区织里镇提供）吴兴区织里镇湖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航拍 （图片由吴兴区织里镇提供）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的虾农正在起网收虾 何晓燕 摄

近日，在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
赞成商务楼宇，南星街道助企服务员
傅卓人上门给开办留学机构的杨军剑
核对创业补助申请材料，如果一切顺
利，不到一个月，8 万元补助就会发放
到杨军剑公司账户了。“对于我们这种
创业型小企业，流动资金本来就紧张，
这些补助可以大大解决我们的燃眉之
急。”杨军剑说。

2021年毕业于宁波财经学院的杨
军剑，一踏出校门就加入了创业大军，
当初把企业落户在南星街道，也是基
于这里的青年创业生态，“租金便宜、
环境优美、政府服务贴心。”这正是南
星街道开展服务来杭青年群体、拓展
青年留杭工作新模式的工作缩影。

近年来，南星街道始终立足杭州
市建设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
工作的目标要求，成立“星”青年服务
联盟，打造集青年“教育培养、创新创

业、关心关爱、社会融入、成家兴业”为
一体的“星”青年服务圈，吸引青年人
才安心在南星创业，截至目前，共建成
1 家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3 家市级
创业陪跑空间，面积达 9880 方，可同
时容纳170家创业青年入驻。近两年，
街道累计协助融资 1800 余万元，扶持
资金340余万元，助力以大学生为主体
的青年创业团队59人。

南星街道海归驿站是浙江省级众
创空间，最早建于2017年6月，是南星
街道侨联联合众创空间、投资机构等
资源，服务青年海归人士创新创业的
平台，为海归创业创新人士提供实战
培训、落地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系列服
务。

“这里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网红餐
饮、特色咖啡吧、健身房等，对我们来
说，这个地方真得很值得留下来。”杭
州仕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肖恬

说。
为更好服务来杭青年，让“青年在

杭州更有为”，南星街道建设“多引擎”
的青年服务阵地，探索服务来杭青年
相关工作建设指引、运行规范、评价标
准等制度体系。尤其是聚焦青年金融
人才，街道联合基金小镇建好全球金
融青年人才中心，为金融青年人才提
供菜单式的政策、服务。截至目前，街
道已集聚海内外领军人才 13 人，高层
次 人 才 222 人 ，各 类 高 端 金 融 人 才
5000 余名，其中 35 周岁以下青年人才
占比 66%，海外青年人才占比 12%，是
全省CFA人才最集中的区域。

除了扶持青年创业就业之外，南星
街道也在青年家庭生活等方面给予帮
助扶持，搭建“职工相亲平台”缘心相亲
工作站为南星广大未婚青年职工提供
交友平台；将浙江省首个儿童社工站与
辖区 6 个幼托机构联动，为 0—12 岁儿

童的青年家庭提供感觉统合训练、家庭
指导和社区成长服务。

“我们服务好青年，青年就会带来
积极正向的反馈。”杭州亚运会来临之
际，南星街道成立了家校政企社一体
化的城市志愿服务队伍，截至目前，
200 多位青年人群加入了队伍，其中
汇泉为老社会组织 90 后负责人颜文
花就带领团队自创了“益起转”志愿服
务项目，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模式提供
范本。

“我们将持续推进‘星’青年服务
圈建设，在青年创业创新、人才培养、
基层治理等领域先行实践，尤其在毕
业季期间，我们将加大就业服务力度，
开展送政策、送岗位、职业指导、职业
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提升
服务青年发展水平，预计今年吸引和
留住的人才将比往年增加 100%。”南
星街道负责人说。

学社衔接 双创陪跑 困难帮扶

上城区南星街道：“星”青年生态圈服务来杭新青年
张梦月 金陆燕

日前，在绍兴市新昌县南岩小学
门前，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持
文明小红旗的学生家长志愿者石玲玲
正站在人行道边疏导交通。石玲玲的
孩子今年读小学五年级，已经参加了
学校“护苗队”5 年。这是“一校一策”
实施以来，城区各所学校门口每天上
下学都能看到的场景。

今年以来，新昌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根据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要求，综
合分析“双减”形势下学校周边交通运
行新特点，围绕“细部署、融治理、智调
控、营氛围”等四项措施，摸索出一条
公安、教育、社区等“多方共治”的“一
校一策”综治体系，进一步加强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取得了良好成
效与社会反响。全县涉及学生道路交
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 35%，未发生重
大及以上交通事故。

前期，大队会同教育等多部门，细
化制定《“一校一策”工作方案》，选取
城区 10 所学校作为试点，全面推进校
园周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此外，新昌建立公安交警、教育、

广电、社区等部门组成的“一校多方”
治理工作小组，推行“交治联勤、教育
联防、家长联动”护校模式，组建由辖
区交警、派出所为主的“公安护学”，
保安、值班教师为主的“校园护学”，
学生家长为主的“家长护学”队伍的

“三道防线”，联合开展错时、高峰勤
务，做好交通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
针对学校周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开
展劝导和专项整治，筑牢校园交通安
全防护网。

整合资源，智能优化。新昌交警
协调交通、住建等政府部门，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完成新中路、体育场路等
道路提升改造，推动新昌幼儿园总院、
七星小学、南明小学等学校区域建设
改造，增设周边“限时停车位”“熊猫停
车位”628个，同时，采取划分学生接送
专用通道、渠化重点交叉路口等措施，
进一步提高校园周边道路通行秩序，
经测算，新昌中学、南明小学等校园周
边道路，在晚高峰期间交通流量同比
增加10.7%的情况下，道路平均拥堵时
长同比下降15.7%。

此外，新昌交警将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课程中，线上线
下组织老师、学生及家长收看交通安
全系列课程，并组织开展“爱心头盔进
校园”“喜迎亚运，文明出行”等活动，
设计制作《安全出行，从头做起》《安全
带、生命带》等警示片，沉浸式报道《可

怕的大货车盲区》，并建立警、校通报
机制，及时将学生、家长的交通违法行
为通报给学校，由学校开展二次教
育。截至目前，共向全县家长发送温
馨提醒短信 20 余万条次，学生乘坐电
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始终保持在 98%
以上。

新昌打造“一校一策”推进治堵共创共享
朱银燕 陈赢军 吴 钢

新昌打造“一校一策”推进治堵共创共享
朱银燕 陈赢军 吴 钢

新昌公安交警部门将公交车开进该县大明市学校，教育孩子们如何正确乘坐公交车、
远离大车盲区，确保出行安全。 （图片由新昌县大明市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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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先生来到嘉兴市嘉善县
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
窗，一次性办理并领取了苏州市吴江
区的营业执照。王先生是嘉善人，要
在吴江注册一家运输业个体工商户。
嘉善、吴江两地“一网通办”专窗工作
人员在接到王先生咨询电话后靠前服
务，开展并联审批，不到半天时间，王
先生就在嘉善领取到了吴江的营业
执照和交通运输许可证。这也是嘉
兴发出的首张示范区“证照联办通
取”营业执照及许可证。

据悉，“证照联办通取”集成了
“跨省通办”“证照联办”“异地出证”
等一系列跨区商事登记便利化举措
的新模式。以往，企业群众跨省新
设企业和个体户，需要赶往当地多
个部门办理相关证照，花费不少时
间和精力。现在，企业群众只需在
所在地的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提
交一份材料，就能以“线上流转”代
替“人工跑路”，实现“多事联办、一
次办好、一次取好”。

2020 年以来，嘉兴“跨省通办”
“全市通办”工作进入快车道，全力化
解企业、群众办事“两地跑”“折返跑”
堵点难点问题。

“市内人口流动会带来‘人户分
离’‘企业跨区域投资’等情况，往往
会造成企业群众办事往返奔波、费时
费力的问题。”嘉兴市政务数据办相
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嘉兴打破地
域阻隔和信息壁垒，全力推进政务服
务“全市通办”，推动办事地点从“属
地”向“就近”“任意”政务（便民）服务
中心转变，方便企业群众就近“能办
事、好办事、办成事”。6 月 2 日，海盐
县就办理了首件海盐、平湖、港区三

地“跨域通办”法人事项。
优化“一窗受理”。在嘉兴全市各

级政务服务中心，依托“无差别综合受
理窗口”，设立通办窗口，建立完善收
件、办理两地窗口政务专员和后台审
批人员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与异地部
门主动沟通对接，按照“全市通办”事
项清单及办事指南进行收件受理。在
大厅的自助区，落实专业人员做好群
众异地办事的引导和指导。

重塑“全链流程”。依托全省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嘉兴完善线上

“一网”运行、线下“一窗”受理，采用
“全程网办掌办”“异地收件、属地办
理”“异地收件、异地办理”“辅助申报”

“快递申报”等多种方式，企业群众可
自由选择市县镇三级政务（便民）服务
中心提交业务申请材料，进而实现“全
市通办”政务服务模式。

建立“一套机制”。嘉兴明确属地
部门和异地部门在收件、受理、审批、
制证、送达、归档、监管等环节的权力
和责任，形成事项办理流程的闭环，确
保属地部门和异地部门的流程闭环匹
配一致。

嘉兴将更多高频事项纳入镇（街
道）综合受理窗口和自助终端，并建立

“7+72+X”的 24 小时服务体系，实现
“不打烊”自助服务。同时，深化“政银
合作”“政企合作”服务模式，推进政务
服务事项在银行、商超等社会机构、服
务网点办理，助力构建15分钟办事圈
升级版。

截至目前，嘉兴已实现医保、社
保、公积金、不动产登记等319项政务
服务“全市通办”，占全市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的 81.4%；今年来累计办件量
达 2.1 万余件，在前期个人事项“全市
通办”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法
人事项“全市通办”。

嘉兴：政务服务从“东奔西跑”到
“全市通办”“长三角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