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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随后的21年来，南山小区所在的元和社区，坚
定不移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通过强党建、善
治理、优改革等措施，有效破解人口聚集带来的融
入难、管理难、致富难等问题，带领下山转移群众实
现“安居梦”“幸福梦”“致富梦”，探索走出了一条下
山转移迈向共同富裕新路子。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扫一扫 更精彩

□ 记者 刘烨恒

2001年，对于尤贤礼、颜雪梅一家来说，是实现人生

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们一家乘着下山脱贫的政策春

风，从海拔 570米高的偏远山村搬进了云和县城农民新

村（南山小区），圆了祖祖辈辈的“进城梦”“市民梦”。

随后的 21 年来，南山小区所在的元和社区，坚定

不移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通过强党建、善治理、

优改革等措施，有效破解人口聚集带来的融入难、管

理难、致富难等问题，带领下山转移群众实现“安居

梦”“幸福梦”“致富梦”，探索走出了一条下山转移迈

向共同富裕新路子。

下山转移让这一家子幸福感满满

“如果不是好政策的支持，我们家的生活肯定没有

现在这么幸福。”9月 16日，在南山小区自家宾馆里忙活

的尤贤礼感慨道。

1971 年 3 月，尤贤礼出生在云和县元和街道梅湾

杨寮自然村，在家里的 7 个孩子中排行老四。母亲去

世早，全靠父亲在 10 多亩田里劳作。从小到大，尤贤

礼吃着自家田里种的粮食，穿着兄弟姐妹的旧衣服，

一件衣服能穿 10多年。

1985 年，尤贤礼小学毕业后，在家放牛放羊，跟着

同村人上山砍柴。随着云和香菇产业的发展，20 岁的

尤贤礼抛开山上的田地活，在云和城郊租地种香菇。

2001年，在云和“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引导下，尤贤

礼在南山小区动工建新房，建成两直 4层半的新楼房，

共 13 个房间 500 多平方米。2008 年，尤贤礼把新楼房

租了出去，每年收租金 9万多元。

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元和社区实行经济身份

和社会身份相分离，下山转移群众户籍迁至县城以后，

经济身份仍然保留在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社员证

就可享受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三权”以及相关涉

农政策和权益。

“种油茶，政府给补贴。油茶三年能挂果，就有收成。”

2015年，尤贤礼和妻子颜雪梅商量后，签下了20年租期的

租地合同，种植了2个品种的油茶。“今年预计能收获1000
公斤茶油，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尤贤礼说。

2019年，自建房租房合同到期后，闲不下来的尤贤

礼把楼房重新装修了一遍，自己开宾馆当老板。

搬入县城，还让尤贤礼的孩子们从小接受了良好

教育。2019 年，尤贤礼的大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今年，他通过人才引进政策

回到云和工作，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能早点成家，让我

也‘升级’当奶奶。”颜雪梅说。

居民参与治理让小区环境更宜居

“清理掉这堆杂物，以后大家进出门就不会有障碍

了。”9月 16日，满头大汗的南山小区楼栋长王松余，看

着清爽的楼道间露出了笑容。

没人能想到，如今积极投身社区公共事务的王松余，

刚刚搬入南山小区时，还曾经是小区里一位“钉子户”。

王松余是崇头镇砻铺村的一位村民，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大山之中。2000 年，云和县实施“小县大城”发

展战略，包括王松余在内的砻铺村村民们积极响应政

策，搬迁进了城。

刚进城的王松余，还保留着在农村里的生活习惯。

他在南山小区的房前屋后养起了鸡鸭、劈起了柴火。

“2002年我们社区入驻时，南山小区的环境卫生状

况非常糟糕。”元和社区党支部书记梅丽萍介绍，当年

许多搬进南山小区的村民，将小区公共空间变成了自

家的杂物间，养鸡、养鸭不说，还在花坛里搭起了鸡舍，

过往通道到处乱堆乱放，连走过去都很艰难。

为此，元和社区成立了云和县首个新市民党群中

心，开展党员“双报到 双服务”，通过“菜单式”精准服

务打头阵，先后成立各网格党支部和小区党支部，建立

“爱心敲门团”“夕阳红”“商铺联盟”等各类志愿服务

队，确保服务进片区、进楼栋、进单元、进每户，社区还

增设了“乡事城办”服务点，全面推行居住地办理社会

事务制度，实现下山转移群众的社会事务原则上由社

区或街道办理。

“通过服务，我们想让小区居民了解社区、融入社

区，并参与社区自治。”梅丽萍说，经过社区工作人员不

懈努力，南山小区居民们对社区更加认可，不仅环境卫

生得到改善，近年来还先后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安装

充电桩、解决车站片无公厕等民生微实事 30余件。

2021年，借助污水零直排改造工程，南山小区同步

进行了天然气管道铺设。“明年春节就能在我们小区吃

上用天然气烧的年夜饭了。”王松余笑着说。

拓宽就业让下山转移群众持续实现增收

“这里工作很轻松，大家坐在一起干干活、聊聊天，

每个月还能有 4000 多元的收入，我很满意。”9 月 16 日

下午，在南山小区一处来料加工点，居民陈菊仙踩着缝

纫机乐呵呵地说。

陈菊仙的老家在石塘镇湖滨村，此前她响应下山

脱贫政策，搬进了南山小区成了“城里人”。可是，进城

农民有了好房子只是新生活的开始，还要挣到“红票

子”，才算过上好日子。

2018年，陈菊仙在小区里散步时，发现一家新开的

来料加工点，正忙着赶制一批布袋。曾经是一名裁缝

的陈菊仙，顿时来了兴趣，主动“请缨”来到了来料加工

点工作。

“相比起做衣服，来料加工的活可简单多了。”陈菊

仙说，来料加工做的基本上都是云和木玩的包装袋，对

她来说制作上并没有难度。

更重要的是，来料加工自由的时间安排，让家中上

有 98岁父亲、下有 6岁孙子的陈菊仙，随时可以回家料

理家务事。

云和市民江根红是陈菊仙所工作的来料加工点的

负责人，同时也是元和社区邀请定期为居民们讲解来

料加工技术要点的培训师之一。2018 年，江根红的来

料加工点位在南山小区开张，家门口就业受到了广大

居民们的欢迎。

为了让下山转移群众下得来富得起，元和街道致

力于拓宽就业平台，将下山转移群众优先纳入农民培

训计划，在元和社区建立下山转移群众就业服务中心

和共富工坊，开展来料加工、电商、厨师等各类技能培

训，年均培训 2000 人次，建立来料加工示范点 20 余

家，并不定期举办人才市场交流会，推行企业与来料

加工点定向招工、技术传授等模式，形成了木玩以及

农家乐民宿、农村电子商务、来料加工等“一大三宝”

创业格局。

截至目前，元和社区累计引导 2000 余名下山转移

农民在县城解决就业问题，带动群众年均增收 3 万余

元，有效托举起下山转移群众的“共富梦”。

不仅下得来，还住得好、富得起，云和南山小区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子——

下山转移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南山小区新貌南山小区新貌。。 记者记者 戴昕律戴昕律 摄摄

□ 记者 吕恺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级“新时代青年

挺进师”学习小组开班式暨学习交流会在

市行政中心举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领

会市委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决定，

进一步部署“新时代青年挺进师”学习小组

工作。

据了解，市级“新时代青年挺进师”学

习小组由政治素质高、学习态度好、业务能

力强的市直单位优秀青年干部组成，重点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与学习“四史”、学

习形势政策、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新科

技知识、学习数字化改革理论以及学习相

关业务知识和技能充分结合起来，做到及

时学、深入学。

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带领小组成员

学习《中共丽水市委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型

城市的决定》。学习小组成员市委党校讲

师王枫、市委统战部市欧美同学会秘书处

副秘书长柳从建、市中医院宣传统战处副

处长熊雅婷 3 位同志围绕“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依次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丽

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郑海友、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处副处长谢丽

莎、市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秘书处处长李惠

民 3位同志围绕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建立青年学习小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

刻认识成立“新时代青年挺进师”学习小组

是新形势下主动适应新变化、落实新要求

的重要举措，是提高青年思想政治素质、建

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以及青年干部实现自身

发展的需要。要自觉躬身入局，用心用情

参与青年学习小组的学习。明确学习目

的，做学习的有心人，通过学习，让自身信

仰更为坚定、思想更有境界、本领更加高

强；把握学习重点，学习政治理论、党纪法

规、业务知识，做学习的明白人；掌握学习

方法，注重学深悟透、研讨交流、学用结合，

做学习的引领者。要加强组织领导，常态

长效抓好青年学习小组工作。强化部门联

动配合，精心谋划安排丰富多彩的学习活

动，注重加强学习过程的监督管理，推动青

年学习广泛覆盖、走深走实，不断增强学习

小组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

喜迎二十大 学习正当时

市级“新时代青年挺进师”
学习小组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