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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想过，老茶园也有新收
益！”近日，丽水市莲都区丽新畲族乡
山村村的老茶农张爱菊高兴极了，她
紧跟脚步，大力改造低产茶园提升茶
叶质量，现在单是依靠种植茶叶便可
实现每年近3万元的收入。

莲都区丽新乡下辖9个村，茶产业
是丽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近
段时间，丽新畲族乡对乡域内 7500 余
亩衰老茶园进行低产改造，抓制茶工
艺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绿叶经济”促
振兴。“绿色生态”之笔，为丽新畲族乡
迈向共富积蓄了“全新动能”。

丽 新 畲 族 乡 计 划 实 施“ 致 富 茶
园”项目，实行“社会+专家+基地+农
户”四方共建模式，推动产业增效、茶
农增收，带动村集体增收，除此之外，
丽新畲族乡搭建乡政府引导、企业和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资源运
营服务体系，促成浙江交投丽新矿业

与黄弄村开展村企生态合作，并建设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三个民族村率先
试行。

除了“绿色生态”，“红色文旅”“蓝
色民俗”也是丽新畲族乡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色彩。

湍急的宣平溪、翠绿的大草坪、
满山黄澄澄的棠梨，是马村得天独厚
的 资 源 。 丽 新 畲 族 乡 执 好“ 红 色 文
旅”之笔，探索实践“红+绿”发展模
式，打造了丽松宣边区革命纪念馆，
并以此为核心，整合马村老街、马村
大草坪、棠梨采摘园等景点资源，实
施“红色研学+旅游”项目，该纪念馆
成了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
重要红色阵地。此外，依托马村的资
源 ，丽 新 畲 族 乡 打 造 临 溪 生 态 露 营
区、水上游乐园、玖月隔溪网红公园
等项目发展旅游经济，截至目前，马
村 的 旅 游 项 目 已 接 待 游 客 超 3.2 万

人，营业收入达 56.7 万元，每年助力
村集体增收近 13 万元。

畲乡资源是丽新畲族乡的优势资
源和民族特色。丽新畲族乡执好“蓝
色民俗”之笔，改造传统村落，扮靓村
居环境，并建成了以丽松宣边区革命
纪念馆、团结园、乡贤馆为载体的民族
共同体意识阵地，做靓了“生活着的畲
族博物馆”文旅品牌。还将畲族语言、
文化纳入小学教育课程，编撰畲剧《畲
魂》，推动民族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我现在在家就能赚钱！”咸宜村
的蓝华娇利用空余时间，去家门口的
来料加工厂轻松赚钱。丽新畲族乡培
育和支持畲族非遗工坊建设，落实民
族资金 100 余万元打造“石榴红”共富
工坊项目，并计划打造畲文化民俗馆、
布局“鲤鱼山畲寨”夜市经济、蓝氏宗
祠等特色馆和艺术村，依托“三月三”
畲族歌舞、乡村春晚、祭祖等民俗平

台，丰富旅游文化内涵，让文旅融合驶
上快车道。

执好“三色笔”，描绘“新画卷”。
2022 年，丽新畲族乡工业产值 2.17 亿
元，全乡 9 个村总收入 741.89 万元，其
中经营性收入 309.79 万元，总收入与
经营性收入较上年度均实现 15%增
长。

莲都区丽新畲族乡

执好“三色笔”描绘民族乡村共富画卷
张 城 雷 伟

丽新畲族乡的畲族姑娘采春茶丽新畲族乡的畲族姑娘采春茶
（（图片由丽新畲族乡提供图片由丽新畲族乡提供））

近年来，台州市仙居县南峰街道
充分运用侨联优势资源，建强交流阵
地，组建涉侨纠纷调解团，成立同心·
侨助工坊，有效凝聚共识，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做强侨助乡村振兴产业链，拓
宽侨助共富新路径，探索出了“阵地+
服务+共富”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加强阵地建设
提升文化交流功能

南峰街道侨家小院建在极具文化
特 色 的 蒋 宅 里 古 民 居 内 ，占 地 面 积
200 多平方米，是集政治引领、联络联
谊、咨询服务、纠纷调解、文化交流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阵地。为了丰富
阵地内涵，该街道还特地根据部分侨
眷特长和资源设立了侨联石文化交流
中心和侨联汉服文化交流中心，以中
华文化广泛凝聚侨心，促进中外民心
相通。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街道依托侨
家小院平台，组织归侨侨眷开展学习
研讨、座谈交流和专题培训等活动 10
余次，有效加强了思想建设，凝聚了思
想共识，密切了侨联组织和海外侨胞
的联系，引导归侨侨眷持续深化家国
情怀和报国之志，激发建设家乡的信
心和动力。该侨家小院今年还在浙江
省 侨 联 系 统 中 获 评 五 星 级“ 侨 胞 之
家”。

深化纠纷调解
着力维护涉侨权益

为了保障侨界合法权益，该街道
协调成立仙居县南峰街道涉侨调解中
心，明确涉侨调解受理范围、工作职责
和任务等，规范涉侨调解工作流程，按
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把涉
侨涉法服务融入调解，把纠纷前置化
解。同时，聘请热心侨联事业、富有奉

献精神、调解能力强的归侨侨眷组建
涉侨纠纷调解团，广泛宣传侨务法律
法规、涉侨政策，为涉侨群体答疑解
惑、提供咨询服务。

第一批涉侨纠纷调解团团员共
15 名，运用个性化的调解方式，为涉
侨群体无偿调解家庭矛盾及邻里纠
纷，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热点、难点问
题，维护邻里和睦、乡村稳定。今年
以来，先后化解各类矛盾 10 多起，并
帮助柴岭下村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历时 20 年的柴岭下整村搬迁工
作 落 下 帷 幕 ，促 进 了 村 民 生 活 品 质
提升。

利用侨务资源
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村里有许多空闲在家的老人、妇
女，工坊的来料加工时间灵活、操作难
度小，他们到工坊来上班，既方便照顾

家里，还能赚钱，大大减轻了家庭负
担。”日前，南峰街道同心·侨助工坊的
来料加工经纪人王小娥说。为了增加
订单量，在仙居县侨联的牵线搭桥下，
王小娥多次到义乌对接洽谈，通过仙
居籍菲律宾归侨、“最美浙江人·最美
乡贤”周伟力的介绍，成功与义乌侨商
签订来料加工意向合作订单480万元，
涉及睡衣、菜罩、布娃娃等 10 多个品
种。该工坊获评台州市“二星级”侨助
工坊。

目前，依托南峰街道同心·侨助工
坊，已开设加工分点10余个，成功结对
2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吸纳 40 多名低
收入农户，辐射带动200余名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该工坊还与电商平台、电
商企业、网络大咖等合作，为村民进行
专业授课，传授主播致富心得，推动村
民通过网络主播带货、开设网店等，发
挥侨助工坊直播间的辐射带动能力，
带动村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户增收。

仙居县南峰街道激发“侨”活力，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吴燕翔

黄宁璐 章苑静

初冬时节，走进位于舟山市普
陀区的舟山国际水产城零工市场，
只见大屏滚动播放着海鲜分拣、包
装等招工信息，三五成群的务工人
员或咨询了解、或填写揽活意向，场
面热闹非凡。

“以前，马路边、码头旁，总有一
群人挤着看路边的一张张招聘启
事。现在有了这个平台，不仅方便，
选择面也更广了。”今年51岁的求职
者陈先生一边向工作人员详细表达
自己的需求，一边高兴地说。工作
人员为陈先生登记信息后，现场推
荐了几个适合的工作岗位，薪资待
遇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值。

为有效改善以往路边“揽活”环
境秩序差、信息匹配低、权益保障难
等问题，普陀区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
优势，全力打造零工市场、零工驿站
向全域海岛乡镇、产业平台拓面延伸
的就业增值服务新模式，建成舟山国
际水产城零工市场、综合零工市场 2
家。同时，充分发挥“就业+”的组织
优势，一体化设立零工“即时快招”通
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现场对接洽
谈、当日面试到岗等全周期服务；聚
焦“零工暖心、用工放心、服务贴心、
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目标，提供

“临时休息、手机充电、饮水取用、阅
览学习”等常态化服务和“X”项个性
化服务，切实为海岛群众构建“家门
口”15分钟就业服务圈。

“水产行业临时用工特点比较明
显，以往每逢‘金九银十’螃蟹捕捞时
期，仅扎蟹工人的每日需求量就多达

上千人，老板开出高薪却招不到人的
现象比比皆是。今年依托零工市场，
实现了人力资源在不同企业主体之
间的匹配、共享、调剂，生产效率大大
提升。”舟山国际水产城相关负责人
表示。舟山国际水产城零工市场还
不断健全“加工、贮藏、打包、运输、分
销”等全流程链条，积极构建“水产养
殖基地+龙头企业+渔农民”“渔业专
业合作社+水产码头+渔农民”等多
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持续擦亮
辐射全国的“从鱼到‘渔’、从码头到
餐桌”的普陀水产品品牌，促进产业
链产值和市场占有率“双提升”。今
年舟山国际水产城年交易额预计可
达172亿元。

今年以来，普陀区人社局不断探
索，全力打造以主城区零工市场为枢
纽、以镇（街道）零工驿站为前端、以
社区就业创业服务窗口为末梢的

“1+N”综合服务矩阵。此外，该局还
采取“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的方式，
做好零工市场实体运营服务。线上，
利用“舟小聘”微信小程序“招零工+
找零活”两大功能区域，有效推进劳
务双方实现24小时“掌上点对点”互
通；构建数智化零工市场生态服务体
系，建立求职登记和用工需求“两
库”，实现从“人找岗位”到“岗位找
人”迭代升级。线下通过“进企业、走
市场、下社区、入门户”，广泛收集求
职信息和各类岗位，实现零工岗位信
息动态更新、全面归集、多点联动、统
一发布。截至目前，该区通过零工市
场累计发布岗位 3709 个、登记求职
人员累计 1286 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人数超400人。

普陀：零工“小市场”
激活就业“大民生”

沈家门渔港 柳祖业 摄

初冬的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红豆
杉透红结果，格桑花成片绽放，校园
处处洋溢着药香沁脾、温馨和谐之
美。近年来，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着力
打造党建统领、文明开路、平安同行
的工作格局，推动文明平安校园建设
乘势而上，为一流职业大学强校之路
护航赋能。

造形铸魂
厚植精神沃土

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是办好教育的“定海神针”。浙
江药科职业大学围绕完善机制、优化
队伍、整合资源等方面纵修“内功”，紧
扣全域覆盖、服务师生、示范引领等方
面横练“外功”，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
发展，成功获批“浙江省高校党建示范
高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工作经验和
成果。

作为全国第一所药科类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全国药监系统唯一一所本
科院校、全省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
校和全国第四所药科类本科院校，“学
校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事业发展的首
要位置，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难题在哪里，短板在哪里，
工作就推进到哪里。”该校党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以“药道传习”“药育新人”“和靖
校安”等 10 个方面特色党建品牌为牵
引，学校全方位构建“1+10+2+N”的
党建特色品牌矩阵，精心实施五个校
工程、着力打造五浙药品牌，一体构
建十大办学治校创新载体，即“实施
以德立校工程，打造锋领浙药品牌；
实施人文兴校工程，打造学在浙药品
牌；实施特色亮校工程，打造技能浙
药品牌；实施创新强校工程，打造数
字浙药品牌；实施依法治校工程，打
造勤廉浙药品牌”，不断追求党建与
业务的融合度、共性与个性的契合
度、医药特色的标识度，将党建工作
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既要“造形”，更重“铸魂”。学校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校领导
领衔出版《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

《守正出新的宁波药商》等专著，并亲
自上好第一课、形势政策课、青马培训
课、学业恳谈课、叙餐生活课等“大思
政课”，将医药精神和红色根脉厚植青
年学生心中，引导学生以医药匠人、红
色药商等为榜样，不断涌现丰硕育人
成果。学校注重药德教育，形成了极
具行业特色的“二元三全四维”药德教
育模式，不仅组建了药德教育教学团
队，同时还将药德教育纳入全校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学生全过程
学习周期。

文明开路
建设人文高地

文明，是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赋
予学校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

早在 2001 年，学校已被省政府授
予“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也是宁波
市首批文明校园单位。20 余年来，浙
江药科职业大学深耕文明校园建设，
不间断、不停摆、不懈怠，一代代浙药
人始终坚守如一、接续传承。

从顶层设计入手，学校搭起建设

文明校园的“四梁八柱”，一以贯之，一
抓到底。以好的师德师风建设崇德尚
美，“最美浙药人”“我最喜爱的老师”
等活动持续开展；以好的校园文化建
设润物无声，“四明大讲堂”“修合本
草”医药文化，校史馆、中药标本馆等
场馆文化启润心智；以好的校园环境
建设修身养性，打造“湖溪文化景观
带”，逐步建成“药”素鲜明的山水人文
式美丽校园；以好的阵地建设管理清
风赋能，“人民号”“强国号”重磅上线，
权威引领文明新风。

眼下，学校正以省级文明校园的

建设为切口，举全校之力，聚各方之
智，强力推进文明浙药提质升级，自觉
扛起“大有可为”建设医药特色鲜明一
流职业大学的责任担当，奋力打造人
文环境最优校，积极当好文明的宣传
者、文明的践行者，以永远在路上的执
着与坚定，深耕文明沃土，继续勇毅前
行，为广大师生创造更加美好的育人
环境，努力打造更有温度、更有高度、
更有情怀的文明校园。

如今，浙药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
学校将以文明之花为之江大地绽放文
明之美。

平安同行
争创和美样板

平安校园，是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学校牢记“抢抓
机遇、加快发展，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的殷切期望，踔厉奋发、笃行不怠、齐
心同行，努力书写了平安校园建设的
优异答卷。

一方面，学校通过强化领导，压实
责任。每年年初，学校逐级签订安全
责任书，把安全责任落细到每一个节
点和每一个人。两年来，学校制定、修
订了 12 项安全工作制度以及 35 项安
全管理规定，印发了 16 项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强化闭环落实，建立了按照制

度谋事干事、确保校园安全稳定的良
好机制。

另一方面，学校创新载体、百花齐
放，广泛开展平安校园建设宣传教育
活动，营造平安校园人人有责、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除了开展反诈、人身、
财产、交通、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学校
还与当地派出所联合创办了奉化区首
个“反诈联盟工作室”，创建了“反诈十
法”，打造反诈“浙药样板”，创“无诈校
园”示范单位。

目前，浙药大已拥有“浙江省文明
单位”“宁波市四星级治安安全单位”

“宁波市首批文明校园”“宁波市‘无诈
校园’建设示范单位”“宁波市学校安
全稳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优秀
单位”等荣誉，平安指数走在全省高校
前列。

文明，永远在路上；平安，没有休
止符。站在新起点，学校将继续锚定
新赛道，坚持党建统领，把稳文明平安
创建之舵，多措并举，全员参与，以永
远在路上的姿态让文明平安成为校园
的最美底色。

透视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建设文明
校园、平安校园的背后，可以感受到，
活力、合力、实力在这里奔涌、汇聚，构
筑起学校文明平安校园建设新格局，
为浙江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
贡献浙药力量。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全力推进文明平安校园建设

文明雨露润桃李 百花齐放竞平安
郭海峰 许 烽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奉化校区鸟瞰图 樊建威 供图

“销售旺季，产品必须及时运输
到点。”日前，在长兴锦城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仓库内，长兴吉祥物流有限
公司老板郑小军带领运输车队准备
将一批耐火材料装车运往西南地区。

今年，湖州市长兴县交通运输局
搭建平台——制造业物流业两业融
合 洽 谈 会 ，通 过 促 进 物 流 业 与 制 造
业行业客户的商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四流沟通，实现全面衔接，满
足制造行业客户需求和拓宽物流行
业 生 存 空 间 ，推 动 全 维 度 多 层 次 融

合发展。“我们与长兴锦城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新订单就是在这个会上谈
成 合 作 的 ，预 计 每 年 将 为 锦 城 公 司
运 输 700 多 吨 耐 火 材 料 。”郑 小 军
说。

“两业融合”模式的落地得益于长
兴县交通运输局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持续稳健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近年来，长兴县交通
运输局努力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行官”，立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
局，超前谋划，积极作为，形成了“党建

引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发展共赢”
的工作新格局。

主业是生命力，产业是发展力。
长兴县交通运输局将服务产业发展
作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工作，在资
金、信息、人才等方面充分整合，以
共 建 解 难 题 、办 实 事 、促 服 务 。 其
中，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与省交通
集团、省交职院形成联动，开展校企
交 流 培 训、智 能 巡 查 志 愿 服 务 等 活
动，将双方互促互进的政治优势转化
为 发 展 优 势 ，并 联 合 企 业 、乡 镇 街

道，不断助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
展。

联建共建，如同一条条红色纽带，
将相关基层组织串在一起，成为先富
带后富、区域共富的“关键一招”。长
兴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加强与上级单
位、兄弟县市沟通联动，促进共同发
展。不久前，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港
航发展处携绍兴、温州两地相关业务
部门，在长兴开展“1+1+N”结对共建
走访调研，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等，畅
通省市县沟通渠道，稳固基层堡垒建

设。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长 兴 县 交 通 运

输局始终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摆在
突 出 地 位 ，在 长 兴 县 直 机 关 工 委 等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坚 持 把 结 对 共 建 作
为 锻 炼 干 部、加 强 青 年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平 台 。 同 时 ，该 局 以 党 建 引 领
廉政建设，在“清风流长 廉贯交通”
品牌指引下，创新打造“亲廉工程”
和“青廉工程”，开展“清风流长 亲
青助廉”系列活动，抓实家庭助廉、
青年守廉，把监督触角从“工作圈”

延伸至“生活圈”。
交通兴，百业旺。未来，长兴县交

通运输局将持续探索和创新方式方
法，将联建共建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与为民服务紧密结合，助力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争当“富美长兴”开路先
锋。

长兴交通

探索共建模式 争当开路先锋
张笑言

长兴交通

探索共建模式 争当开路先锋
张笑言

长兴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共建活动
（图片由长兴县交通运输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