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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黄岩培育共富工坊实现多方共赢

“小橘灯”点亮“共富路”

万
象

台州黄岩盛产蜜橘，但73岁的低收入

农户赖彩芹却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会被

一盏“小橘灯”点亮。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上桧村，

位于长潭水库上游，距离黄岩城区30多公

里。因为长潭水库水源保护，当地产业发

展长期受限，农村留守人群缺少增收渠道，

部分低收入农户因照顾家庭不能外出务

工，赖彩芹便是其中一个。

然而，这个被“困在”青山绿水间的小

村子，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并没有被遗忘。

留守老人家门口就业
2021年5月，上桧村的“小橘灯”共富工

坊成立，赖彩芹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我与

儿子一起一天可以组装近600个瓶盖，说心

里话收入已经很不错了，在家门口上班不

仅能赚钱，还可以照顾在家的老伴。”

“工坊里一共31个人，平均年龄65周

岁以上，都是留守老人，大家可以互相照

顾，又能赚到钱，人均一天能赚100多元。”

上桧村“小橘灯”共富工坊管理人员杨林

说，留守老人在家门口“就业”，一方面可以

增收，另一方面，大家在一起彼此有个照

应，让在外的子女没有后顾之忧。

据统计，去年5月至12月，上桧村“小

橘灯”共富工坊共发出工资50万元，村民人

均收入每月3000余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增加5万元。

事实上，宁溪镇岭根村的村民是最早

尝到甜头的。

2021年初，宁溪镇按照黄岩区“实施

全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方针，建

立“政府+村集体+企业”的合作模式。经多

次对接，浙江希乐工贸杯盖的组装生产线

顺利在岭根村开张，宁溪镇首家“小橘灯”

共富工坊成立，村民们都抢着报名。凭借

自己的双手，梁宝国和戴香芳老两口在外

孙结婚的时候，给他包了一个大红包，说

话间满满的幸福感，就连旁人都能轻易感

受到。

智慧大脑助力提质增效
宁联村、快乐村、南渠村、炭场头村、下

周居、大苔村……近一年半来，在宁溪这个

有着手工花灯制作传统的山区小镇里，22

家共富工坊已覆盖18个村居，一盏又一盏

的“小橘灯”相继亮起。截至今年8月，22家

共富工坊累计实现产值超6500万元，照亮

了村民一张又一张笑脸。

如今，数字化正在给共富工坊装上“智

慧大脑”。在宁溪镇“小橘灯”共富工坊服

务中心，大屏幕“驾驶舱”上实时显示着各

工坊的运行情况、人员数量、收入状态、政

策补助、收发货状况等信息，可以实时查看

工坊作业情况，全面跟踪“小橘灯”共富工

坊运行成效。

去年下半年，宁溪镇大苔村结合自身

优质水资源优势，成功招引浙江明慧蒂沃

斯科技有限公司来村投资建设高端饮用水

生产线，定向招用大苔村低收入农户等村

民群众22人。

“优质饮用水对工坊的生产环境要求

较高，采用数字化监控的方式可以方便公

司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从而保障产

品质量。”宁溪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周桂强说，“智慧大脑”并没有提高共富

工坊的门槛，而是在本地资源、供给需

求、闲置劳动力等信息动态采集的基础

上，实现资源精准统筹，从而助推工坊提

质增效。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西递景区色彩斑斓，明经湖碧水轻漾，

青石步道洁净如洗，民宿群落点缀其中，近

年黄山黟县建设“黟风黟宿”民宿品牌，民

宿经济“晴空一鹤排云上”。全县登记在册

民宿903家，中高端民宿占50%以上，年均

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近20亿元。

资源独秀
“作为中国乡村旅游目的地之一，黟县

发展民宿丽质天成。”西递镇党委书记程丹坦

言，黟县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县之一，境内完

整保存众多古村落，西递、宏村、关麓、南屏、

屏山和卢村等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星光璀

璨，44处中国传统村落、3900余幢古民居提

供充足空间载体，黟县民宿得天独厚。

“都市人需要新的个性化、保姆式服务

和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得益于村落徽

州、田园徽州、烟雨徽州及深厚的徽文化，

黟县民宿起步早。”程丹介绍，依托建于清

代康熙年间的私家宅院，1996年，黄山市首

家民宿旷古斋民宿诞生。

扶持给力
“黟风黟宿”与政府倾力扶持密不可

分。“鼓励民宿参加各类品牌建设评选活

动，获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荣誉的，国家

级奖励5万元，省级奖励1万元，市级奖励

3000元，县级奖励2000元”“对首次成立

县民宿协会、民宿分会的行业组织，分别

给予10万元、3万元启动经费”……翻开

《黟县民宿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汇编》，政策

干货满满。

除以上政策，黟县还设旅游营销资

金，涉及对民宿产业的强力扶持；举办民

宿管家技能大赛和全省首届民宿大会，引

进艺创人才；率先在黄山成立民宿业协会

和安徽首家民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注

重保护传承，出台《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发展休闲

农业，建成一村一品特色村32个、农旅精

品线路10条。

创新驱动
如何做优“民宿+徽文化”，促进数字赋

能？黟县创新驱动，拔节向上。

黟县探索开发“两山银行”，以山、水、

林、田、湖、草和闲置农房等为目标资源，整

合提升后推向市场，实现民宿资源资产高

水平转化；开发智慧旅游平台，实现“一部

手机游黟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黟

县大脑”；针对民宿业主关注的市场秩序、

环境卫生等问题，搭建“网格化、集中化、全

员化”立体式治理架构，解决社会矛盾。

走出民宿客栈，徽州小巷内，池塘溪流

旁，阡陌田畴间，众多写生学生正握管画出

心中“世外桃源、画里乡村”的最美模样。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讯员 黎小强

金秋十月，集文化体

验、票友交流、舞台演绎、

演员备演等多重功能的

示范小剧场——盐城射

阳县淮剧文化剧场建成

启用。

当天，淮剧、越剧、

京剧轮番上演，既有才

子佳人题材的古装传统

剧目，又有反映现实生

活的现代戏在舞台上徐

徐展开。灰砖细瓦、雕

花隔栏，颇具古韵的红

木色桌椅，观众在极具

中国传统元素的老戏楼

里喝茶赏戏，零距离感

受戏曲魅力。“像我们上

了年纪的都特别喜欢听

淮剧，不但丰富了日常

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

淮剧也是我们里下河地

区优秀的剧种，要把它

传承下去。”射阳市民贾

巧玲说。

一座小城，一段回

忆。淮剧文化剧场投运

后，对于广大戏迷群众

来说，县城又添一处文

化休闲好去处。射阳县

淮剧文化剧场旧址原名

为“合德人民剧场”，始建于1952年初，70年

来，随着淮剧剧种发展，几经更名，承载着

一代代老街人的回忆。今年81岁的徐老伯

回忆起当年看戏的场景，颇为感慨：“当时

看戏的人多，赶上有剧团来，票房入口都挤

不进来，老年人、青年人都要看戏。位置坐

不下的时候，就挤在旁边看，很热闹。”

据了解，射阳县淮剧文化剧场，项目用

地面积5.1亩，总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总

投资2600万元，内设204座观众厅。据射

阳县淮剧团团长翟学凡介绍，剧场投运后，

将开展“淮”约周三、“淮”聚老街、“淮”韵周

课三大文化品牌活动，为广大戏迷朋友提

供听戏学戏、交心会友的平台。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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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黟县做优“民宿+徽文化”

“黟风黟宿”寻梦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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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太仓港集

装箱码头进出港口

装卸作业的集装箱

货轮繁忙有序。6000

多名码头作业人员坚

守太仓港港口生产一

线，确保码头吞吐工

作平稳运行。

据统计，今年1

至9月，太仓港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588万

标箱，同比增长16%；

完成货物吞吐量1.95

亿吨，同比增长10%。

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

量完成340万标箱，

同比增长25%。

计海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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