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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建主体工程已经收尾，设备也已
经陆续进场，我们正在为设备安装做准备，计
划 5 月底部分产线首批产品下线。”日前，在
衢州先导集成电路关键材料与高端化合物半
导体及器件模组项目东港片区建设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拆除单体外立面的脚手架，厂区
配套建设和设备安装准备工作全速推进，上
千名建设者按照职责分工交叉施工、加快作
业，呈现一派繁忙景象。项目负责人余明介
绍，在衢州智造新城的高效服务下，该项目仅
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土建主体工程。

先导项目只是衢州智造新城全力以赴抓
重大项目、促有效投资的一个缩影。1-3月，
衢州智造新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6 亿元，

同比增长32.3%，增速全市第一。其中，制造
业投资 37.4 亿元，同比增长 38%；民间项目
投资33.1亿元，同比增长44.9%；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30.5亿元，同比增长23.2%。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稳居全市第
一，离不开大项目的强劲支撑。今年以来，衢
州智造新城全力以赴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
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对扩大投资的支撑和带动
作用，投资运行稳中向好。一季度，衢州智造
新城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产业项目148个，
其中先导、创柔、吉利、全意、鹏辉、一道、时代
锂电等总投资超百亿元在建项目8个，完成投
资额21.4亿元，同比增长23.7%。12个省“千
项万亿”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的40.1%。

加快项目开工，提速项目投产，投资规模
总量不断扩大。衢州智造新城牢牢牵住项目

“牛鼻子”，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开工。在确保
规范前提下，再造工作流程，探索“拿地即开
工”服务，全面压缩拿地到开工周期，确保项
目快建设；一季度，衢州智造新城新开工中南
产业园二期、中钢模块等 25 个项目，开工率
达到全年的 49%；落实管委会领导挂联重点
项目制，重大项目实行专班化运作，重点项目
建立调度例会制度，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过
程管控，实行项目清单化管理，加快项目建设
和投产进度，一季度华誉精密、特盈实业、巨
合新能源等7个项目投产；项目增量层面，今
年以来，衢州智造新城新引进项目 36 个，协

议计划总投资额490.21亿元。
“工作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项目走，我

们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积极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中的问题堵点，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
设、早投产、早见效。”衢州智造新城经济发展
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衢州智造新城坚持

“打桩论英雄”，从土地供应、融资保障、用电
用能、精确招商、审批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
强化“在谈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开工、开
工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达产”全过程闭环
管控，“压茬”推进项目落地见效。据统计，
2022 年以来衢州智造新城招商引资重点建
设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总投资 2015.4 亿元，已
开工项目37个，投产项目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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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寄快递件、取快递件都要跑到十几公里外的溪口
镇，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家门口就能寄取快递件，方便
多了！”近日，龙游县沐尘畲族乡梧村村的杨阿姨手机上收到
快递消息通知，走几步便在村农村物流服务点的龙邮驿站扫
码领走了自己的快递件。

龙游县辖 6 镇 7 乡 2 街道 263 个行政村，是典型的山区
县，乡村人口占比 48.42%。2021 年以前，“四通一达”等主流
快递公司承包区只覆盖 10 个乡镇，且绝大部分在集镇所在
地，快递进村率不到 10%。受路线长、快递量小、成本高的制
约，末端农村的物流服务难以延伸，农村企业和村民有寄递需
求必须到集镇，且寄件价格偏高，成为农村网购及农产品上行
的一大难题。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首先得把包裹配送到村里，如何打
通这“最后一公里”？在当地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乡
村物流项目应运而生。“我们整合县内十几家主流快递公
司，由政府搭台，通过竞争选择了一家共配公司，由共配公
司统筹到乡村的包裹，联收联投，大大节约成本，让快递进
村成为可能。”龙游县经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丽芬说。

目前，共配中心规划开通了东、南、西、北四条配送路
线，设立 153 个村级物流服务站点及 153 组智能快递柜，配
送范围和服务范围覆盖龙游县所有行政村。王丽芬介绍，
在全省山区 26 县中，龙游首个实现了乡村物流供配数字化
全覆盖。

一条条配送线路串起一个个农村物流服务点，不仅打通
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还解决了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的“最初一公里”难题。在罗家乡“茶大叔”共富工坊，“茶大
叔”胡宏伟正在抖音直播间叫卖茶叶。他说，通过乡村物流运
输，茶叶、竹笋等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远销全国各地。“乡村物
流不仅寄件方便，价格也更实惠，两公斤的农产品能省 4 元
钱。”

便捷、高效、低价⋯⋯随着邮路的不断畅通，村民的生
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振兴的步伐正在向前阔步迈
进。“‘双 11’、年货节每天的出货单量超过 1 万件，现在平均
每日上行农产品也达 300 件至 500 件，大大增加了村民与企
业的收入。”王丽芬说，不仅如此，乡村物流供配数字化全覆
盖还吸引一批一批电商项目落户乡村。近两年，龙游县新
增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300 多个、新增农产品电商店铺 400
多家。

一条“邮路”奔共富

近日，笔者走进常山县青石镇大塘后村
“五老”工作室，赵五毛正在调解村民邻里矛
盾纠纷。“我之前担任过大塘后村的村支部书
记，村里大部分村民家里的情况我都比较了
解，大家也比较信任我。虽然现在我不是村
干部，但也想为村里做些什么。”65 岁的赵五
毛笑着说，这次加入村里组建的“五老”工作
室，尽力为村里办一些实事。

老干部、老军人、老专家、老教师、老模

范，是工作室“五老”人员的来源。他们在各
自的岗位上工作经验丰富，在群众心里公信
力较高，退休以后也依然热心群众工作。2
月，青石镇出台《青石镇村级“五老”工作室
实施方案》，通过推荐、自荐的方式，动员号
召政治素质过硬、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群众
基础较好的“五老”人员，参与政策宣传、民
意征集、文明倡导、矛盾调解等乡村治理工
作。目前，青石镇 18 个村全部成立了“五

老”工作室，共有 24 名“五老”人员，其中年
龄最大的 76 岁。

“以青石籍退休公安干警陈云河名字命
名的云河工作室自2019年成立以来，成功调
解全镇各类矛盾纠纷 550 余起，获得广泛好
评。以陈云河为代表的银龄人才是全镇的宝
贵财富。青石镇创建村级‘五老’工作室，一
方面让‘五老’人员尽其才、显其能，继续发光
发热有一个平台；另一方面发挥‘五老’人员

的群众基础与亲和力，为基层治理注入银发
智慧，贡献桑榆力量。”青石镇党委书记何菊
表示。

截至目前，“五老”工作室已成功调解矛
盾纠纷20余件。接下来，青石镇“五老”工作
室将定期组织交流，完善各项制度机制，紧贴
每个村实际情况与需求，规范化开展矛盾调
解等志愿服务，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五老”工作室 汇聚“银龄”力量
葛锦熙 张 曌

“我们企业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提
升，投入成本较大，希望政府优化补助政策，
同时组建运维工程师团队，供有需求的企业
共享。”近日，在江山市举办的亲清茶叙会上，
新生代企业家王煜堃反映企业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当场得到了市领导的答复。

一大批企业家子女逐渐接过父辈的接
力棒，成为推进江山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为顺应这一趋势，江山市以青
年统战工作为着力点，通过“选苗、培土、施
肥”全过程培养体系，培育一支代表性强、

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好的新生代企业家
队伍。

江山市将清廉作风作为新生代企业家
“选苗”的标准，并将以清廉建设成果为放贷
条件，发布《清廉民企（商会）“三清贷”实施意
见》，并联合银行为本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推出授信额度为 1 亿元的“清朗贷”产品，着
力破解新生代企业家融资难问题，用心用情
帮助新生代企业家解决其燃眉之急，为他们
提供优渥的生长“土壤”。

针对新生代企业家的发展瓶颈，江山市

还做好“育肥”工作，举办新生代企业家“雄
鹰”研修班，聘请一批具有创业经验和社会责
任感的优秀新乡贤作为导师，通过参观企业、
专题授课等方式，提升新生代企业家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水平。

研 修 班 以 江 山 市 新 生 代 企 业 家 联 谊
会、市异地商会青年分会中综合素质好、发
展潜力大、事业心强的 80 后新生代企业家
为主，深化导师传帮带机制。此外，江山市
还 组 织 企 业 家 赴 省 内 外 的 全 国 500 强 企
业、上市公司及“独角兽”企业历练，学习先

进理念，拓展人脉资源，推动新生代企业家
熟悉行业现状、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创新动
能。

下一步，江山市计划用5年时间，培养上
市公司或预备上市公司负责人5人、行业龙头
企业负责人10人、亿元以上创新型公司负责
人50人。“我们将继续破解新生代民营企业家
在成长道路上的难点、堵点、痛点，加快培育
和建设一支新时代高素质优秀新生代企业家
队伍，为江山工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江山
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培育新生代企业家 增强经济创新动能
蒋 君 毛志成 陈恺文 蔡 微

近日，205国道开化齐溪大坝至石川段（开
化水库淹没段）复建工程项目最后一个隧道顺
利贯通，为项目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该
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是开化水库建设的配套工
程，也是国家重要国道干线公路，全长约8.47公
里。项目建成后，对于完善开化干线公路网络、
助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开化搭建“专班+
清单”推进体系，在关键时期，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跟进工作，针对建设中遇

到的问题，更是建立了“事不过夜”的快速协
调机制。“从前期征迁到项目实施，县交通运
输局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杭州交工
集团项目总工刘家建说。在进行边坡预应力
锚索加固工程时，遇到开挖坡体上高压杆线
的阻碍。当时临近春节，如果不及时处理，按
部就班，将给整体进度造成不小的影响。县
交通运输局得知情况后，迅速协同相关部门
多次前往现场勘察、协商，最终制定了临时迁
改方案，赶在春节放假前完成了边坡上高压

杆线的迁改，及时抢通了主线路基，保障了工
程正常推进。“通过强化要素保障，加大设备
和人力投入，目前，该项目进度已经达到
80%。”刘家建高兴地说。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今年以来，开化县
交通运输局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推
进工作有序开展，通过建立领导班子带头抓、
主要科室重点抓、相关科室联动抓的工作机
制，将工作任务落实到人，确保交通运输各个
重大项目持续高效推进。开化交通因此取得

了“开门红”，1 月，205 国道开化华埠至常山
长风段改建工程正式纳入浙江省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实施类项目，并成为今
年全省首个召开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的项
目；今年一季度，杭淳开高速公路项目也取得
突破性进展，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部级审查
和用地预审论证会。“今年，我们计划实施重
点项目8个，以最大的决心、最有力的举措助
推开化高质量发展。”开化县交通运输局主要
负责人说。

推进交通项目建设 畅通地方发展“经络”
朱恬静 姚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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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东 毛惟

“我承诺，任职期间我将扎根农村，以群众满不满意为
标准，竭尽所能和大家一起谋划村庄发展，帮助大家解决
操心事、烦心事，努力践行‘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
殷殷嘱托。”近日，开化县池淮镇庄埠村农村工作指导员
余礼在党群服务中心大礼堂面对广大村民庄严承诺。

近年来，池淮镇充分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优势，为新时
代新征程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新一
批派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工作有序推进，池淮镇
25 名农村工作指导员背着行囊，带着工作计划，陆续到村庄
报到。

“我们村人口数量大，党员较多。来自县农业农村局的徐
根旺老师结合我们村的情况，一来就制定了两年重点工作计
划，还给我们解读了中央一号文件，让我们对发展充满信心。”
路口村书记孙杨开心地说。池淮镇一方面借用农村工作指导
员的桥梁纽带优势，向上对接找寻新资源，向下传递新理念、
宣讲新政策；另一方面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参谋长”功能，帮
助村干部理清工作思路，探索乡村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我作为潭头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将在已有产业基础
上，为做强‘庭院经济’、打好‘醉荷潭头’旅游名片和升级

‘香溢’共富工坊出谋划策。”衢州市烟草局下派的农村工作
指导员留乾自信满满地表示。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池淮
镇党委制定了农村工作指导员“六个一”帮扶清单，要求每
名农村工作指导员结合乡村农产品种植、深加工、销售、文
化旅游和数智治理等方面挖掘潜力产业，并谋划可实施的
特色项目。

“平常我主要从事农经工作，对于村务工作相对熟悉，党
建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本次培训是第一次有体系地学习
党务工作，我做了详细笔记，下村之后我一定把学习要点向村
干部传达。”星阳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姜承志在培训后收获颇
丰。2024 年是开化县干部执行力提升年，池淮镇将把做好农
村工作指导员工作作为加强组织建设、提升干部执行力的关
键一环。下一步，池淮镇将持续擦亮“池续领航”党建品牌，着
力打造“政治坚定、能力突出、吃苦耐劳”的农村工作指导员队
伍，为乡村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新动力。

一座“桥梁”富乡村

近日，衢江区“6070”矛盾纠纷调处团成
员、廿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崔金玉
带着调解书来到佘塘头村村民巫友珍家中，将
赔偿款到位的好消息告诉了她。去年，巫友珍
的丈夫在砖瓦厂干活时意外去世。经过崔金
玉多次奔波调解，力促各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这是衢江区“6070”矛盾纠纷调处团赋

能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衢江区
创新组建“6070”矛盾纠纷调处团，从社会重
点领域选用一批出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
党员干部担任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了解基
层、群众基础好、经验丰富、有威望的优势，助
力基层治理创新。

村 社 是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的 前 沿 阵 地 。

“6070”调处团扎根于衢江各个乡镇（街道）、
村（社）调委会，以“网格排查”方式实现矛盾
信息的前端感知，通过“及时调、就地解”，让
矛盾化解在基层，尽可能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推动社会平安建设。2023 年
以来，衢江区村级“6070”调处团共受理和化
解矛盾纠纷2801件，化解成功率96.1%。

目前，衢江区“6070”矛盾纠纷调处团已
有 1241 名 成 员 ，占 全 区 调 解 员 数 量 的
73%。2023 年以来，衢江区矛盾纠纷化解量
同比增加 120%。其中，42 件疑难复杂的陈
年积案（信访）得到化解。相较于2022年，矛
盾一次性化解率提升 28%、群众满意度提升
6.5%。

“6070”调处团 让基层治理展新颜
邹 洁

“6070”调处团 让基层治理展新颜
邹 洁

胡柚戏剧展风采

日前，“浙里的故事真精彩”浙江省第三届“大嘴好声音”英语风
采展演活动在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举行。常山县育才小学参演的节
目《Huyou：All for U》获一等奖。该节目以常山胡柚为原型，用“戏
剧+英语”的展演形式，生动演绎了常山胡柚诞生的民间传说故事，
不仅让参演孩子锻炼了英语表达能力、展现了自我风采，更让大家感
受到当地特产常山胡柚的独有魅力。

汪杰 周兰兰 摄

近日，在开化池淮镇余田畈村“茶香”共富工坊内，村支部书记廖明兴邀请
到全国技术能手石春生老师，为工坊内的员工上了一堂实践满满的“专业
课”。

张静荷 余凯凯 摄

特色农业促增收

近日，在常山县何家乡江源村，笋农迎来了大自然的“馈赠”。江源村食用竹种植面积约 3000 亩，主要种植白哺鸡竹
和雷笋，竹笋远销杭州、上海、苏州等地，成为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据了解，2023年江源村食用竹年产值4000余万
元，人均增收1.5万元。 刘芸 刘青 郑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