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贤创业基地工作人员经常来公
司询问指导，比如为我们解决招工问题、
员工生活起居问题，让企业从各方面得到
真正的发展。”最近，浙江派克包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正着手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总经理王阳说，企业遇到难题就有专
人上门排忧解难。

近年来，台州市黄岩区委统战部围
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
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大解题”活动，常态化落实走访调研，
深入实施乡贤回归、乡贤带富等工程，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比如在区、街道两级

共同努力下，南城街道山前村立足本地
传统优势产业——塑料日用品制造业、
模具产业发展特点，在山前村小微园区
内投入 3.2 亿元，高规格建设占地面积
67 亩、共有 7 幢 6 层标准厂房的新乡贤
创业基地。

积极引导新乡贤企业通过抱团发展、
结对帮扶、慈善救助、定向招工等形式，带
动村集体、村民以及低收入群体增加收
入。目前，该新乡贤创业基地共入驻企业
26 家，发展外溢效应已经形成，吸纳近
700 名附近村民就业，其中低收入群体
300 余人，并带动附近商贸服务业振兴，

有力带动村民收入增长。
“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50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6.2 万元，
村集体资产达 7 亿元。”山前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胜荣表示，山前村将继续开
展新乡贤创业基地企业招商引资工作，实
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新乡贤创业基地不仅为新乡贤创业
搭建了平台，还从管理、经营、服务三大机
制入手，出台优惠政策，提供“乡贤贷”等
金融服务，确保新乡贤创业有阵地、联谊
有场地、建言献策有渠道，新乡贤创富活
力正不断激发，吸引了众多在外新乡贤回

乡创业。
“新乡贤创业基地设立后，园区消防

安全、卫生保洁等配套措施都是按高标准
配置，更加规范、安全、有序。”山前村党委
委员、山前小微园区负责人陈定君说。

黄岩区南城街道还以乡贤联谊会为
组织依托，设立新乡贤带富基金，首批筹
措基金 2800 万元，用于支持低收入群体
就业创业，帮扶低收入群众生活兜底，现
已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13 场次，先后发放
资 助 金 70 万 元 ，惠 及 困 难 群 众 850 多
人。此外，建立就业帮富服务站，引导回
乡创业乡贤开设公益性岗位 200 多个，有
效带领村民致富，助推高质量发展。

（陈薏仁 杨群）

创业基地 激发创富活力
“胡大哥，等我们两家新房结顶，你可一定要来家里坐坐

啊⋯⋯”日前，在台州市仙居县官路镇新乡贤助调委员会主任
胡卫明两个多小时的调解下，萍溪村两名建房户终于放下了
多年对彼此的成见，握手言和。

这是时常出现在新乡贤助调室内的场景，也是仙居广大新
乡贤助调员工作的缩影。近年来，仙居县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不断拓宽完善新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渠道，率
先在县乡两级“社会治理中心”设立“新乡贤助调室”，成立“新
乡贤助调基金”，选聘了一批威望高、善调解、明乡情、爱奉献的
新乡贤担任调解员，组织引导其化解矛盾纠纷，提效赋能基层
治理。自 2020 年该项工作开展以来，新乡贤助力调处矛盾纠
纷1766件,全县筹得助调基金1320万元。

新乡贤助调，理顺机制是基础。为进一步加强新乡贤助调
规范运行和管理，仙居出台了系列配套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
例如，《“乡贤助调室”工作制度》，明确了“新乡贤助调员”队伍
管理、案件接办流转、评价激励等政策；《“乡贤助调室”管理办
法》，从工作职责、工作流程、阵地建设、人员选聘和协调管理等
5 大方面，提出 13 条规范性意见要求，实现了新乡贤助调与传
统人民调解的有机融合；《乡贤助调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保
障公平的同时，在破解涉及小额经济矛盾纠纷难题、救助生活
困难纠纷当事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强队伍是关键。仙居在县乡村三级开展了大走访、大调
研，通过村民推、干部荐、走访寻、乡贤引，吸纳了 405 名新乡贤
加入各级助调队伍。同时，依托“党建统领 网格智治”体系，
积极探索新乡贤网格联系制，将新乡贤助调员分配至每个行政
村的网格，20个乡镇（街道）311个行政村均实现“一网一员”。

数字赋能是动力。去年以来，仙居县创新县域矛调“五环
智控”应用场景，通过创新“一键知晓”信息闭环、“一站交办”责
任闭环、“一网联动”调处闭环、“一图统筹”研判闭环以及“一键
督考”评价闭环，走出了一条以数字赋能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
新路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郭怡冰）

以贤赋能 助推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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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之前一穷二白，最少时全村只剩下 17 名老人留
守，如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美了，而且村民回村就能
赚钱。”每天游客如织，国庆、中秋双节更是喜迎 8 万人次游客，
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村民潘美琴高兴地说，“刚开始，
在北京经商的潘贤选率先回村，投入 500 万元建成水上乐园，
吸引越来越多新乡贤回村投资，一年一个小项目，三年一个大
项目，如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小别墅。”

近年来，横渡镇岩下潘村联合党政领导班子、乡贤联谊会
骨干成员、村干部、技术专家，成立村级“乡贤致富团”，瞄准本
村生态旅游资源，通过筹集资金、走访异地商会等多种形式，成
功打造远近闻名的“潘家小镇”旅游景区。截至目前，新乡贤资
金投入村里项目超 5000 万元，带动农家乐户均年收入超 30 万
元。

在“千万工程”指引下，横渡镇万里求贤，借助基层乡贤联
谊会力量，不断“引才、引富、引治”，全面激活乡贤活力、凝聚乡
贤智慧、汇集乡贤力量，在全镇陆续涌现归乡潮和致富潮。比
如岩下潘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破百万、年游客量达 100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5000 万元的历史蝶变，并荣获“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国家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等多项称号。

为实现“全域共富”，横渡镇以岩下潘村为核心，联合邻近8
个村庄，打造“依山栖”党建联建，活动联办、事项联商、项目联
推，合力破解乡村旅游同质竞争、业态单一等难题。如今，善见
村依托山清水秀的双尖山，蝶变为青年旅游网红地；东屏村凭
借丰富的古村落资源，被誉为“中国画里的村庄”⋯⋯去年，各
联建村带动新增就业600多人，旅游门票收入超1000万元。

“村民富了，乡村治理也得跟上，要引导乡贤参与治理，让
乡村服务更贴心。”横渡镇统战委员吴琛表示，横渡镇充分利用
乡贤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积极搭建乡贤联谊会、乡贤座谈会等
交流平台，引导新乡贤广泛参与乡村基层治理，成立消费维权
站、村庄夜巡队、廊桥议事会、财务审查组等，倾听民情，解决民
生问题，持续优化乡村基层治理。去年，共组织乡贤会议 300
余次，解决民生问题139个。 （胡宇辉 邵婉琦）

乡贤合力 带动全域共富乡贤合力 带动全域共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教师节前
夕，台州临海杜桥镇乡贤会发放教育奖励
基金 182 万元；邵家渡街道乡贤会发放教
育奖励基金 20 万元；汛桥镇乡贤会发放
教育奖励基金 24.8 万元⋯⋯临海新乡贤
积极参与基金助教行动，开展“育才工程、
希望工程、强基工程”，助力乡村教育振
兴。截至目前，临海市 19 个镇街乡贤会
共筹集新乡贤教育基金超 3.5 亿元，累计
发放超5000万元，惠及万余人。

千年古城临海如何焕发新的生机？
临海通过实施“育才工程”，奖励先进集

体、优秀教师和学生，鼓励教师敬业奉献、
乐教爱生，引导学子崇德尚贤、成长成才，
凝聚广大人才助推高质量发展。“杜桥镇
乡贤会主动联系我，要给予我一定的奖
励，我以后一定努力成才回报家乡。”今年
刚考上清华大学的王坤圻感动地说。自
2019 年开始，杜桥镇乡贤会设立“杜桥镇
乡贤教育奖励基金”，陆续捐出 1200 余万
元，奖给 1989 名优秀教师和 98 名优秀高
考毕业生。

实施“希望工程”，点燃求学梦。临海
还发放助学金、慰问金，积极帮扶低收入

教师和贫困学生。自 2006 年以来，邵家
渡街道新乡贤章可剑为贫困学生捐钱捐
物共计 250 余万元，帮助约 330 名学生完
成学业梦想。“作为临海新乡贤，我很愿意
参与捐资助学，为学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他说道。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自 2006 年至
今，东塍镇东溪单村乡贤会累计发放教育基
金200余万元，为东溪单小学教师和学生参
与教育教学提供了有效保障。2007年，汛
桥镇新乡贤企业华海药业在台州市市慈善
总会设立了2500万元的冠名基金，截至目

前，公司共资助贫困学生1000余人次。
实施“强基工程”，完善学校基础设

施。“多亏了乡贤会的帮助，现在学校的设
施更加完善，老师和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
教学和学习。”看着增添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空调、午休课桌椅等教学、生活用品，
汛桥镇中心校校长林安激动地说道。

让乡贤文化深度融入教育事业。“今
年 10 月，临海启动新乡贤‘育苗工程’，通
过开展‘五个一’行动，促进乡贤文化传承
与学校思政教育有机结合。”临海市委统
战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临海将进一步探索
新乡贤教育基金作用发挥途径，全面助力
乡村教育振兴。 （孙海鹤 杨群）

情系桑梓 振兴乡村教育

在杭州亚运会上，台州温岭市石塘镇
的大奏鼓传承人吴瑞标带队亮相开幕式
前的暖场演出。大奏鼓是温岭石塘箬山
一带渔民至今还保留的具有闽南特色的
民间舞蹈，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我国唯一的渔村传统舞蹈，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

渔村民俗、闽南文化、海岛石屋，石塘
以此打造文化润富高地。知名新乡贤林
家阳投资 1000 余万元在石塘镇海利村兴
建大师奖博物馆，并配套开发新乡贤文化
驿站、知新书屋等功能。通过与苏州大

学、台州学院等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博物馆已跻身“国家级摄影创作基地”、浙
江省文艺创作采风基地，成为全国知名的
艺术人才“孵化房”。

近年来，石塘镇党委在温岭市委统战
部的精心指导下，按照“党建引领、统战搭
台、乡贤发力、桑梓受益”的新时代新乡贤
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统战实践，
全面激活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作
用，走出了一条乡贤垂范乡里，推动渔区
产业转型升级，渔民转产致富的新路子。

海岛石屋静静耸立在东海之畔。新乡

贤带动石塘转型创富，改造1000多间荒废
石屋，建成 40 多家精品民宿，成立石塘半
岛旅游民宿联盟。其中，一批民宿产业领
头羊脱颖而出：如开创深度融合民宿+文
创模式的屠华军；秉持“生活化旅游、保护
性开发”为核心理念的杨彪等。至今，石塘
镇共接待旅客 175 余万人次,营业年收入
达2.6亿元，梯度转移就业逾1.5万人,石屋
租赁费从每月300元涨到1800元。

除此之外，这里时常上演新乡贤的善举
义行。“中国好人”郭文标40年海上义务救助
2000余人，2008年成立全国首家海上民间

救助站，还带领渔民进行海洋废弃物收集。
郭定夫、杨德华坚持牵头开展“大海故乡的情
怀”新乡贤义诊活动，得到温岭一批在沪医卫
界新乡贤的积极响应和热心参与，至今已有
一千多名渔民在家门口享受诊疗服务。

新乡贤联谊会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成功促成石塘卫生院与上海医学专家工
作室及温岭骨伤科医院的结对帮扶，让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偏远的渔村。

共绘最大同心圆，共享最甜致富果。
未来，石塘新乡贤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
万工程”，为“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
富、城乡和美”的新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童朝滨 杨群）

文化润富 描绘幸福画卷

眼下，台州市天台县“母亲河”始丰溪
畔的和合咖啡馆，正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
点，投入运营以来已吸引消费超 350 万
元。“和合咖啡厅项目的成功，也带动了我
们安科片区的九个村集体联合成立旅游
公司，发展露营、户外婚礼等新业态。”天
台县始丰街道双莲村党支部书记金式芳
介绍道，这个旅游公司也是由他牵头、九
村村委联合创办的。

据悉，片区旅游公司主要通过“租金+

分红”模式运营。每年支付 2000 元租金
给土地所有村，按营业收入的多少折算分
红给片区旅游公司，片区旅游公司再利用
所得分红进行再投资，反哺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形成“自我造血”循环。

今年，该街道以片区化组团发展为抓
手，打造“乡贤助乡兴”同心共富实践基地，
基地建成新乡贤会客厅、同心之家两个示
范“点”，串联生态经济、农文旅产业两条致
富“线”、形成新乡贤助力片区化组团带富

“面”。其中，新乡贤会客厅内围绕“和合”
的理念设计打造，探索出一条“和合同

心”基层统战工作之路。

据悉，“乡贤助乡兴”基地建成以来，
已吸引新乡贤返乡投资“小而美”集市、唐
诗度假酒店等实体项目8个，落地5个，累
计投资超6000万元。

建好阵地，更要用好阵地。该街道创
新探索“三乡人”工作机制，通过汇集“原
乡人”智慧，凝聚“归乡人”力量，融合“新
乡人”资源，引导新乡贤画好“同心圆”。

“无论是本地贤达，还是在外成功人
士，只要愿意扎根始丰溪畔，助力乡村振
兴，都是我们的新乡贤。”天台县始丰街道
乡贤联谊会会长潘小虎感慨道，“山区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凝聚一切智慧和力
量。”

“乡贤助乡兴”基地围绕“思想引领
有深度、实体项目有成效、特色活动有
亮点、服务队伍有活力、工作机制有保

障”五大方面，常态化开展统一战线“同心
圆”主题日活动，落实“月度集中+日常轮
值”制度，提升新乡贤回归家乡、反哺桑
梓、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成
效性。

近年来，安科片区新乡贤积极参与谋
划品牌节庆活动 10 余场，建成七彩滑草
场等 23 个文旅融合项目，带动村集体经
济年增收 50 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 2 万
元，带动村民一起富起来。 （裴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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