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 月底，在三州乡下屋村村道
上，一名骑着电动车的村民与一辆汽
车发生碰撞，乡综合信息指挥室大屏
监控到这一事故，立马协调交警、网格
团队、“调小青”等到现场调解，确认无
人员伤亡，5 分钟内完成了事故处置，
人员安全撤离。

在天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已是常态。天台县将
和合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实践，践行新
时代“枫桥经验”。该县成立“和为贵”
东部和合调解中心，吸纳了4个乡镇调
解团，拥有88支村居和合调解队，专门
调解跨乡镇区域内的各类矛盾纠纷。
类似的“调解总部”在天台共有3个，覆
盖全县所有乡镇（街道），工作触角延
伸至所有村（社区）。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天台县人
民法院积极弘扬“务实而兼融，和合而
创新”的和合文化，致力创建“和合法
院”，组建了和合调解中心、民营经济
司法服务中心，将纠纷解决由法院的

“一元化”变为以法院为主导的“多元

化”。天台县司法局组建和合调委会，
塑造“民间八法+和合讲事”工作流程，
构建“专业资源+乡村精英”工作团队
等，打造法治特色村居。

以和为贵，打响“和合善治”调解
品牌。融合自治、法治、德治乡村治理
体系，分别在平桥镇推出“金钥匙调解
工作室”，南屏乡组建“南山表兄”和合
调解团，街头镇成立“寒山劝和调解工
作室”等，成立“政协和合调解室”等 8
家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这些和合调
解品牌巧解群众心头事。同时，运用
互联网思维，“和风”劲吹，福溪街道推
出“‘格格’说”短视频宣传平台，以说
唱、顺口溜、情景剧、案例警示等形式，
掀起平安网格宣传新浪潮，累计播放
量已突破80万。

近年来，天台县以和合文化基因
破解“平安密码”，全面升级村居（社
区）治理体系，助推社会善治、法治、德
治、自治，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贵和尚
中、厚德载物、善解能容、和而不同”的
基层治理新路子。

厚植和合沃土
解锁基层治理“平安密码”

群 山 环 绕 间 ，飞 出 10 只“ 金 凤
凰”。山区26县之一的天台，涌现了10
家上市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以立己达
人、兼济天下的情怀与担当，将自身发
展经验和发展机遇同其他企业分享。

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天台打造
营商环境最优县，让“企业办事不求
人”，每年召开高质量发展英雄汇。谁
是“英雄”？县委主要负责人说，企业就
是创业创新的英雄，部门乡镇要勇于揭
榜高质量发展“英雄帖”，实干当英雄。
比如天台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办不了”
服务专窗，专解企业民众遇到的“难办”

事。近两年来，该县共办理各类业务
110 余万件，其中专窗受理企业诉求 25
件，按时办结率100%、满意率100%。

天台县紧抓地域文化特色，探索和
合文化与企业建设有机融合，推广“和
合企业上市赋能团”模式，发扬“共谋共
享共担共赢”精神，以产业链为单位，建
立“链长+链主”机制，帮扶带动后备企
业做大做强，推动产业裂变提升。

汽 车 零 部 件 产 业 是 天 台 优 势 行
业。作为县内首家上市公司，银轮股份
连续 20 年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保持国
内第一。如今，该公司作为“链主”企

业，牵头对行业重点配套环节的低小散
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成立表面处理中
心、高端压铸中心、精密加工中心等 8
大工艺共享平台，带动产业链企业提高
工艺水平；以自身管理创新优势，组建
帮扶项目组，向全产业链推广，近 3 年
相继有 40 余个团队、1000 余人次派驻
产业链企业进行专项赋能。至 2022 年
底，天台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共有规上企
业 54 家，实现规上产值 106.32 亿元，成
为全省山区 26 县中 7 个百亿级产业之
一。

上市公司万胜智能以“未来工厂”
为数字赋能载体，打造数字驱动业务、
高效协同的智能制造体系，带动天台县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近
90%，新增数字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25
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

现代产业兴富，赋予和合文化新的
生命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创造了无
数就业岗位，如上市公司大自然就有
1500 名员工来自周边乡村。帮扶中小
企业纾困发展，上市公司联合搭建天民
投、天和联、银轮商学院等融资、贷款、
培训专业平台；扛起社会担当，银轮机
械、永贵电器、天成自控等 11 家企业联
合 发 起 成 立“ 天 益 基 金 ”，募 集 资 金
1135 万元，用于奖励天台县人民医院
医共体内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特

殊贡献的医务人员，支持优秀医疗人
才、团队的培养；着手技术工人“扩中”，
天台探索“能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
产业工人“增技又增收”。

和合共生，筑牢共同发展的坚实根
基。在“天台山和合文化基金会”揭牌
仪式上，14 家本土企业纷纷捐赠，表示
从和合文化建设中获得了发展灵感，在
和合文化传承中打开了发展思路。

融入和合基因 推动产业全链条发展

“和合文化”形象雕塑“和合文化”形象雕塑

在天台，一对对“和合廉童”卡通
形象竖立在山水间、古村落，引得游客
纷纷打卡拍照。同时，还推出同款办
公用品、生活创意、电脑周边等文创产
品，让抽象的“清廉、和合”理念更加生
动、朴实，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起
居。

满城劲吹“和合”风，丰润文化滋
养、推动精神共富。在塔后村民宿主
安排下，不少游客练习国家级非遗项

目、起源于明代的天台山易筋经；在宗
渊书院，60 多名海内外青年朋友汇聚
一堂，开启为期 3 天的和合文化探寻之
旅⋯⋯和合文化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成为引领文化事业、文旅产业发展
支撑力量的文化标识。

和 合 文 化 不 断 在 天 台 生 根 、开
花。从千年古刹到美丽乡村，从沿街
店铺到工业企业，和合标识处处可见，
如和合公园、和合书院、和合书吧、和

合雕塑、和合糕点等。走进泳溪乡家
湖村文化礼堂，和合、硬气的家湖精神
就跃入眼帘，从明朝时期开始，和合就
是这个村的村训之一。

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上，也能看到和
合元素。古时起，天台人过春节的饮食
习俗，每逢大年初一，全县一日三餐都
一样。早饭是五味粥，用大米、红枣、芋
头、蕃莳、豆腐一起熬煮。午饭吃饺饼
筒，一张饼皮包容万物。晚上吃扁食，
照样馅儿里包着各类食材。这样的习
俗，据传已有千年之久，传承至今，究其
缘由，正是对和合文化精神的传承。

土生土长的天台人、台州市天台
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张密珍，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于
天台山文化与寒山诗研究，编著《和合

文化读本》《寒山诗译解》等通俗易懂
的普及读物，开设“和合文化系列讲
座”，多次讲述寒山的故事，弘扬和合
文化。

天台有不少人像张密珍一样，醉
心研究天台山文化。历届和合文化全
球论坛上都能看到年过古稀、被戏称
为“老顽童”的徐永恩，他曾出版过《天
台山和合文化》《和合文化通论》等多
部书籍，还参与电视剧拍摄、节目摄
制，用深刻独到的语言、活泼新颖的方
式向年轻人讲述天台山文化。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州
市和合文化研究院院长何善蒙写道，
天台人似乎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
是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

涵养和合底蕴 丰盈群众美好生活

银轮股份生产车间一角

巍巍天台山，和合发祥地。

台州市天台县城关有一条巷，名叫“让巷”。传说在明代时，这条巷弄三尺不到，两户邻居抢夺一墙之地，争执不休。各家书信发往京城找靠山，不料同时收到回信，

写的是同样一首诗：“千里捎书为堵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读信后两家深感惭愧，主动退让。从此，这条小巷成为睦邻友好的典范。

巷弄很短，也很“长”，沿着和合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脉络，浸润人心，成风化俗。

如今，天台县深入挖掘“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善解能容”等思想精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和合”善治提升幸福成色。县委主要负责人曾说：“我们打响和合

文化品牌，让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百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成为天台现代化和合之城建设的最美点缀。”

近年来，天台连续获评省“平安县”，今年更是捧回沉甸甸的“一星平安金鼎”。回溯问“鼎”之路，是历届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下大力

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

11月6日至8日，以“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为主题的“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GFHC)”将隆重举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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