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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推进 有声有色

笔者从舟山市相关部门了解到，
该项行动各方面工作正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加力加码。首批创
建示范岛 2023 年完成总投资 5.9 亿
元，公益类项目按计划基本完工。第
二批创建示范岛完成总投资 2.84 亿
元。两批创建示范岛计划总投资 30.4
亿元，目前累计投入资金 16.2 亿元，其
中，社会资本 6.91 亿元，占比 42.6%。
全年举办各类招商推介活动 10 余场，
新引进一批高质量产业类项目，强村
富民带动效应逐步释放。

——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各岛聚
焦主题定位，加大了产业谋划和招引
力度，新引进产业类项目30个，强村富
民带动效应逐步释放。

——富民效应加快显现。列入首
批创建示范岛的 21 个行政村，2023 年
前三季度实现总收入 3345 万元，增幅
66.97%，高出全市平均增幅近 60 个百
分点。首批创建示范岛各行政村总收
入均在 30 万元以上，且经营收入占比

均在40%以上。
——民生短板加紧补齐。各创建

示范岛“幸福驿家”、避灾中心、医疗服
务便民利民点基本实现应建尽建。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
均为 100%，主要岛屿全面建立城乡一
体化的生活垃圾外运和统一焚烧处置
机制，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农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行 政 村 覆 盖 率 为
100%。渔农村公厕实现规范化管理
全覆盖。5G网络实现全覆盖。煤气运
输最后一公里得到有效保障，蔬菜平
价供应机制不断完善。志愿者上岛服
务频次保持每月一次以上。

各美其美 岛岛奔富

小岛上灰扑扑的房子，逐渐变得
亮堂堂；原先人迹罕至的岛屿游人如
织，本不起眼的岛屿有了文艺范、艺术
味；一些岛屿成为投资者争相考察的
对象；曾经相对寂寞的小岛敬老院，有
志愿者频繁出入⋯⋯这期间有补短锻
长的骄人业绩，更有助力小岛的感人
故事。

不 久 前 ，定 海 区 举 行“ 小 岛 你

好”——定海行家乡情活动，20多名在
外求学的定海籍大学生登上定海东岠
岛，亲眼见证家乡“小岛你好”建设成
果，畅谈发展之路。

位于定海南部诸岛中心的东岠
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居民陆
续迁出，岛上人口从最多时的 300 余
人，降到如今不到 80 人，且以老年人
为主。

基于当地独有的自然禀赋，定海
区环南街道一直看好东岠岛的前景。
该岛入选首批“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
动示范岛后，昔日冷清的悬水小岛等
来契机。在前期基础设施改造的基础
上聚焦打造“露营岛”IP，东岠岛开始
迎来春天。

走进主打为游客提供自助或半自
助服务的露营体验，只见海天之间，鸥
鸟空中高翔，帐篷如花盛开。在山顶
360度赏海景，“见山海”露营基地去年
就迎来万余名游客，还被评为 2022 年
度浙江省最具潜力户外露营地。

73 岁的当地村民张惠康没想到，
“老了老了，还能在家‘坐’着赚钱”。

眼瞅着岛上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就在
家里开了小卖铺，专卖食品和饮料。
说起生意，他自豪地伸出3根手指：“生
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300多元。”东岠
岛“山海赢”共富工坊，推出营地餐饮、
保洁、接送等岗位，电商带货推销优质
农产品，百人次实现“家门口”就业，人
均月增收3600元。

嵊泗枸杞岛，是一个以贻贝养殖业
为主的偏远海岛，“小岛你好”行动开展
以来，已新引进产业项目6个，总计投资
超7000万元，落地1000万元以上产业
类项目4个。其中，与阿里合作打造一
米八产业园，有效带动贻贝产业做大做
强，产品已上线上海、杭州、合肥等100
家盒马鲜生门店，日均销售超过 3000
盒，单品售价翻番达到29.9元/盒。

“变化确实蛮大”。1 月中旬的
一个双休日，一批来自沈家门渔港
的 居 民 自 发 来 到 普 陀 区 葫 芦 岛 旅
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个与普陀
山仅一箭之遥的小岛，最多时有近
3000 人，现在只剩下 100 多人。“小
岛你好”行动实施以来，该岛基础设

施 强 化 了 、环
境整洁了、医
疗 条 件 改
善 了 。 崭
新 的 码
头、长 长 的
廊道、洁净的
马 路 ，海 水 淡
化 工 程、部 分 居
民 房 屋 外 立 面 改
造 、敬 老 院 装 修 均
于近期完成 。去年 7
月，“共富方舟·健康守
护”行动首站来到了“葫芦岛”，小岛
居民在家门口体验到去大医院才能
体验到的健康项目。

小岛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近期，
岱山县多家部门通过广泛征集调研，
遴选出医疗卫生、民宿服务、农业种
植、水产养殖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
通过“定向邀请”+“按需匹配”相结合
的方式，组织邀请浙江省海洋水产研
究所、舟山医院等 5 个行业领域的 13
位省市专家，赴衢山镇开展对口服务

活动。
“小岛你好·助力共富”专家服务

示范团衢山行活动是引导高层次人才
向基层一线流动、向产业一线集聚的
创新探索。整场活动，专家团成员共
开展培训讲座1次，提供现场技术指导
8 次，义诊病患 150 余人次，服务群众
300余人次。

“一年打基础，两年变形象，三年
出成果”，根据舟山市委的要求，市委
社建委优化完善《舟山市“小岛你好”
海岛共富行动总体规划》，强化与概念
性规划的转化衔接，形成总体规划建
设导引，推动实现一岛一策、一岛一
品。市委社建委、各县（区）、各功能区
管委会，坚持质量优先，对标规划编制
最高水平，按照总规要求明确小岛功
能定位；制订《2023 年“小岛你好”海
岛共富行动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表》，完

善项目推进机制。
“小岛你好”品牌

LOGO，在各个场景
实 现 应 用 传 播 。

举办“小岛你好”
公共建筑与艺

术装置设计
国际大赛，
大赛共收

到 754 次
注册报名，最

终评选出两个
赛道一二三等奖

6 组作品和 5 组入
围奖作品。

舟山争取通过 3
年行动，打造 30 个小而

美、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活、小而富、
生态优美、各具特色、令人向往的美丽
海岛，成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金名片”，成为中国
的“海岛版”诗与远方，成为全球海岛
地区发展的最佳实践。进一步激发海
岛发展内生动力，全面展现各美其美、
岛岛奔富的新图景，舟山正在探索一
条具有海岛韵味、舟山气质的共同富
裕路径。

(图片由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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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惊羡的数字，舟山，拥有 2085 个海岛，占浙江省的

47.93%，占全国的 18.95%。海岛，是舟山的特色禀赋、优势资源和

发展空间。

2022年6月上旬，舟山市启动“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弹指

间，整整一年半过去了，这项行动成色如何、成效怎样？

定海东岠岛露营基地定海东岠岛露营基地

嵊泗黄龙岛上的开渔节嵊泗黄龙岛上的开渔节

舟山小岛风光

“没想到退休后竟在老年大学接
触到规范的乐器教学，圆了我小时候
的乐器梦。”近日，丽水市莲都区教育
系统老年大学学员刘娇珠高兴地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像刘娇
珠一样，在家门口“上大学”。近年来，
莲都区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为目标，积极探索“学习+康养”
的老年教育新模式，并在“学养融合”
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
做到老年人心坎上，走出了精神共富
新路径。

2022 年，莲都区科学规划老年教
育服务体系建设，联合教育局、老干部
局、卫健局（老龄办）等部门，整合区域
成技校、文化馆（文化站）、社区科普学
校、村镇文化礼堂、村委图书馆（阅览
室）等优势资源，全力建设“家门口的

老年学校”，努力培育精神共富沃土，
辐射至全区8.7万老年人。

莲都区老年学校以“文化养老”为
办学宗旨，精心设置文化艺术、医学保
健、信息技术、体育健身、家政服务、特
色课程等 6 大类几十门课程，通过不
断丰富学习内容，拓展学习领域，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让老年学校成
为老年人更新知识的课堂、文化养老
的场所、精神追求的乐园。

目前，太平和碧湖老年开放大学
分校先后被评为浙江省首批村居老年
教育示范点。莲都区老年电视大学被
评为浙江省“十二五”办学先进单位。

同时，莲都区先后组建以教育、医
疗、卫生、司法、文化等部门为主的专家
团队，为老年朋友提供精准服务，指导
成立各类老年特色社团，构筑“老有所

乐”平台，并依托老年人的智力、经验、
技能优势，搭建丽人幸福驿站种姐工作
室等社会服务活动平台，引导老年人利
用所学所长，在科学普及、环境保护、社
区服务等方面积极服务社会，弘扬正能
量，在“老有所为”中，为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贡献老年人的智慧和力量。

据悉，丽人幸福驿站种姐工作室
自成立以来，开展时事政策宣讲、防疫
服务、调解纠纷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800 余场次，为维护社会和谐和创建
平安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工作室
也获得莲都区妇联最美“战役”志愿者
团队荣誉，被省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老年特色社团建设也取得
了显著成效。其中，莲都区离退休教
育工作者协会木球队在浙江省第八届

木球锦标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名；城西
“炫舞时光”舞蹈队的节目《映山红》和
“万象”武术社团的节目《最美太极风》
分别荣获省二、三等奖；太平芩庄日益
书院、城东翰墨飘香书画社等 4 个社
团被评为丽水市优秀学习型社团⋯⋯

如今，老年大学学习和特色社团
活动在莲都区老年教育工作中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已成为该区域老年人喜
闻乐见、提升自我的活动形式。“现在，
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越来越丰富，生活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下一步，莲都区
将持续在老年教育领域深耕笃行、探
索文化养老新路径，推动老年教育工
作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
活质感，高水平追求人民满意教育，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莲都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丽水：谱写“学养融合”教育新篇章，
擦亮共富幸福底色

杨世丹 陈卫金 王 斌

近日，2023 年全省现代化美丽城
镇示范镇建设名单发布，平湖市新仓
镇名列榜单。现代化美丽城镇是美丽
城镇建设的升级版，意味着环境更生
态宜居、服务更全龄友好、产业更活力
兴旺、人文更活化复兴、治理更智慧高
效、城乡更共富共美。

针对综合性发展的需求，新仓镇
以“新仓 1955”经验为基础，结合新仓
自身优势特色，全面开展 5 个现代化
建设——巩固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公
共服务短板、完善经济产业配套、加强
人文环境塑造、提升综合治理水平，打
造彰显新仓特色的现代化美丽城镇。

实施设施提标行动，推进基础设
施现代化。新仓镇开展雨污水管网提
升工程，提升现状雨水、污水管网和污
水处理设施。投入 300 余万元开展新
仓镇二级污水管网排查疏通和维修，

确保二级管网畅通，加强污水收集
能力。

截至目前，新仓镇工业园区 2 个
检测点水质数据同比大幅提升，总体
水质由Ⅳ类提升至Ⅲ类，排名提升 17
个名次。聚焦园区治水，让“难点”变

“支点”，深入开展工业园区“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提质增效百日攻坚行动。

以红星河北侧园区为突破口，新
仓镇全面排查企业雨污水管网，建立
镇领导联挂企业机制，组建督改小组
破解治理难题。聚焦管网提升，让“痛
点”变“亮点”。投入 450 余万元，对新
庙集镇、童车城和新仓老街 3 个管网
设施老旧区域重点排查，全面启动城
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提质增效。同
时委托专业技术单位对全镇 9 条重点
河道 8 个小区进行排查整治，群众问
题反映率下降60%。

改 善 城 镇 风 貌 ，还 在 于 人 文 环
境。新仓镇持续开展老街有机更新，
充分挖掘存量资源，加强活化利用。
结合和美乡村示范片区打造，进一步
提升农村环境风貌。开展城乡风貌
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推进老集镇、城
郊接合部、产业片区等的整治，打造
县域风貌样板区。加强镇域主干道
沿线杆线整治提升，实现安全规范、
整齐美观。

产城融合便是又一层进阶。近年
来，新仓镇加快建设城乡风貌提升、公
共服务提质等项目，拓展百姓共同富
裕新途径，全面助推美丽城镇开启新
篇章。

由平湖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年产 2 亿平方米光伏封装
胶膜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16 亿元，
受让原界龙彩印土地面积 85.6 亩及厂

房建筑面积 8.3 万平方米，进行厂房改
造及新购置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项
目于 2023 年 3 月开工建设，9 月竣工
投产。

近年来，新仓镇紧紧围绕“共同富
裕标杆镇”的发展总目标，创新发展

“新仓经验”，把新仓建设成为“现代化
融沪新城、合作化富美新镇、数字化科
创新区”。新仓镇，走出了一条现代化
美丽城镇建设特色路。

产业园是新仓经济发展的坚硬底
盘，承载着更多新仓希望和梦想。围
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新仓在科创上
提档升级再发力，预计 2024 年规上工
业产值突破 120 亿元。同时聚力攻坚
招大引强，全年招引超亿元产业项目6
个以上。未来，新仓镇将继续做好产
业招引，进一步激发数字化科创新区
活力。

平湖市新仓镇

走出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特色路
戚洁霞

杨斌英 苏靖雯

近日，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移沿
山村的捕鱼节现场人声欢腾，游客络
绎不绝。乡贤胡能华穿梭其中，在辖
区农庄、露营地、餐厅等地充当“百事
通”，为游客答疑解惑。“我是土生土
长的移沿山村人，看着村子从传统农
业一步一步向农文旅融合发展，能为
村里的发展出一份力，我深感荣幸。”
胡能华笑着说。

近年来，吴兴区围绕打造“乡村
旅游首选地”这一目标，积极发挥统
战优势，全力激活乡贤资源，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发挥本地乡贤、返乡乡
贤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深入挖掘吴兴
区农业和传统文化“聚宝盆”。

谷堆农创就是新乡贤带资源返
乡创业的生动实践之一。“2023 年以
来，谷堆农创招募了 60 多位村民，开
展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
力，并开展 20 多期‘我们的共富计
划’主题沙龙，其中部分村民在活动
中掌握了很多前沿的农创模式，开始
走上致富之路。”谷堆农创的负责人
沈熠茹介绍。自基地建立以来，累计
完成全国乡村规划类项目 100 余件；
吸纳 16 个青年创业团队入驻，招引
入村投资创业项目 8 个，培育乡村运
营团队 10 个，2022 年助力基地所在
村村集体经济增收 80 万元；发展合
作共享厨房 14 户，农户最高月收入
达36500元，平均月增收6000元。

乡贤产业发展同样是吴兴区重
视统战工作的一个缩影。目前，由吴

兴区乡贤李小斌投资 1.01 亿元的乡
贤回归项目（包括数字工厂稻鱼、稻
虾养殖和苗种繁育等项目）已进入施
工阶段。“项目实现流转土地 314 亩，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350万元，
可提供 30 余个灵活就业岗位，极大
促进本村村民增收。”吴兴区委统战
部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吴兴区引回一大批像李
小斌这样的返乡创业者，也挖掘出了
一批优秀的青创客，并通过优化营商
环境，积极为乡贤创业者搭建参与

“舞台”，使他们全身心投入，从而带
动家乡产业蓬勃发展。织里镇探索
乡村创客机制，对重大乡贤回归项目
采取政策倾斜，累计兑现优惠 1.2 亿
元，受惠企业 1569 家，青年乡贤在织
里投资农业类项目累计营收超 8000
万元，带动 89 户养殖户、1203 名农
民增收；朝阳街道深化“乡贤+引资”
模式，加速赋能“乡贤资源”向“乡贤
经济”转化，引入东西堂、文人花道等
网红商铺 60 余家，设立摊位 30 余
个，全年街区接待旅游 156 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2000万元。

乡贤企业家，心系家乡谋发展，
如今这些乡贤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的
发展贡献力量，已成为推动吴兴区发
展的重要力量。吴兴区委统战部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发挥好商
会、侨联等挖掘乡贤资源方面的作用，
汇聚统战力量，发挥贤力贤智贤能，聚
焦乡村振兴，不断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激发活力，走出一条乡贤能人和党
团群众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吴兴：激活乡贤资源
共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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