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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波 叶锦霞 何贤君
通讯员 夏志坚 叶春笼） 6 月 9 日，记
者在位于义乌的青田大厦项目现场看
到，建筑基坑维护桩已完成施工。未
来，这里将成为两地开展合作的新
平台。

义乌，有着“世界超市”美誉，210
多万种商品销往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青田，被誉为“进口大超市”，依托遍及
146个国家和地区的38.1万青田华侨，
进口经济繁荣。一直以来，两地人员
往来、经贸交流密切。记者在探访青
田、义乌的市场时了解到，一“进”一

“出”间，两地进一步激发出经济增长
新动能。

近日，一列满载义乌小商品的“义
新欧”中欧班列奔向万里之外的马德

里；半个多月后，一批“洋货”将搭载这
一班列返程，在义乌卸载后被转运到
青田，摆上当地货架。

曾经，受限于交通，山区青田的进
口生意成本居高不下。青田侨商把目
光投向义乌。“义乌离青田不远，商品
通过‘义新欧’，再由公路运往青田，成
本不算高。”义乌青田商会会长周旭锋
是“义新欧”中欧班列的首批尝鲜者，
他经销的进口红酒等通过中欧班列销
往青田等国内多地。

当前，全球贸易更显不确定性，如
何进一步稳市场拓空间？“人，是最大
的资源。”义乌商城集团进口商品市场
分公司负责人高宇立说，青田华侨遍
布全球，而义乌国际化程度很高，两地
市场正将“人”的资源有效利用，成为

相互引流的渠道。
数据显示，在义乌经营进出口业

务的青田侨商企业超 700 家，每年在
义乌进出口贸易额达数百亿元，日益
成为义乌国际贸易产业发展中的重要
力量。同时，一批在义乌的外商也到
青田探市场。“在义乌采购多年，听当
地介绍青田进口贸易做得很好，所以
来看看有没有市场机会。”扎根义乌22
年的尼泊尔商人毕需努，接下来打算
和青田当地企业合作，把家乡的手工
艺品卖到中国。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仓储资源，也
成为两地合作共赢的又一链接。义
乌、青田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
海外仓，如今这些资源得到打通共
享。浙江国利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董事

长施海平是青田华侨，由他在柬埔寨
建设的金边公共华侨海外仓汇集了青
田、义乌等地流通海内外的上万种商
品，成为两地“买卖全球”的重要节点。

“唱好义乌青田进出口‘双城记’，
可以成为支撑我省外贸经济增量的重
要驱动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殷志军认为，义青联动将为其他县域
合作提供借鉴。

对此，两地负责人充满信心。“青
田将做大精品葡萄酒、西班牙进口火
腿等‘单品冠军’，推动进口商品规模
跃升。”青田县委书记林霞说。义乌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相信两地的经
贸合作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大，未来还
会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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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超市”，携手买全球卖全球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我省举办了为期 10 天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2000 名村社书记在省主课堂和 11 个设
区市分课堂同步接受培训。

作为近年来我省针对村社书记举办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的培训，这次培训班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基
层治理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省委全面加强“三支
队伍”建设部署要求的实际行动。

专题辅导、案例交流、领雁论坛、现场教学、分组研讨⋯⋯在
内容丰富、紧凑有序的培训中，学员们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
理解，提升了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基层治理的能力。

铸魂提能 赋能领头雁

5 月 27 日下午，省委党校报告厅，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
给大家上了开班“第一课”，村社书记们聚精会神聆听，认真思考
如何当好绝对忠诚、为党筑基、实干争先、担当为民、勤廉立身的
领头雁。

省委党校是本次培训的主课堂，200名学员现场听讲；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省级村社干部教育实训基地或市委党校设置了
分课堂，1800 名学员通过视频直播，同上一堂课。这样打破空
间局限的大规模集中培训，推动最优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在我
省还是头一回。

今年，省委作出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的决策部署，特别
强调要抓好村社书记队伍建设。加强村社书记培训，是政治责
任，也是现实需要。

“中央党校教授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用大白话讲清楚大道理，加上到‘八八战略’主题展览
循迹溯源、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导过的村社现场学习，让我更
加深刻感受到这些年我省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在于习近平
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党建专家对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讲解，不仅讲了干什
么、为什么干，还讲了怎么干、什么不能干，让我方向更明了、方
法更多了。”学员们说。

10 天的“充电”之旅，给了学员们不少惊喜：安排了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党纪学习教育、党建联建和共富工坊建设、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基层应
急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城乡规划建设和风貌提升、群众工作和基层矛盾调处、党群服
务中心建设、村庄和社区运营、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组织培育、抓班子带队伍等丰富
内容，既邀请专家讲理论讲政策，还邀请优秀村社书记讲经验讲方法。

“培训课程安排很有针对性实用性。来的时候，带的是问题困惑；培训期间，听到的
是真招实招、看到的是标杆差距、感受的是情怀境界；走的时候，带走的是信心办法。”绍
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里木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巍巍说。

“这次培训的目的，就是帮助村社书记强化政治铸魂、提高实战能力，并示范带动各
级抓好村社干部培训。”省委组织部有关处室负责人说。

互学互鉴 书记唱主角

为了促进学员之间的充分交流，这次培训把 11 个设区市学员分散编组，每个组既
有山区海岛的、也有经济发达地方的，既有先进村社的、也有情况复杂村社的，既有书
记、也有后备人才，通过思想碰撞，真正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

6 月 1 日，培训班设置了“领雁论坛”环节，共有 22 名村社书记登台亮相，他们既分
享兴村治社的经验，也开展同台竞技。

“居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尽力去做好什么，把群众的口碑当成社区干部最好的奖
杯。”宁波市鄞州区明楼街道和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卢燚，分享了社区通过党
建联建唤醒沉睡资源资产，激活社区自我造血功能的过程。

“直播是新农活，手机是新农具！”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叉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冯东海，介绍了自己以一个宣传叉河村的短视频意外“出圈”的经历，畅谈如何借助
网络流量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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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继续
火热。“出游热”早有信号，此前多家
旅 游 平 台 的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6 月 1
日，端午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近 70%。

在浙江，人们的文旅活动选项更
加多元、新潮。古城中、乡村里，非遗
体验、宠物游、露营⋯⋯异彩纷呈的文
旅活动，充盈着人们的闲暇时光。

台州府城内“戏”味十足。在湖心
亭、九曲桥、兴善门、紫阳街等点位，

《宫廷舞宴》《谢皇后出巡》《寻梦令》等
传统曲目，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场
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漫步古城，每
隔一段时间就有节目上演，让观众大
饱眼福和耳福。

古城游有多火爆，从数据可见一
斑。衢州市衢黄南饶联盟花园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康云飞向记者透露，假期
第一天，衢州古城水亭门历史文化街
区共接待游客 23791 人次，同比增长
264%。

适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端午
假期充满“非遗味”。

6 月 8 日以来，在宁波天一阁的南
园、东园、北书库、状元厅，处处洋溢着
端午味道和非遗气息。天一阁博物院
推出“天一雅集”系列研学活动，涵盖
民间传统游戏、端午传统习俗、端午传
统美食和手工制作，如“叶柄相勾”“朱
砂纳福”“五彩龙编”等。在专业师傅
的指导下，人们制作碱水粽、编五彩
绳、动手剪纸，在学习传统物件、美食
制 作 过 程 中 ，祈 求 好 运 ，感 受 非 遗
魅力。

天一阁博物院活动推广部副主任
王伊婧介绍，假期首日，天一阁博物院
共 接 待 观 众 7417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3.03%，其中“天一雅集”系列研学活
动吸引约1000人参与。

在良渚博物院，皮影 DIY 手工制
作、蛋壳漆画创作体验等研学市集，吸
引了众多中小学生报名参加。在省非
遗馆，每天都会安排一场传统戏剧展
演，让戏剧融入当代生活，让国粹变
国潮。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让
阿勒泰彻底火了。阿勒泰太远，那就

就近选择“平替”，既节约时间成本，体
验感也不赖。

在安吉夏阳村，群山环抱之间，就
隐藏着这样一处秘境。夏日阳光照耀
下，远处的山和云、近处的树和牛羊，
让来到小杭坑营地的人仿佛走进草
原。来自上海的冰冰，在朋友的推荐
下，特地来到这个“小阿勒泰”体验了
一番。“这里有密林、湖泊、牛羊，坐在
草地上吹吹风，看着远处山水，感觉很
惬意。”冰冰说。

夏阳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
任黎波告诉记者，小杭坑营地草坪面
积约 200 亩，于 2022 年 10 月投入运
营。“此次我们重新装饰了营地，加入
端午元素。同时，优化基础设施，为游
客停车提供便利。”黎波说，小杭坑营
地假期第一天接待游客超 3000 人次，
同比增长20%。

在泰顺云岚牧场、舟山东海云
廊 、宁 波 冠 峰 林 场 、婺 城 尖 峰 大 草
坪 ⋯⋯蓝天白云下，满眼都是生机
盎然的绿色。游客或露营，或野餐，
或躺在草坪上“放空”，吹着来自旷

野的风，看白云缓缓飘动，感受假日
的惬意。

乡村不只有“阿勒泰”。在绍兴市
柯桥区福全街道龙尾山村，“龙潮福
动”端午民俗风情节引来不少游客。
水上舞龙、赛龙点睛、游园会⋯⋯多彩
热闹的民俗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丰
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在永嘉芙蓉古
村，民居、书院、寨墙等大量宋、明、清
时期的建筑，让人们品味到了村寨建
筑艺术的魅力。

携宠出游也是这个端午假期的
新风尚，越来越多的“铲屎官”选择
带上“毛孩子”一起出游。在“小红
书”平台上，关于“宠物旅游”的笔记
超过 69 万篇。浙江多地网友纷纷晒
出假期带自家萌宠前往千岛湖、大陈
岛等地的旅游攻略。感受到宠物旅
游的大量需求，杭州青杉宿旅有限公
司 总 经 理 范 亮 决 定 对 民 宿 进 行 改
造，将安吉的“柚柿你民宿”打造为

“萌宠柯基宠物”主题美宿，为客人
提 供 宠 物 游 玩 场 地 、免 费 看 管 等
服务。

文旅活动多彩 假期生活精彩
——“端午新景”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杨一凡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宁 璐 通 讯 员
章苑静 共享联盟·普陀 缪珊珊） 绿树
成荫的村道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咖啡摊位
一字排开，现场游客摩肩接踵⋯⋯日前，
第三届舟山乡村咖啡生活周在普陀区展
茅乡创基地举行，4 天吸引了 4 万余人次
体验游玩。“真没想到，小乡村也能拥有大
客流。”55 公路咖啡生活馆主理人谢俊伍
说，自2022年10月落户展茅乡创基地以
来，该基地全年不间断举办文旅活动，人
气十足，他的咖啡馆开业仅一年多，已拥
有1000余个经常复购消费的客户。

乡村振兴呼唤青年人才，青年人才渴
求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为了让两者双
向奔赴、共同成长，2022 年以来，普陀区
打破以往楼宇式、围墙式创业园模式，依
托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普陀湾众
创码头的集聚带动效应，把创业园建在一
座座小岛上、一片片田野里，并坚持“园区
无围墙、项目无边界、政策无差异、服务无
盲区”原则，推动青年创客在美丽乡村集
聚。经过两年多实践，全区已建成展茅、
东极、白沙等乡创基地 5 个，集聚新业态
180 余个，培育乡创客 1000 余名，海岛乡
村充满年轻人的创意与活力。

政策无差异，创业有力度。“想不到在
普陀海岛乡村创业，也能享受从入驻到孵
化、成长的全流程服务以及场地免租、创
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政策大礼包，这也让
我更加坚定了融入乡村发展的步伐。”90
后乡创客夏子喻告诉记者，2022年底，已
经在线上积累起一定粉丝量的她，看中了
展茅乡创基地的政策优势，在该基地创立
兔子集市全国农产品线下店，开启线上加

线下整体运营模式。如今，她的公司已累
计销售各类农产品超 2000 万元，带动就
业 200 余人。展茅乡创基地还根据当地
特色，建立了“平台+乡创企业+村集体+

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和“免租、分成、成本
平衡”联合经营政策，构筑共创共享共富
的乡创发展新生态。2023 年，展茅乡创
基地整体营收超1500万元。

留住旅人心，游客变创客。在乡创基
地打造过程中，普陀区坚持“一岛一品”错
位发展，一颗颗特色鲜明的东海“明珠”吸
引着越来越多新乡人的目光。以“离岛慢
生活”为特色的东极岛深深打动了前来旅
游的山西青年王彬。他选择留下来，创立
了海梦文创工作室。“乡创基地不仅给了
我理想中的生活，也让我拥有了发挥才能
的舞台。”王彬告诉记者，他自主设计的带
有海岛元素的首饰、纪念船票、香薰等文
创产品深受游客喜欢，年营业额达 50 万
元。随着岛上游客越来越多，去年他又开
了一家极光候鸟民宿，旅游旺季一房难
求。如今，东极乡创基地已汇聚创客 180
余人，外来青年创客占比超50%。

普陀区还推动多元化增值服务供
给。以“三心”服务示范驿站建设和海岛
创新创业一类事改革为抓手，组建海岛创
业指导服务团队，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库、
项目库、导师库，形成“一网通办+线下服
务+专区服务+专员服务”的全链条创业服
务矩阵；围绕创业者“想创业没有钱、有项
目没有底、想转型没人帮、怕失败没人管”
等问题，加强项目、资金、场地、培训等服
务供给，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众创贷”“乡
创贷”等专项贷款，累计授信5亿多元。

普陀区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创业园

千余乡创客逐梦海岛

端午假期，杭州市方志馆举办“端午沐兰
芳，宋韵嘉年华”主题民俗活动。图为 6 月 9
日，市民游客体验南宋时期杭州端午习俗。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拍友 黎似玖 摄

假期，走起

6 月9 日，位于长兴县的龙之梦乐园热闹非凡。端午假期，龙之梦乐园推出非遗花龙船、古镇国潮秀等众多文旅项目，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图为非遗花龙船悠悠前行。 拍友 谭云俸 周苏森 摄

端午假期，位于诸暨市枫桥镇的阳春山月·枫 Fun
游乐度假村举办特色活动。图为6 月9 日，参与活动的
孩子们与卡通角色沉浸式互动。

拍友 李伯俭 李佳琦 摄

本报讯（记者 钱祎 通讯员 丁一果）
日前，村文化礼堂里张贴的二维码，
让身处浙江最东部海岛嵊泗县的船
员 陈 师 傅 感 受 到 法 律 服 务 就 在 身
边。因出海作业导致神经受损而终
身无法行走，原以为要走上漫漫维权
路的他，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便
根据“一键导航”找到了打车 15 分钟
内可达的公共法律服务站。在这里，
他获得了法律援助、司法鉴定、调解

等“一站式”服务，很快与雇主敲定了
赔偿协议。

这样的便利，如今在浙江全域都能
实现。

浙江正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尤为注重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为补齐法律服务资源城乡、区
域不均衡的短板，尤其是解决山区、海
岛等偏远区域法律资源严重匮乏问
题，今年以来，重点围绕公共法律服务

“有形覆盖、有效覆盖、有感覆盖、有声
覆盖”的目标，省司法厅综合集成各类
法律服务资源，通过数字赋能，打造线
上线下融合闭环、市县乡村一体化服
务的“15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让覆
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智能精
准的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企业和
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首选
率、满意率显著提升。

（下转第二版）

有形 有效 有感 有声

浙江全域打造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