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岛共富海岛共富 缘来有缘来有““贤贤””舟舟山山

日前，由岱山县东沙镇岱津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投资40余万元打造的“岱津阳光
家园”获评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省级示范
点。近年来，在岱山县工商联的指导下，该
公司积极践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梳理
适合残障人士的岗位，不断提升这一特殊群
体的生活幸福感。

岱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生产汽车遮阳板零配件、头枕金属件以及
船舶零配件的企业。建成后的“岱津阳光家
园”建筑面积 800 多平方米，设有文化活动
室、培训室、康复室、餐厅等，并配备了足额
的专职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让大家在集体
劳动之余得到生活照料、医疗康复等服务。

据悉，工坊目前接纳了 41 名精神、智力
及重度肢体残障人士入驻。按照社会在岗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可领取 2070 元工
资，并享受五险一金，最终可实现人均年增
收 3.7 万元。随着技能的提升与身心的康
复，另有6位残障人士顺利调换工作岗位，进
入岱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作，
实现5万至10万元不等的年收入。

就业是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
值的重要途径。岱津共富工坊“托养+增收”

的就业新模式，让更多残疾人走上就业致富
路。

在东沙镇，像“岱津阳光家园”这样的定
向招工式“共富工坊”还有很多。岱山县工
商联利用当地民营企业众多的优势，推动民
营企业与设有“共富工坊”的村（社区）结对，
推进“定向招工”，并以“一名乡镇领导、一名
驻村干部、一名村两委委员”“三个一”联系
制度，牵头落实车间日常管理、质量把控和
安全生产，确保“共富工坊”安全健康运营。

县工商联还依托“亲清直通车·政企恳
谈会”企业家座谈会等载体，梳理商会及企
业岗位需求清单，对接村里留守的妇女、老
人、困难户，开展定向招工。目前全县依托
民营企业已建成 11 家定向招工式“共富工
坊”，累计吸纳低收入农户近 400 人，实现人
均月增收 2290 元。同时，县工商联还推动
企业落实清廉民企制度，要求企业在货物流
通、订单发放、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等环节着
重把关审核。

“我们还将进一步借力民营经济优势，
鼓励全县民营企业参与定向招工式‘共富工
坊’建设，多举措推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集体增富。”岱山县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说。

企业定向招工
村民家门口就业

沈 阳

初冬，走进一座青瓦平房，浓郁的咖啡香
扑鼻而来，琴声和窗外的鸟鸣交织在一起，仿
佛在为小村庄演奏一曲自然的乐章。这里是
藏在定海区盐仓街道螺头村的黄沙岙。

2017 年，来自杭州的慎章翔第一次到
这里，就被质朴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在他
的推动下，“秘境·观海”民宿项目落地黄沙
岙。古旧的民居被改造成民宿，华丽蝶变成

“定海台房”“非岛书局”“精灵花房”等特色
度假屋。2022 年，黄沙秘境成功入选舟山
市首批“新乡贤带富实践基地”，昔日寂静的
冷山岙，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振
兴之路。

近年来，定海区打好“乡情牌”“乡愁牌”，
积极引导新乡贤发挥技术、专业、资金、智力
等优势，通过结对带富、产业带富、就业带富、
慈善带富等形式，将“乡贤优势”转化为“乡贤
经济”，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穿梭在大棚里的田垄上，成片的“红果
果”“黄果果”挂满枝头，鼓起了农民的钱包。

“这个番茄酸甜可口，水分充足，我要多摘些
带给亲朋好友，让他们尝尝我们定海的优质
水果。”近日，在双桥街道丕杰家庭农场，前来

采摘的市民乐呵呵地说。
今年以来，定海区评选了首批全区“新乡

贤带富实践基地”，包括丕杰家庭农场在内的
5 家实践基地在新乡贤带领下，通过“产业+
教育+旅游+N”的融合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

稻谷黄，满地香。在北马线沿线的稻田
里，电子催芽、流水线育苗、机器插秧⋯⋯如
今，马岙已实现水稻生产全机械化，这一切得
益于新乡贤孙舟恩。“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看
到父辈们还是采用原始的种植技术，既辛苦
收益又低，我想引入更多机械化的力量，帮助
大家获得更好的收益。”孙舟恩说。近年来，
孙舟恩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农业+研学”，在
原有农业种植的基础上，打造出占地 205 亩

（13.67公顷）的“心亲侬研学教育基地”，帮助
孩子们亲身体验插秧、种花生、挖土豆、编草
绳等农业活动，有力带动了马岙的旅游发展，
也吸收了农场周边的闲散劳动力。

“新乡贤的回归将为家乡带来更加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够激发更多人才返
乡创业的热情，形成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定海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说。

打好乡愁牌
激活“一池春水”

徐丹阳

“沈家门渔港是世界三大群众
性渔港之一，有‘小上海’之美称，
重启沈家门夜市要综合规划，打造
渔港文化记忆街，传承发展好老祖
宗传下来的宝贵东西。”“建议把夜
市街放到海鲜夜排档旁边，形成滨
港路旅游一条街，让渔港小镇更具
特色。”“建议恢复泰来街老特色，
与缪家塘配套，带动新街，形成商
业区块，振兴沈家门商业经济。”日
前，普陀区沈家门乡贤学院内，新
乡贤朱存跃、王立史等学员就沈家
门渔港小镇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
激活新乡贤内在驱动力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

去年 10 月，全省首个街道级
新乡贤学院——沈家门街道乡贤
学院应运而生。作为集新乡贤文
化展示、新乡贤联谊交流、新乡贤
学习培训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
性基地，沈家门街道乡贤学院以
新乡贤馆为基础，依托新乡贤联
谊会会员资源，选优配强师资队
伍，采取外聘教师、自聘新乡贤能
人为师资力量，开辟新乡贤企业、
银行、医院、学校、非遗场馆等实
践基地。同时，创建网络课堂、设
立新乡贤议事堂和会客厅，定期
或不定期、分层次组织开展新乡
贤业务培训，探讨工作方法、分享

工作经验、解决工作难题，致力打
造一个新乡贤干事创业、畅叙乡
情的温馨港湾，引导和支持新乡
贤助力乡村振兴。

在 沈 家 门 街 道 支 持 和 引 导
下，新乡贤参与家乡发展、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被不断激发。身为沈家
门街道的乡贤会长，徐朝始终以

“诚信经营、不断改善、克勤克俭”
为理念，积极拓展石油运输市场，
业务遍及全国各地港口，企业获
得“舟山市骨干企业”等荣誉，带
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新乡贤岑国
和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统木船制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从业 40 多年来一直坚守
传承舟山传统海洋文化的使命，
在传统工艺中寻求创新，制作了
一艘又一艘的传统仿古木船和仿
古船模。他制作的舟山“绿眉毛”
三桅木帆船造型展陈于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

“要将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
方式从‘输血’转为‘造血’，更好
地将乡贤资源用到老百姓需要的
地方。”沈家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继续用好统战资源，深
入挖掘乡贤力量，激活乡贤内在
驱动力。

营造乡情港湾 激活内在驱动力
翁盈昌

初冬，走进嵊泗县花鸟岛，艺
术气息迎面而来。近几年，花鸟
乡定位“爱情艺术岛”特色品牌，
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
势，积极探索低碳与艺术相结合
的新路径。

以低碳丰富艺术的内涵，以艺
术提升低碳的品位，以低碳环保、
海洋保护等为理念设计的“低碳
馆 ”就 是 其 中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2021 年，花鸟岛的“低碳馆”运营
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严坚，作为
一名艺术家受邀来到花鸟岛参加
第二届国际花鸟灯塔艺术节绘画
创作，这里让他看到了与大城市全

然不同的宁静与安逸，从而开启了
他作为新花鸟人的一段旅程。

各类岛上的可回收垃圾，成
为严坚艺术创作的元素来源。他
说，“就地取材的目的在于促进人
与自然的融合，取之花鸟、用之花
鸟才是低碳艺术创作的初衷。我
想要运用我的所学将艺术与低碳
绿色理念进行融合，让艺术花鸟
更 有 气 质 ，让 海 岛 的 美 更 有 意
义。”

通过与当地原住民、民宿业
主、新业态业主进行深入交流，花
鸟岛“低碳”理念被他们用文字、
照片、油画所记录。越来越多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陆续踏浪而来参
与到艺术创作中。其中20余位艺
术家常驻花鸟岛，巴塞罗那设计
与艺术学院、加泰罗尼亚电影学
院、加泰罗尼亚理工学院、上海理
工大学等国内外院校学生定期上
岛开展艺术创作。

“我很喜欢到花鸟岛进行艺
术创作，这里很安静，艺术氛围也
很浓厚，每次来这里总能创作大
量的新作品。”就读于墨尔本皇家
理工大学的留学生刘烨说。

近 年 来 ，花 鸟 乡 围 绕“ 同 新
岛”新阶层品牌打造，充分发挥以
民宿业主、驻岛艺术家、新业态业

主为主要成员的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作用，利用“花鸟精酿”“花鸟旅
游衍生产品”“花鸟民宿”等产业
红利反哺社会公益。如“爷爷奶
奶的零花钱”公益项目，给老人每
人每月发放 100 元购物券，用于
购买日用品、零食和营养品。目
前该项目已面向 13 位 90 岁以上
老人发放“零花钱”3 万余元，给老
人们一份“可持续”的关爱。

同时，花鸟乡还积极探索“统
战+旅游”模式，推出“融合宿养”，
在民宿建设的同时，将老年房东
的房间一并改造提升，30 户老人
实现了与宿同养。

低碳艺术先行“他们”踏浪而来
傅志辉 刘畅乔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黄龙
人，在外面拼闯的时候总是很想
家，这几年家乡变化很大，营商环
境、优惠政策都利于我们返乡创
业，我们也想为家乡建设做点贡
献。”近日，说起回乡初衷，嵊泗县
黄龙乡新阶层人士叶晨和李文哲
这样说道。

叶晨和李文哲今年回到黄龙
岛并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这个
夏季，作为基层渔管组织现场会的
策划执行团队之一，两位 95 后新
阶层人士为了更好呈现基层渔业
安全管理工作成果，不惧高温酷

暑，带着旗下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奋
战在一线，出色完成了场地布置、
展陈、宣传册制作等。“在这里，我
们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两位 95
后新阶层人士说。

今年以来，嵊泗县积极对标全
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
程”战略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开
展营商领域的服务提质和招引提
效，积极落实人才政策，努力完善
配套服务。

花开蝶自来。为了能让项目
顺利回归、稳步落地，黄龙乡坚持
深挖统战领域的“双招双引”线索，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举措“筑巢
引凤”，如召开新乡贤座谈会，参加
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旅游推介会
等。在今年的嵊泗（宁波）新乡贤
联合会成立大会暨共富特色之路

（小岛你好）项目推介会上，黄龙乡
重点推介了大钳风情海岬运营、泥
黄坑商贸综合体、大岙海水养殖等
招商项目，大力宣传当地基础优势
和优惠政策。

经过前期对接和洽谈，黄龙乡
新乡贤应杰决定选择在黄龙实施海
水养殖项目，目前大岙海水养殖项目
已进场施工。“黄龙不仅有美丽的海

岛风光和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更有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关心扶持，希望能
通过我的海水养殖项目为家乡经济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应杰说。

为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营
商氛围，嵊泗县不断深化多部门联
动协作，收集民营企业的问题和诉
求，积极搭建问需于企、精准惠企、
暖心助企的政企沟通协商平台，及
时向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
企业需求，并主动降低收费服务标
准，扩大转贷服务对象，力所能及地
帮助全县小微企业解决融资转贷问
题，积极推动惠企服务见成效。

筑巢引凤聚贤才 凝心聚力促发展
姜昊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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