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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濒临停产 今朝联姻央企

庆元可信竹木走出绿色发展新道路
本报讯 （记者 叶浩博 陈传敏

通讯员 吴明标 吴珍荣）“中集集团
注资可信竹木， 将持有 25%股份，
成立中集可信竹木有限公司。 ”日
前， 中集集团和可信竹木的合作签
约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不久后，可
信竹木将成为庆元首家与央企 “联
姻”的民营企业。

去年 8 月， 中集集团将可信竹
木定位成 “中集合作企业中的标杆
企业”，并组织“设备升级研讨会”的
30 多家合作企业负责人齐聚可信，
考察学习。 随着中集集团资金、人
才、技术、设备的注入，可信竹木将
跨入绿色、环保、高质、低耗发展的
快车道。

两年前，在黄田镇东西村，可信
竹木厂区烟囱林立，粉尘滚滚，机器
轰鸣，周边群众怨声载道。 两年后，
这里建成了公园、绿地、文体场所，
摇身一变，变成了“小镇会客厅”，昔
日粉尘污染烟消云散。

可信竹木作为庆元县首家为
“保护环境”从居民密集区搬迁至工
业园区的规上企业， 这一 “腾笼换
鸟”式的转型发展之路，不仅为黄田
小城镇发展腾出了发展空间， 也为
企业注入了无限的新动能。

“旧厂房改造成民生公共设施
不仅是黄田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最
大的亮点，如今‘体育中心’也成了
黄田镇人气最高的地方。每到晚上，
不但是本地居民络绎不绝， 甚至还
吸引了周边小梅、 竹口等地的群众
前来运动健身。 ” 黄田镇党委书记
李志远说。

原来的可信竹木老厂， 分别由
5 个厂区组成， 几乎包围住了大部
分的居住区。 企业污染大，能耗高，
大大限制了产业发展， 严重影响了
居民环境，不治一治，死路一条。

“5 个厂区的 7 根烟囱冒着烟，
在中央、省、市环保督察下沉期间，
企业曾一度被责令停产整改。 ”是

一关了之，还是继续徘徊在“叫停”
边缘？公司董事长曹志平陷入两难。

就在企业发展面临抉择之际，
庆元坚持环保优先战略， 加快企业
绿色发展的“腾笼换鸟”政策，这让
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正值屏都工业新区如火如荼建
设期间， 入驻屏都新区后的企业将
实现集中供热， 这也吸引了可信竹
木到屏都新区建设现代化标准新厂
区。

2016 年， 为了推动当时庆元竹
产业实现提质增效，结合黄田集镇建
设，庆元县委、县政府将龙头企业可
信竹木的老厂区进行了土地收储。

“收储”后的可信竹木，经过近
两年的建设， 一个占地 90.3 亩，拥
有 12 条世界最先进的竹木复合竹
胶板生产线的“新可信”工厂在屏都
工业园区拔地而起。

“企业见不到一根烟囱，年产量
可达 6 万立方米， 集中供热后的可

信一心投入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 ”
2017 年 8 月，可信竹木正式投产，并由
过去的工程模板向集装箱地板转型。

新厂区投入生产后， 可信竹木实
现了产值翻两番， 单个工人生产效率
提高了 4 倍， 一个工人年均产值高达
200 万元，人均产值成为了国内同行的
“冠军”。 2018 年 1 至 11 月份，可信竹
木实现产值 21160 万元， 比去年同期
增长 280.6%。

经过产品研发、机器换人、集中供
热等举措， 可信竹木用了 “最短的时
间”“最快的速度” 打造出了国内设备
最先进、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领先的
集装箱地板生产标杆企业。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用环保倒逼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转换发展动力、转
变发展方式， 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层次
的绿色发展， 作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
县，庆元生态企业可信竹木通过“腾笼
换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李峰：半生情缘在利民
本报记者 张李杨

1 月 27 日，是浙江利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干事陈杰 49
岁生日，这一天，他不仅收到公司
工会送的生日蛋糕， 还收到了一
张公司党委书记李峰亲笔书写的
生日贺卡。

在浙江利民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像这种暖心的“福利”，还有很
多。“李峰书记平时很注重在企业
安全生产和职工文体娱乐活动等
方面的投入，重视职工生活，牵挂
职工家庭和个人的平安和幸福。”
说起企业“当家人”，包括陈杰在
内的公司员工都不由得竖起大拇
指点赞。

浙江利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峰是衢州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他出生在衢
州市柯城区的一个普通职工家
庭，父母当时同在衢化集团工作。
李峰从没想过， 自己会来到遂昌
并在遂昌写下长达半生的故事。

上世纪 60 年代，童年的李峰
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来到遂昌 。
1980 年，李峰通过招工成为利民
职工。 从最初的一线操作工，到
技艺精湛的技术骨干， 再到如今
的公司“掌门人”，李峰见证了利
民发展壮大的过程， 情系利民半
生。 他参与过第一条乳化炸药生
产线的建设， 主导过第一条硫酸
生产线的开发， 也经历过终身难
忘的第一次企业改制……

几十年来， 利民从最初的连
年亏损 ， 转变为如今的年缴税
2000 余万元；从原来的年产 1000
吨炸药， 发展到最高峰时的 3.6
万吨；从一家小小的化工企业，成
长为今天涵盖民爆器材、 医药化
工、生物科技、健康产业等多个板
块的龙头企业……利民成长的每
一个节点，几乎都有李峰的身影。

虽为公司负责人，多年来，李

峰却一直深入生产科研一线 ，多
次参与技术攻坚。 他带领技术研
发团队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北
京矿冶研究总院、 浙江工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
作关系， 形成了具有公司特色的
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走出了一
条“创新推动发展”之路。

除了是公司 “当家人 ”，作为
一名党员的李峰时刻以党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职工群众，
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关心
职工的生产生活， 要求领导干部
在职工出现困难时做到“四必到、
四必访”，做到有效帮扶。

2018 年上半年， 公司一名职
工因意外成为植物人， 李峰带队
上门看望， 并带头组织员工向其
家庭捐款 6 万多元， 指导公司党
委开展长期结对帮扶。 考虑到这
名职工的儿子没有稳定工作 ，去
年 10 月份，李峰又通过招工为其
解决了工作问题， 让这个特殊家
庭有了一笔稳定收入。

近年来，在李峰的推动下，公
司成立 “利民慈善基金 ”，与企业
驻地周边村镇实行村企共建 ，多
次单独或组织员工向社会公益事
业、贫困山区、受灾地区等进行捐
助，多次组织员工集体志愿献血，
每年重阳节都亲自组织退休职工
进行聚餐等慰问活动， 融创发展
以家人理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
积极助力慈孝遂昌建设。

历经半个世纪 ，李峰将自己
的半生献给了这片土地 ，自己也
变成了地地道道的 “遂昌人 ”。
如今 ，利民正在他的带领下马不
停蹄地向前奔跑 。这个在山城待
了半辈子的 “遂昌人 ”， 正用他
与山城的这份情缘抒写新的篇
章 。

我们的节日

——— 春节

新时代丽水好党员

遂昌“五老”评议团
评出文明新乡风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张春玲 吴俊）近日，遂昌县妙
高街道东峰村召开了一个特殊的
述职会， 由村党支部书记雷文彬
和村委会主任王子文就 2018 年
村里的党建工作和项目建设情
况，向“五老”评议团成员进行述
职。“我觉得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融入畲族元素这一做法比较
好，既提升了村庄环境，又有民族
特色。”“五老”评议团成员周陈松
在听完述职后， 肯定了村里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

“2018 年，我们村实施了美丽
乡村建设、竹山道路硬化、村主干
道白改黑等项目，现在请‘五老’
评议团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评
议，一方面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
面也为今后项目实施提供参考。 ”
东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婷婷说。

记者了解到，2018 年 4 月开
始，妙高街道积极发挥老干部、老
军人、老教师、老职工、老乡贤等
“五老”群体的作用，组织成立乡
村“五老”评议团，助力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 “评议团成员可旁听
村两委会议， 及时了解村级各项
事务动态， 也可对村两委工作和
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 妙高街
道负责人说， 评议团成员在村庄
醒目位置亮身份、亮职责，常态化
对村级事务、 项目建设、 党员表
现、 村民慈孝等 4 大类事务进行

监督评议。
在“乡村版枫桥经验”发源地

应村乡，于 2018 年 7 月开展了党
员积分管理评议活动， 邀请各村
“五老”作为评议团成员。 “应村乡
探索出的‘民事村了’推动了基层
社会治理， 如今再发挥村中 ‘五
老’作用，可以更好地引领文明乡
风，助力乡村振兴。 ”应村乡党委
书记张雪芬说。

“老干部、老党员等人一般政
治素质、 文化程度和个人威信都
较高，让他们参与评议，一方面可
以保证我们的评议结果公正公
平，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对
村中党员进行很好的监督管理。 ”
应村乡应村村党支部书记周岳运
告诉记者， 自从开展评议活动以
来， 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每月的主
题党日大家都按时参加了。

除了参与党员评议、 监督村
级事务，“五老” 评议团成员还积
极充当 “大喇叭”“老娘舅” 等角
色，调解邻里纠纷、参与村规民约
的修改完善，开展政策法规宣传。
新路湾镇大马埠村“五老”评议团
自发开展“倡导厚养薄葬”主题宣
传活动，带头劝导村民移风易俗，
营造了良好的乡风文明。

截至目前，遂昌已先后组建了
27 个“五老”评议团，累计开展各
类评议 120 余次， 走访群众 3000
人次，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64 个。

近日， 云和县图
书馆开展春节手工系
列活动， 带领孩子们
制作灯笼、新年贺卡、
纸鞭炮等。 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 激发孩子们对中
国传统节日的浓厚兴
趣和深切热爱。
记者 雷晓燕 柳项云

通讯员 陈丽红 摄

云和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全省第一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
讯员 程鹏鹏）近日，云和县统
计局公布一组数据： 随着云和
县经济稳中有进以及一系列促
增收、惠民生政策的实施，2018
年， 云和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40177 元， 同比增
长 9.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18573 元 ， 同 比 增 长
9.9%。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位居省、市
第一，突破 4 万元大关。

近年来， 云和县积极出台
了《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
革（试行）的实施意见》《<云和
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 >鼓励进口和出口条
款》《云和县“小微企业成长贷”
担保资金管理办法》 等政策文
件，促进主导产业增收，有效拉

动城镇居民增收。
此外，该县着力推进电商产业

发展， 制订 《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2016-2020）》，设立电商发展专项
资金，加大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
关键人才的扶持，依托独特的产业
优势，初步构建起“木制玩具+互联
网”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融合发
展新模式。 2018 年， 云和县共有
1000 家活跃网店， 直接解决 2920
人就业问题，电商销售实现营业额
29.5 亿元，同比增长 38.4%。

同时，云和县还持续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落地生根，扎实推动“最
多跑一次”改革，以营造最佳营商
环境释放最大改革红利，有效促进
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2018 年，云和
全县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076 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 513 户， 增幅达
32.82%，增长强劲促增收。

遂昌茶在海外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程航）近

日，一批来自遂昌的 10 吨绿茶刚刚结
束了一段漫长旅途： 它们先是通过货
运茶叶专线到达杭州， 之后花半天时
间到达宁波港，再经过约 20 天的海上
航程到达伊朗。

刚刚发完这批货的遂昌茗道茶叶
有限公司负责人朱飞龙， 正想休息一
阵子， 却又接到一条来自海外买家的
信息：“手上还有同规格茶叶吗？ ”春
茶还没上市， 来自中东等地的订单却
不断飞来， 他只能回复：“还得等上一
两个月。 ”

茶叶远销海外，源于遂昌抢抓“一
带一路”机遇，深挖资源优势，加快茶
产业“走出去”。

遂昌有 12.37 万亩茶园， 茶叶是
其农业主导产业，几乎村村有茶园，人
人会种茶。2018 年遂昌县产茶 1.17 万
吨，产值近 11 亿元。“但出口茶叶占比
却不大。”遂昌县农业局茶叶站站长雷
永宏说。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遂
昌茶叶“出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少遂昌茶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饮茶爱好， 对夏秋茶进行产品
升级， 采用茶叶精深加工技术提升茶产
品性价比，努力打开国外市场。

“茗道茶叶”是第一家接到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市场订单的遂昌茶企。 “我
们在制作过程中多加了一道工序， 制成
样品后就很快给对方寄了过去。 ”朱飞龙
回忆，样品寄到的第二天，对方就赶来遂
昌， 订走了仓库里的一半货存。 没过多
久， 对方又订走了另外一半货存，“产品
利润比原先增加了一倍多！ ”

为了助推遂昌茶“走出去”，遂昌县成
立了茶产业振兴领导小组，定期协调解决
茶产业发展短板和难题，通过境外展销摊
位补贴等政策，鼓励茶企“走出去”，支持
茶叶经销商、茶叶生产企业通过电子商务
渠道拓展销路， 并每年开展相关制茶培
训。 当地还积极组织茶商参加各类博览
会、订货会等，积极拓展外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