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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嘉兴平湖市曹桥街道
牢牢把握数字乡村建设新机遇，大力
发展电商直播新业态。当地立足“后
生”主播集聚优势，探索打造“桥乡后
生”主播宣讲团，描绘了“搭建一个直
播间、带动一批群众、辐射一地发展”
的生动图景，有效破解城乡数字鸿沟
难题。截至目前，主播带货销售额超
300 万元，村民参与电商直播超 80 人，
人均创收超5200元。

“话”解运作新难题。年初，借力
“桥乡后生”的经验、技术和资源，曹
桥街道迅速打开物流运输、筛品选
品、货源供应、团队招募局面，成功搭
建“ 堰 上 人 家 ”农 产 品 线 上 销 售 直
播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村里
的特色农产品——羊肚菌，它的菇头
呈蜂窝状⋯⋯”走进“堰上人家”农产

品线上销售直播间，孔家堰村村干部
李雪林正带着两个同事直播村里的特
色产品。去年 10 月，选调生李雪林来
到孔家堰村，作为村里唯一一名“90
后”村干部，他在村里带起了一股直播
带货的热潮。

“在日常的走访中，发现村民有
不少的富余农产品，但在销售过程
中，大多数只能走批发零售道路，渠
道单一。不少农户有意拓展线上渠
道，但由于精力都放在种植上，对于
平台运营维护、物流运输等方面欠缺
知识，直播始终没有办起来。”李雪
林说。

今年 4 月，直播间正式入驻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定期开展农产品
直播带货，“桥乡后生”主播宣讲团纷
纷做客，以自身知名度为直播间引流
推广，拓展了村民线上销售渠道。

“话”出后生新担当。曹桥街道还
选派街道青年干部作为互联网企业驻
点服务员，与辖区主播开展“一对一”
结对，为主播和行业职工提供点对点
个性化服务。青年干部主动帮助对接
工会、人社、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建
立部门轮值机制，将每月 20 日确定为
驻点服务接待日，征集主播、行业企业
代表的意见建议及反映问题，把高质
量服务延伸到家门口。

除了每月固定时间的服务接待，
“桥乡后生”将每位尝试电商直播的村
民学员登记在档，跟踪记录直播内容
及数据，不定期上门进行“一对一”回
访，及时了解村民学员在操作中存在
的困难和实际需求并协助解决。同
时，街道积极组织“桥乡后生”开展志
愿服务、爱心助困等活动，党员主播带
头参与“红色嘉园”暖巢提升行动，开

展骑行宣传、环境整治、文明创建等志
愿服务活动 10 余场，认领微心愿 20
个，更好地鼓励引导“桥乡后生”履行
社会责任、展现行业担当。

“话”出学习新潮流。街道还挂牌
成立“桥乡后生”乡村振兴主播学院，
由“桥乡后生”带教。比如线上建立

“桥乡后生”培训微信群，村民随时提
出问题、主播及时解答；线下开展乡村
好青年电商培训、百姓主播沙龙等超
30 次，助力村民开展电商直播。该街
道坚持理论宣讲同步推进，在直播、培
训等活动中设置“云课堂”“播前5分钟
微宣讲”等环节。其中，钹子书《“八八
战略”耀曹桥，美丽乡村幸福多》、快板

《马厩村的共富“土特产”》等节目广受
群众好评，还有微电影形式的“乡土乡
音”云端讲述新故事新理论，推动学习
入脑入心。

平湖市曹桥街道：
主播宣讲团话出乡村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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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台州市仙居县皤滩乡把
乡贤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紧密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积极
发挥在外乡贤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
建立平台、完善机制，深入开展乡贤招
商、招大引强，团结和支持乡贤为乡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点亮非遗“指路灯”

走进皤滩乡，随处可见的针刺无
骨花灯熠熠发光。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的发源地就是皤滩乡。

皤滩乡将无骨花灯与古宅相融
合，打造具有宋韵风格的花灯体验，充
分利用村级党群服务中心、传统工艺
传习所、闲置集体用房等资源，招引乡

贤传承人返乡创业，积极搭建非遗花
灯共富工坊，带动山区群众创业增
收。今年来，非遗花灯共富工坊累计
开展非遗研学活动 35 场次，参与游客
达 1 万余人次；推出非遗文创产品 27
种 ，累 计 销 售 成 品 300 件 ，材 料 包
30000 套；带动农村富裕劳动力 30 人
就业；促进村集体增收3万元。

建设生态“聚宝盆”

皤滩乡依托乡贤联谊会，精准分
析在外乡贤创业需求，建立乡土人才
创业库，做好“一对一”“点对点”对接，
将优质产业资源招引回来，让重大项
目建设发展起来。2022 年以来，皤滩
乡积极对接常熟华臣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皤滩乡贤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金
建豪，成功引进仙居数字生态渔场建
设项目。该项目选址在汤坎头村，规
划用地 300 亩，计划投资 2.7 亿元，采
用鱼菜共生养殖+光伏布局，实现“水
下养殖、水上发电”的新型养殖模式，
创建“浙江省农科院溪流性鱼类科研
基地”。目前，生态渔场项目已投资
1500 多万元，技术成熟后预计年产出
水产品 1000 吨，产值 3000 万元；年可
发电 408 万千瓦时，收益 204 万元，光
伏电站可持续收益 25 年，成为乡村振
兴路上的“绿色银行”。

奏响教育“交响曲”

皤滩乡乡贤联谊会换届后，第二届

会员大会共计筹得86万元共富发展基
金，第一件大事就是拿出一半的款项，建
立乡贤教育基金，反哺家乡教育事业。

乡贤教育基金的设立，得到了广
大心系教育事业乡贤的大力支持，退
休老党员李监松老师便是其中一员。
在皤滩乡教育工作会议暨乡贤助学仪
式大会上，他们全家向皤滩乡中心小
学捐赠10万元成立“雏鹰——陈爱香”
奖学金，用于奖励皤滩中心小学优秀
学子。

乡贤助乡兴，同心促共富。未来，
皤滩乡将聚焦“乡贤资源合力、乡贤智
库借力、乡土人才带富发力”，全力打
造“乡贤+”工作模式，推动统一战线与
基层治理、人才培育、经济发展深度融
合，努力让“乡贤列车”朝着乡村振兴

“车站”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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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套圈、巨型象棋⋯⋯近
日，“苕溪之秋·大麻镇草坪音乐节”
在嘉兴桐乡市大麻镇海华村苕溪公
园举行，其中的秋收研学活动吸引
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前来参加。“这类
活动寓教于乐，很受孩子欢迎，还能
学到知识，比如我带着孩子体验的
植物拓印，了解了一粒稻谷的前世
今生。”市民杨静说。

喜闻乐见的活动，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这背后与大麻镇持续打
造“贤汇麻溪”工作品牌密切相关。
近年来，大麻镇汇集群贤资源，厚植
乡贤文化，充分发挥新乡贤资源优
势，围绕产业共创、治理共享、文化
共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乡贤智囊团”献计谋发展。大
麻镇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乡贤以学
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支持乡
村建设。为了进一步激发乡贤活力、
凝聚乡贤智慧，43 名镇乡贤联谊会
成员和 16 名在外乡贤组成“乡贤智
囊团”，通过乡贤圆桌会议、民生实事
征集座谈会等形式，为家乡发展献计
献策。永丰村是一个典型的以水稻
种植为主的农业村，村集体经济相对
薄弱，在乡贤程旺大等农业专家的帮
助和指导下，永丰村开始尝试水稻和
长梗白菜的“稻菜轮作”模式。“乡贤
智囊团”利用新模式和新技术，进一
步提高稻米品质，推进优质稻米全产
业链建设和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打响

“永秀”生态大米品牌。近年来，永丰
村完成“田保姆”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建设，“省级优质水稻品种试验基地
建设”项目也顺利实施，水稻和农产
品的品质进一步提升。

“ 乡 贤 + 特 色 产 业 ”共 奔 致 富
路。“村里把原先的荒地都利用起
来，建设了一批现代农田、鱼塘，我
们也积极承包，进行水产养殖。”在
海华村，乡贤沈天富主动请缨，在他
经营的海北圩水产专业合作社示范
推广中华鳖养殖技术，带动园区养
殖面积 1040 亩，形成了集中华鳖苗
种繁育、规模化养殖和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链。2021 年以来，该合作社
为村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鲈鱼跑

道”认养，共管共养加包销的模式，
有效提高了养殖户收入水平。“海北
圩共富工坊”荣获浙江农业博览会
优质产品金奖等荣誉，“中华鳖”“跑
道鱼”等产品售价高于市场同类产
品 80%以上，带动社员平均年增收
3.6万元。

而在乡贤杨惠娟的眼中，“拼
布”不仅可以将时尚与古朴融于一
身，还能带动百姓增收致富。杨惠
娟退休后，就在家中创立了“云上
锦”拼布工坊，和周边农村妇女利用
闲暇时光开辟创业新天地。为了促
进家纺产业的转型升级，杨惠娟还
与本地企业合作，在生产的抱枕、窗
帘、沙发等传统家纺产品上叠加拼
布元素，以此提升产品附加值。以
抱枕为例，在增加拼布元素以后，每
个产品的终端售价提升了 20%以
上。此外，她创办的拼布工坊还积
极探索“直播”经济，利用短视频作
品推广拼布产品，开设网络教学和
艺术讲座，吸纳 80 多名周边妇女参
与，人均月增收2200元以上。

“乡贤领办项目”汇聚同心圆。
乡贤在村里威望高、人头熟，围绕兴
村示范、善治安村、文化引领三大工
程，大麻镇引导各乡贤参事会通过

“一村一品”乡贤领办助力项目融入
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理移风易
俗倡议书、简化家宴中心菜单、签订
承诺书⋯⋯”在去年的乡贤助力项
目擂台赛上，吉字浜村乡贤参事会
的做法获得了现场评委的纷纷点
赞，并荣获项目一等奖。为杜绝大
操大办、盲目攀比等陋习，减少群众
的“甜蜜负担”，吉字浜村乡贤参事
会会长陆永良带头节俭办宴席，通
过一系列可行措施向大家提倡节俭
办酒席，乡贤的做法影响和感染着
众多村民，弘扬了文明新风尚。在
今年的新乡贤工作推进会上，大麻
镇乡贤联谊会向广大乡贤发出《贤
汇麻溪·携手共富新乡贤倡议书》，
各村社乡贤参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公布并领办了助力矛盾调解、移风
易俗、未来乡村项目推进等一批乡
贤领办助力项目。同时，依托乡贤
馆、乡贤调解室、乡贤工作室等阵
地，乡贤助力工作面正在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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