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专版 11

责任彩票报告发布
去年为国家筹集47.84亿元公益金

浙江省福彩管理中心负责人对
《报告》作了专题解读。《报告》共分6个
篇章，分别聚焦“强化党建引领”“责任
体系建设”“践行公益初心”“市场业务
拓展”“安全合规运营”以及“行业和谐
共赢”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浙江在推动
福利彩票事业发展过程中，履行经济
责任、社会责任和公益责任的实践与
成效。图、文、表并茂，为公众提供了
直观的年度回顾，也增强了《报告》的
吸引力和可读性。

《报告》显示，2023 年浙江省共销
售福利彩票 163.78 亿元，浙江福利彩
票销量连续九年保持全国第二位，为
国 家 筹 集 福 利 彩 票 公 益 金 47.84 亿
元。其中，上缴中央公益金 23.63 亿
元，省级留成公益金 10.25 亿元（含弃
奖转入公益金 0.58 亿元），市、县（市、
区）留成公益金13.96亿元。

2023年，浙江福彩高举公益旗帜，
重点围绕民政“一老一小”进行帮扶。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通报了2023
年全省公益金使用情况，全年福彩公
益金共资助各类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项目 0.79 万个，资助金额 18.33 亿元，
用于推进我省社会救助体系、养老服
务体系、儿童福利体系、残疾人福利事
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为我省民生
保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

爱心人士加入志愿服务
为2000余家“爱心驿站”添活力

自 2019 年起，浙江福彩在全省范
围内陆续建设并建成了 2000 余家“爱
心驿站”，打造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温
馨港湾”，更好地服务广大户外劳动者
群体，扎实有效地推进了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建设。

为进一步延伸“爱心驿站”功能，
吸引更多有技能、有知识、有爱心的群
体加入“爱心驿站”志愿者大家庭，打
造覆盖更广泛帮扶需求的福彩公益生
态圈，本次活动现场，2024 年福彩“爱
心驿站”志愿者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参

与活动的公益志愿者现场进行了服务
宣誓。

此外，为关怀老年人、丰富老年生活
而举办的2024浙江省老年摄影大赛也
有了结果，200件优秀摄影作品从报送
的14000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活
动上对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并由省民政
厅、丽水市政府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

颁发金、银、铜及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助老活动精彩纷呈
福彩爱心传递助老情怀

作为全省首个“老年
友好城市”，丽水高度重
视老龄事业。近日，当地
5 部门联合印发《丽水市
养老服务“爱心卡”实施
方案》，该“爱心卡”统
筹整合政府、集体、社
会、市场、家庭各方资
源力量，为丽水广大
老年人提供优质优价
的助餐、助浴、助洁、

助行、助医、助急、助购等“十助”服务，
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市“爱心卡”申领
使用数将达 7 万张以上。活动现场，
专门设置了“爱心卡”体验区，让参与
者亲眼见证丽水适老化改造的成果，
体验爱心健康义诊、公益理发，以及各
类为老服务机构、爱心商家、康养食品
和政策咨询等项目的服务。“真是一张
小小爱心卡凝聚浓浓为老情，为政府
的好举措点赞。”市民邱大爷开心地表
示。

活动现场还为丽水市民奉献了一
台精心编排的文艺演出，有舞蹈、小品
以及越剧、京剧戏曲名段，为整场活动
注入活力与趣味，受到现场老年朋友
的喜爱。

活 动 结 束 后 ，省 民 政 厅 及 丽 水
市政府有关领导等实地走访了丽水
市唯康怡福家园，慰问院内老人并
送上了节日的祝福，浙江福彩则为
园内每位老人送去了慰问物资和一
场 精 彩 的 文 艺 演 出 ，福 彩“ 爱 心 驿
站 ”的 志 愿 者 陪 老 人 们 聊 天 、下 象
棋、玩木玩，给老人带去了欢乐，不
断传递福彩助老情怀。

公益公益彩金金 与责任同行 筑美好未来
《2023年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发布

方鸿伟 朱 华

责任福彩，共筑美好。10 月

14日，在丽水市举行的浙江省“福

暖万家 爱心助老”系列活动上，浙

江省民政厅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

《2023 年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

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

浙江省连续11年发布年度责任彩

票报告。

省民政厅、丽水市等有关单位

负责人、省市媒体代表、爱心驿站

销售员代表、购彩者代表、公益志

愿者代表、热心公益的社会公众代

表等到现场参加活动。

（图片由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提供）

●资助老年人福利类项目4039个，

资助金额11.96亿元。

●资助残疾人事业项目326个，

资助金额0.66亿元。

●资助儿童福利类项目575个，

资助金额1.3亿元。

●资助社会公益项目类2822个，

资助金额4.26亿元。

2023 年，福彩公益金共资助各类社会

福利和公益事业项目 0.79 万个，资助金

额18.33亿元，主要包括：

2023 年，福彩公益金共资助各类社会

福利和公益事业项目 0.79 万个，资助金

额18.33亿元，主要包括：

①“爱心驿站”吸引更多公益志愿者加入
②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③省福彩爱心公益资助
④爱心健康义诊

③③

①①

②

④

此外，还资助专项帮扶、优抚事业、“浙

里有福”彩票专项项目等117 个，资助金额

0.15亿元。

龙泉“石斛花开”共富工坊
一株小仙草 串起增收链

走进龙泉，沿着西街街道“西独线”一
路西行，跨过白水桥，周村村便如一幅秀
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里，生态环
境优质，是“仙草”铁皮石斛的天然摇篮。

因势利导，2022 年，由西街街道党工
委牵头，唯珍堂石斛产业园、周村村联合
打造的“石斛花开”共富工坊，占地面积
约 500 亩，设有种植大棚 8 个、小棚 66
个，主营石斛种植、加工、生态休闲游等
业态。

该工坊整合多元资源，建立“村集体
入股分红+村民土地流转+企业文旅引
流”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定向招工+技能
培训”解决周边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带
动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2023 年，
工坊年产值超 5200 万元，带动村集体增
收 15 万元，累计吸纳 200 余人就业，年发
放工资400余万元。

如今，该工坊更进一步成为农旅融合
的典范。在工坊的带动下，铁皮石斛基地
被打造成旅游金字招牌，按照“基地+景
点+产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去
年，该基地吸引游客 10 万人次，带动周边
10 余家农家乐（民宿）和水果采摘区持续
发展，年经营收入超过500万元。

青田小河坑文创园共富工坊
一把椅子带富一方百姓

一把休闲椅，是怎样生产的？
在青田县，可以在祯埠镇小河坑文创

园共富工坊看到整条产业链——设计、生
产、加工、销售，这里是休闲椅的创意生产
根据地，也是以“椅”致富的特色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的典范。

小河坑文创园共富工坊位于祯埠镇
小群村，占地面积约 23 亩，是集休闲椅来
料加工、定向招工、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
体的集成式共富工坊。

自成立以来，工坊筑巢引凤，广泛发
布引才令，招引一批有品牌意识、经营能
力、共富理念的创业带头人为“共富合伙
人”。如发挥休闲椅“主理人”行业带头人
优势，在工坊发展“休闲椅+光伏+电商+
来料加工”融合型产业，年产值超1亿元。

依托“山海协作”，该工坊深入实施
“三支队伍”建设，打造乡村技能学堂，紧
扣从低水平就业向高水平就业、从体力劳
动型增收向技能劳动型增收新定位，构建
全生命周期的技能培育体系。

小小休闲椅，借助工坊，带动了青田
乡村大产业，也促进了村民就业。目前，
该工坊带动 11 个村集体年增收 200 余万
元，吸纳低收入农户入股 602 人，带动周
边村 1250 名农户灵活就业，实现人均月
增收1200元以上。

庆元食用菌共富工坊
村企联建稳就业 共种菌菇促安居

在庆元，一提到香菇，那是家家户户
都熟悉的“宝贝”。作为区域主导产业，庆
元香菇品牌价值近 50 亿元，“林—菇共育
系统”更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了让香菇产业更上一层楼，近年
来，庆元依托村企、政企等党组织联建成
立食用菌共富工坊，链接人才科技资源，
实现食用菌生产数字化、工厂化，带动搬
迁居民和水库移民就近就业。目前，庆元
食用菌共富工坊已入选首批省级示范共

富工坊。
延伸联建范畴，吸收上下游企业，建

成现代化产业链⋯⋯该工坊立足产业特
点，发挥平台优势，实现资源联享、产业联
育、服务联动。由属地街道牵头抓总，职
能部门提供产业扶持，村社协调用地用
工，食用菌企业负责实体运营，工坊串起
了“村企共富”“村村共富”“企民共富”三
条纽带。

点燃产业“新引擎”的同时，工坊也托
起村民“致富梦”。目前，该工坊常态提供
就业岗位 220 个，通过居家分散加工等形
式间接带动 310 余名特殊群体灵活就业，
技能职工人均工资福利提升10%以上，带
动周边搬迁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300万元。

遂昌箬叶共富工坊
品牌赋能 点叶成金

培育、采摘、加工、储运、销售⋯⋯在
箬叶共富工坊的助推下，全链条的箬叶产
业如今已经成了遂昌县的强村富农产业。

2022 年，遂昌县立足县内 30 万亩优
质野生箸竹资源，创新开展箬叶产业党建
联建，统筹全县箬叶资源，以“总站+分站”
模式推动箬叶共富工坊建设，并以“链式”
思维发展长粽“共富工坊”。2023年，遂昌
箬叶年产值近亿元，全产业链年产值 2.2
亿元，带动本地 8500 余名群众年人均增
收 1.8 万元，同时还实现跨山统筹，带动松
阳、云和等周边县市400余名群众增收。

野 生 箬 叶 遍 布 遂 昌 20 个 乡 镇（街
道），如何在离散资源中找到产业发展合
力？该工坊整合各级资源，打造以浙南箬
叶市场为总站，5 个产业龙头合作社为分
站的箬叶共富工坊集群，实现农户集中采
摘、合作社上门收购、总站统一加工的全
链条管理模式。同时，建立专门的“红色
管家”队伍，推进工坊管理标准化、制度化
建设。

2023 年，遂昌县箬叶共富工坊获评
省级示范共富工坊。“下步，工坊将持续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工作，推动三
产融合，建设好‘十里箬叶长廊’‘长粽文
化村’等乡村发展内容，持续助力乡村振
兴。”工坊相关负责人表示。

景宁“漈上田园”共富工坊
高山果蔬打开山村产业新赛道

走进景宁县大漈乡，一片生机勃勃的
景象映入眼帘，茭白等高山果蔬郁郁葱
葱。得益于“漈上田园”共富工坊的推动，

“菜篮子”产品成了当地的致富“法宝”。
2022 年，大漈乡党委紧抓农业“双强

行动”机遇，落地丽水市首个高品质生态
农业联建项目，携手 500 强企业海亮集
团明康汇，共同打造“漈上田园”共富工
坊。目前，工坊基地 80 余亩，提供就业岗
位 150 余个，带动村民年均增收 5 万余
元。

该工坊建设过程中实施“书记责任
田”项目，由村党组织书记牵头推进工坊

建设，集中流转农田土地，带头试种新品
种、试用先进机械设备，为村特色产业规
模化发展破题引路。

作为山区县景宁境内的乡镇，大漈乡
是典型的高山丘陵乡镇。立足自身区域
产品优势，实现产品出村出县，是村民增
收的关键。

以工坊为枢纽，大漈乡与海亮集团明
康汇签订党建联建合作协议，促进高山果
蔬等农产品销售。截至目前，该工坊带动
大漈乡高山精品果蔬收购价同比增幅近
40%，600余户农户获益。

“村集体搭台、企业投资运营、强村公
司控股、村民参股的机制下，村民可通过
流转土地、投资入股或务工增收，实现村
企联动、稳健‘双增’目标。”“漈上田园”共
富工坊相关负责人说道。

龙泉“一家亲”共富工坊
小小食用菌 融汇畲汉情

食用菌是龙泉市竹垟畲族乡特色主
导产业之一。近年来，该乡党委聚力食用
菌特色化产业发展，聚焦食用菌产业转型
升级，建设“一家亲”共富工坊，探索形成
村企联建、畲汉共富的乡村发展模式。目
前，“一家亲”共富工坊已入选首批省级示
范共富工坊。

为促进主导产业食用菌的提质增效，
该工坊推行“市乡联动+乡级统筹+村村
联建+共富合伙人”合作模式，整合八村资
源、资金、项目联建标准厂房，引回“共富
合伙人”投资创办全省首个液体接种菌棒
加工厂，拓展屋顶光伏、联建黑木耳基地
等村集体增收新模式。

“以前总担心没活干，现在有了共富
工坊，不仅有活干，还能通过培训学到技
术。”一位在工坊工作的村民感慨道。

如今，借着工坊不断完善的产业链
条，越来越多的竹垟畲族乡村民参与食用
菌产业。据了解，该工坊每年可为周边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还通过“集体
投资、农户入股、基地保底分红”模式，每
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带动103户
低收入农户增收82.4万元。

人人有事做 增技又增收
——共富工坊浙江实践·丽水

陈晶晶 叶 隽 吴丽珍 黄 捷 钟 航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在丽水，“人人有

事做，增技又增收”，这句朴实的话

语 得 到 了 生 动 的 实 践 。 从 农 旅 融

合到乡村文创，从本土农产品到品

牌化、特色化的全链条农村产业打

造，丽水各地立足生态禀赋，依托

文化特色和技能培训，多元主体协

作、各类人才参与，以共富工坊带

领农户踏上致富之路，助力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

“石斛花开”共富工坊
龙泉市委组织部供图

茭白丰收盛景
景宁县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