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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进温州龙港市华中社区，曾经荒
芜的田地变成绿海，曾经破旧的农房变成整
齐的徽派江南民居群，生态河道两岸还建有
休闲游步道、浮雕广场⋯⋯在“以农促旅，以
旅兴商，以商成文”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谋划
下，华中社区打破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住人
才困难、原有产业带动不大等发展桎梏，吸引
了大批乡贤回归，使这个海边小渔村一跃成
为省3A级景区村。

近年来，华中社区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并
通过宅基地闲置农房盘活和三产融合，打造

出现代产业与乡村风光结合的华中水街、县
后民国风情街、“城缘乡野”露营基地等特色
空间场景。这些文旅设施成为龙港市民游玩
的首选之地，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并入选
2022年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发展实践中，华中社区充分发挥乡贤“穿
针引线”作用，动员乡贤引进项目、筹集资金、
参与治理，构建乡贤“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治理格局。社区党总支书记冯亦科怀着对
家乡的期许，放弃了多年的经商道路，回乡投
身乡村振兴事业。他牵头带领村里其他乡贤

集思广益，共同谋划村庄发展，着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堵点、难点问题，让社区实现从原本

“一穷二白”到现在“发展龙头”的蝶变跃升。
当地着力打造乡贤馆，由乡贤轮值开展日常
协调联络工作，引导更多乡贤做好社区建设
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征地拆迁政策处理等社
区治理工作。

而今，7 名乡贤回乡投资 3300 多万元建
成的“梦江南”生态园，持续为社区居民提供
了 120 个就业岗位，并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固
定摊点销售、开设超市、运营民宿等旅游相关

产业实现增收。乡贤杨介秋回乡投资建设了
融戏剧、乐器等丰富文化内涵的江南小院民
宿，每年为社区集体带来 50 余万元的收入，
并提供10余个就业岗位。

该社区还创新建立“1+1+N+X”民主协
商机制，多方筹措资金解决群众尤其是“一老
一小”的需求。如通过乡贤捐赠及政府拨款
创设“优幼”托育服务中心；通过乡贤集资400
余万元建设“长者坊”邻里食堂，并筹集100余
万元善款成立老年食堂慈善爱心基金，帮助
老人实现“食无忧”。 （殷诚聪）

乡贤回归助力小渔村蝶变乡贤回归助力小渔村蝶变 一座小亭子、一张简朴的石桌、几条居民自发搬来的小板
凳，组成了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浔南社区的“民意亭”，社区里
的事儿，上亭子里议一议；有啥难题好点子，到亭子里聊一聊。

群众奔着问题去、物业盯着问题改，实打实探讨并提出
相关解决办法和整改措施，小小“民意亭”的创设，不仅把破
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一一谋划出来，更是将一张张“问题清单”
转化为“成效清单”和老百姓的“幸福账单”。

南浔区南浔镇浔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丽花
表示，“居民的每一份意见建议都是驱动社区不断进步的宝
贵资源，它们将直接引导架空层改造项目的优化升级，力保
工程的实施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更是居民幸福感与满意
度的整体飞跃。”

近年来，浔南社区通过议事协商，集思民意，实现了基层
治理与民生改善的良好互动，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的积极性。南浔镇人大开展的代表“下访日”活动，让居民群
众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反映有渠道、服务零距离，
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这些多方面落实的举措推动着浔南
社区逐步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无界的新型治理模式，架
起了社区真心为民服务的“连心桥”，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归
属感和凝聚力。 （徐烨杉 潘炜）

民意难题 一线解决民意难题 一线解决

“现在大棚蔬菜进入成长期，再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就可以
陆续上市了，这期间是用电量最大的时候。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帮助解决用电问题，我们种植户多了一份安心。”
近日，鲁泽数字农业示范园技术员李国庆对上门检查用电设
备的国网文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连连点赞。

为帮助种植户增产增收，国网文成县供电公司采取“点对
点”服务模式，组织服务队定期上门了解农户用电需求，帮助
农户检查排灌用电设备，对涉农线路、排灌供电设备进行特
巡、红外测温，为种植户巡检供电设施，排查用电设备安全隐
患，整改不规范供电线路，常态化跟踪解决涉电难题。同时开
通办电绿色通道，确保排灌项目快速接电。

据介绍，鲁泽数字农业示范园因为有了充足的电力供应，
还设立了智能化大棚：顶上的AI智能玻璃温室可以增加透光
率，底下的水肥一体机可以根据植株的长势和基质袋的干湿
程度智能作出判断，自主进行浇水施肥。同时使用椰糠种植，
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番茄的品质，达到绿色无公害的标准。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近年来，为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国网文成县供电公司将服务关口前移，积极对接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密切关注用户用电负荷增长趋势，提供客户经理上
门收资、现场勘察、配套工程实施、装表接电等“一岗式”便捷
报装服务。 （叶小西 邱韬）

智慧农业 电力赋能

为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完善基层志愿服
务制度，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今年以来，杭州市
临平区崇贤街道前村社区联合本地社会组织“育芽团”，共同培
育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小荷公益服务中心（简称“小荷”）。

为打造清廉型社会组织，从培育之初，社区党总支就积极
指导“小荷”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深化全面从严管理的制度保
障。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直接参与监督，督促“小荷”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设置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等工作机构，配备专
门办公场所、专职工作人员和专业财务人员等。历经数月时
间打磨，如今“小荷”的管理日趋规范化、专业化，通过党建活
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兴趣小组等培育骨干志愿者135人，
开展社区廉洁文化教育活动22场。

在日常运营中，“小荷”严格遵守《杭州市临平区村（社区）
货物和服务采购管理办法（试行）》。作为采购人，“小荷”须对
采购公告、采购文件及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公平、
公正、合理负责；并根据采购限额选择规定的交易方式，如需
审核的，由采购人报经镇（街道）审核后，选择“村采云”或公开
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

社区与群众之间的相互协作，使得“小荷”不断提高自身服
务效率并降低服务成本。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步认可这种
全新的服务与管理，邻里关系越发和谐稳定。 （周芳 姚萍萍）

阳光服务 清风守护

连日来，浙江交通集团金温铁道公司所
辖金温铁路受到强降雨的袭击。日前的一个
晚上，金温铁道公司调度指挥中心金温货线
台的电话响起，受强降雨影响，金温铁路长坑
至缙云区间达到降雨封锁警戒值。列车调度
员立即发布口头指示，随即扣停 42042 次、
K308 次车站，整个应急处置过程迅速有力、
有条不紊。

作为金温、金台、乐清湾三条铁路线列车

运行的中枢机构，进入汛期以来，该公司调度
指挥中心以雨为令，全力做好汛期安全保畅
工作。重点组织全员学习《防洪管理办法》、
防汛应急常识、非正常行车办法等各类防汛
相关规定事项，并根据设备部门提供的限制
条件，及时下达调度命令，坚决执行“拦、扣、
停”等有力举措，确保行车安全。

受水害影响，最近以来多趟列车出现晚
点、停运等情况，给旅客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面对突发情况，列车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始终将保障旅客安全和铁路运输畅通
作为首要任务。在沿线重点路段，1500多名
员工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加强山体坡面、桥梁
隧道、山顶岩石等设备的巡查，及时排查清除
有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危石、危树等，保证天
沟、侧沟、水沟的排水系统畅通。

目前，金温铁道公司实行24小时防洪值
班值守，动态监测雨情水情。同时，细致排查

安全隐患，对排水系统和护坡进行重点检查和
维护，及时清除潜在风险。此外，还注重提升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防汛抗洪应急演练
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兄弟部门的联动协作，共同
筑牢防汛防线，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防洪防汛
是维护运输安全的重要一环，金温铁道公司
将持续树立安全底线思维，用责任心、执行
力、“铁”担当筑牢防汛“安全堤”。 （钱振霄）

金温铁路全力保障汛期运输畅通

“南洋桥下面的梁板断了，车开来开去太
危险了，每天从桥上经过心里都发慌⋯⋯”近
日，收到当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湖州市德清
县钟管镇人大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代表前往
实地考察调研。

据了解，南洋桥位于钟管镇东村-锦山路
段，是该镇东舍墩村村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
但由于年久失修，整桥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尤

其是路面及栏杆均出现裂缝，存在安全隐患。
经过实地考察研究，钟管镇人大主席团

依托“代表+网格”机制，发动代表在各自负
责的网格内排摸危桥、破损道路等有关情况，
并形成《关于构建高品质农村公路网络道路
方面的建议》向镇党委政府报告。为进一步
确保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前不久，钟管镇将交
通设施提升工程纳入 2024 年该镇民生实事

项目并加速推进。目前，作为 3 座危桥改造
工程之一的南洋桥已完成桥面沥青摊铺，工
人们正在搬离路上的隔离挡板及清理路边的
杂物，为最后的通车做准备。

“今年这项交通设施提升工程总投资1.3
亿元，打通道路 1 条，路面维修 2 条，危桥改
造 3 座，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提升群
众的生活品质。”钟管镇人大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发挥好“三色代表”的专业特长，全过程
参与督查，积极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
全力助推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工。

深入群众听民声，纾困解难暖民心。接
下来，钟管镇人大将更加注重发挥人大代表
联系群众作用，通过“代表亮身份”“码入户”
等形式，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展现新
时代人大代表的担当与作为。（梅亦洋 何斌）

架起“安全桥”服务大民生

“高湖镇有场地、有资源、有人才，更有政
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投资发展更有底气和信
心。”近日，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强村公司连
续对接 5 个月的高湖生态旅游产业链项目，
终于有了新眉目。项目落地后，预计可促进
村集体经济增收100万元。

高湖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于2019年成
立高湖镇强村公司，历经了纵向广学、找准方

向的起步期，垂直深挖、发挥优势的成长期，攻
坚克难、组团发展的扩张期3个阶段。如今，
强村公司通过建立行政、财务、业务等三大管
理体系，制定标准管理程序（SMP）和标准操作
程序（SOP），大刀阔斧深化制度改革，强势迈
入补短板、强后劲的突破期，为进一步催生新
业态、延伸产业链，装上全新“引擎”。

强村公司，增厚村集体“家底子”，鼓起村

民的“钱袋子”。公司现有员工56人，相关全
资、控股、合作的企业共 7 家，经营范围涵盖
了联建厂房出租、镇区保洁、文旅产业、光伏
发电、阀门加工等在内的12项业务，初步构建
了多元合作下的市场化经营模式。去年，强
村公司全年总收入767万元，收益550万元，
通过资产入股、村企联建等方式，成功带动高
湖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村村 50 万”的目

标，实现村集体、农户和公司“多赢”局面。
“为进一步激发公司发展内生动力和创

新活力，除继续跟进7个新谋划的项目外，公
司还在紧锣密鼓开展管理体系变革重塑行
动。”高湖镇强村公司负责人徐杭赟表示，新
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将于今年 7 月正式施行，
标志着公司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转变。

（赵榆婧 徐杭赟）

为产业链发展装上“新引擎”

日前，金华正朔增材制造有限公司收到
了一笔由浙江农商银行系统金华成泰农商
银行发放的“科创贷”1400 万元，该企业下
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扩建产能有了足够的底
气。

金华正朔增材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正
向创成式设计、增材设备研发、增材工艺开
发、批量打印服务的专业化创新性制造公司，
覆盖汽摩通机、路桥建筑、航空航天、医疗健

康、教育培训、个性消费等多个行业，从创新
体系、研发辅助、产品试制、小批量生产、规模
生产、备品备件各个产品阶段，为客户提供增
材制造全价值链技术赋能。

由于发展需要，企业急需资金加大研发
投入，扩建产能，以满足市场日益个性化、多
元化的需求。金华成泰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在
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企业的资金需要，且该企
业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符合农商银行科创贷

的准入门槛。为此，该行迅速响应，为企业量
身定制了专属金融方案。

据介绍，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重人
才、技术密集等特点，金华成泰农商银行创新
推出了“科创贷”贷款产品。该产品采用全新
数字化服务体系，搭建科创指数模型，实现
在线测额、在线授权、在线申贷、在线放款

“一站式”办贷体验，支持信用、金华市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保证、知识产权质押、普通押

等不同方式，企业可凭借科创能力、创新成
果等获得金华成泰农商银行低成本融资支
持，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效对接，为
科技型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的
金融服务，助力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金华
成泰农商银行将借此契机，继续写好科技金
融大篇章，为实体经济注入活水，助力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

（洪历 庄跃辉 吴慧）

“科创贷”支持科技型企业加速跑

·资 讯·

今年以来，嘉兴桐乡市石门镇充分
发挥统战力量，最大限度整合各类统战
资源，依托乡贤、商会等资源优势，发挥
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工
作打开新局面、实现新突破，以招商引
资的实绩实效推动石门经济高质量发
展。

外聘“乡贤顾问”
扩大招商引资“朋友圈”

故乡是在外乡贤内心最牵挂的地
方。上个月，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副
教授李磊颖受聘成为“在外石贤 领雁
工程”的“乡贤顾问”，她打算在石门建
一座陶瓷博物馆，并将自己制作和收藏
的陶瓷作品悉数捐赠。

“石门湾是我的家乡，能够在这里
把我热爱的事情发扬光大，我内心十分
期待。”李磊颖说，陶瓷文化源远流长，
和石门这座运河古镇适配度很高。她
计划引进一支陶瓷手工艺团队，为家乡

石门再添一道古韵。
为了给在外乡贤筑起温暖港湾，去

年，石门镇“在外石贤 领雁工程”首站
在深圳启动，通过聘请“乡贤顾问”的方
式，建起支持和服务石门发展、助力招
商引资的“外脑”和“智库”。

赵建潮是石门镇首位“乡贤顾问”，
他借助自己在中国南山集团工作的资
源和经历，一直在为家乡发展谋思路、
出点子，变身“家乡推荐官”，已促成多
个项目来石门对接交流并意向落户。

“乡情乡愁”为纽带，促进乡贤回
归。自去年以来，石门镇党委主要负
责人还带队赴新疆乌鲁木齐、河南洛

阳走访在外乡贤，聘请“乡贤顾问”。
随着“在外石贤 领雁工程”的深入实
施，搭建起石门镇党委、政府和在外乡
贤联系沟通的桥梁，厚植同根情，精绘
同心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和人才来
到石门。

借助商会力量
瞄准产业链精准招商
抓好招商引资，不可忽视商会的作

用。在石门镇党委主要负责人看来，广
大会员企业家是推动镇域经济发展的
生力军，更是全镇做好招商引资、实施
以商招商的重要力量。

为此，石门镇瞄准智能制造、汽车
汽配、精密制造等镇域内主导产业，充
分发挥商会力量，深入挖掘会员企业上
下游产业链的招商项目线索，通过政商
携手，向优质项目抛出“橄榄枝”。

今年 3 月，在石门镇商会会员企业
浙江恒巨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介绍下，

石门镇招商团队奔赴福建泉州，对接了
4 家与恒巨纺织相关联的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经过现场交流和实地考察，总
投资超 1 亿元的自动化圆机建设项目
已完成签约。

招商引资也要借力打力。温州乐
清市柳市镇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其
优势产业与石门镇目前在大力发展的
精密制造产业十分对口。为此，石门镇
积极联系在桐温州商会，并在温州商会
的牵线搭桥下与浙江省电器协会取得
联系，前往温州拜访了当地多家知名电

器企业。
与此同时，根据在桐杭州商会提供

的招商线索，石门镇招商团队还前往宁
波、萧山等地开展了精准招商。依托本
地及在桐外地商会资源，石门镇目前正
对10余个有意向落地投资项目进行筛
选。

政企面对面恳谈
挖掘本地企业再投资潜能

这段时间，石门镇墅丰村游人如
织。风车、水牛、蓝印花布，一处处小景
再现丰子恺笔下的好“丰”光。距离村
委会不远处，一座占地 4000 平方米的
丝绸体验店即将揭开面纱。

这一切让刘振华感慨不已。刘振
华是嘉兴市御锦府丝绸有限公司负责
人，也是这家丝绸体验店的老板。

“没想到我的一个想法，得到了镇
里的大力支持，立马落地实施。”刘振华
说，前不久镇里开了一场政企恳谈会，

邀请了石门镇商会会员企业相关负责
人，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为家乡发
展献计献策。

在这场恳谈会上，刘振华吐露了心
中的想法：“我们石门能不能建一座丝
绸博物馆？”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石门镇
随即与嘉兴市御锦府丝绸有限公司，以
及本地丝织业龙头企业——浙江华锋
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接。最终，三
方一拍即合，决定由华锋丝业出资建设
丝绸体验店，由御锦府丝绸负责运营，
并选址于乡村游人气颇高的墅丰村。
据了解，丝绸体验店将于 7 月正式完成
建设。

“本地企业再投资是最实在的招商
引资。”石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经常性举办政企恳谈会、乡贤恳
谈会、企业家主题沙龙等活动，推动资
源、信息实时共享，及时掌握信息动态，
多渠道推动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桐乡石门镇：凝聚统战力量 共绘高质量画卷
朱灵洁 陈 瑛

（（图片由石门镇政府提供图片由石门镇政府提供））
石门镇组织外出招商考察石门镇组织外出招商考察

石门镇乡贤恳谈会石门镇乡贤恳谈会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4号）、《彩票公益金
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等规定，现将我省2023年度体
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
2023年，全省共销售体育彩票 3029014.54万元，按国家

规定的比例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736233.63 万元（含弃奖公

益金）。
二、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
2023年，我省筹集的736233.63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按

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比例在中央、省、市、县（市）之间进行分配，
市级公益金181218.28万元，县（市）级公益金38257.96万元。

三、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2023年，我省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省体育事业支

出57617.01万元，主要为：
（一）群众体育42839.61万元，其中用于市、县（市、区）群

众体育发展 23051 万元，体育产业发展 12400 万元，帮扶补
助1500万元，绩效及其他963万元；省级全民健身宣传939.3
万元，省级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补助 2122 万元，省级场馆运维
及开放 969.31 万元，省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757 万元，备战
全国群体赛事138万元。

（二）竞技体育 14777.4 万元，其中用于市、县（市、区）后
备人才基地建设3150万元，省队联办4537万元，业余训练扶
持 1255 万元，青少年体育竞赛 2863.4 万元，人才培养 1946
万元；省级足球专项发展856万元，反兴奋剂工作170万元。

特此公告。

2023年度浙江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浙江省体育局
2024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