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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高
磊）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 布 2021 年 上 半 年 全 市“ 招 才 引
智”大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市共引进高校毕业生 21544 人，其
中博士 149人，硕士 497人。

今年以来，丽水把“双招双引”
确立为加快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举
措和“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一号工
程”。为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
执行力,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全
市“一盘棋”的“双招双引”工作领
导小组，设立了市“双招双引”工作
专班。

新年伊始，全市人力社保部门
便在全市开展了企事业单位人才
岗位需求摸底调查，制订全年组团

“招才引智”活动计划和“作战图”，
详细分解全年引才目标任务。全
市上下正以非一般的决心、力度、
功夫推进着“双招双引”战略举措
落地见效。

组团远赴西安、成都、武汉、哈
尔滨、兰州等地举办大型专场“招才
引智”活动，和当地高校人才面对面
推介丽水，与各地的丽水商会建立

“丽水人才联络站”，聘请“引才大
使”“大学生招引联络员”，与 62 所
全国重点高校和国内知名人才服务
机构建立“人才金桥”合作关系⋯⋯
今年以来，我市抢抓人才招引窗口
期，一系列“招才引智”组合拳为做
大人才“蓄水池”持续发力，“招才引
智”的丽水步伐越走越快，越走越
广。数据显示，1-6月，市本级、9县

（市、区）及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共
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324 场
次，其中，各地举办的“云面试”就有
115场之多。

多措并举，激发了澎湃动能。
1-6月，我市各地引进高校毕业生超
过 1500 人的有 9 地（含市本级），其
中，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 2949
人，莲都区引进 2672 人，市本级引

进 2478人，缙云县引进 2476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全市引进高

校 毕 业 生 中 ，35 周 岁 以 下 的 有
17341 人，36-40 周岁的有 4203 人；
从学科门类上看，共涉及 13 个学科
专业，其中，工学人数最多，为 7139
人，之后则是管理学 5314 人、经济
学 1626 人 、教 育 学 1427 人 、医 学
1189人。

为精准服务人才，画好“相生相
长”蓝图，目前，我市已全面开展了
高层次人才服务、档案服务、“招才
引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业务
的数字化改革，着力推进人才服务
集成化、便捷化、智能化、高效化。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全链条、全天候、
全生命周期的人才服务专属码——

“丽水人才码”也已完成一期开发建
设工作，完成了人才基础数据库、人
才服务数据库、
人 才 政 策 基 础
数 据 库 三 大 数

据库建设及拓展高层次人才、青年
人才（大学生）服务应用。同时，我
市还致力于打造“暖心人才服务”品
牌，通过做好高层次人才政策兑现
服务、引进“双一流”高校人才人事
服务、人才社团服务等贴心举措，让
所有引进的人才来得开心、干得称
心、留得舒心。

下步，我市将不懈余力地在“招
才引智”上下功夫，通过开展“智汇
丽水·发展同行”主题专列人才招引
活动，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双选
会，开展教育、卫生及五大产业精准
引才专场校园招聘活动，开展“百博
千硕”专场及高层次人才洽谈会、网
络引才活动等，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4
万名高校毕业生的年度引进任务，
为加快跨越式发展增添新动力、打
开新局面。

做大“蓄水池”集聚“强磁场”

丽水“招才引智”组合拳持续发力引才两万余人

本 报 讯（记 者 钟 根 清 通 讯
员 厉剑弘）日前，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文公布第四批浙江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名单，
我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物流”
项目、缙云县“戏剧上山下乡”工
程入选。

目前，我市已创成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1 个、省级示
范区 1个、省级示范项目 5个、省级
示范创建项目 2 个。全市共创成
全国文化先进县 1 个、省文化先进
县 6个、省级文化强镇 15个。全市
9 县（市、区）全部通过省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认定，全市达标率
100%，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新时代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拓展之路，开展
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优化完善文
化公共服务线上平台，推进全市文
化公共服务融合拓展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进程，探索构建“线上资源
互通、线下主客共享”的全市文化
公共服务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方
面取得良好成效。

如今的丽水，公共文化设施更
加完善。在市级层面，市美术馆、
市非遗馆、市图书馆新馆先后建成
开放，实现“市有五馆”目标。在县
级层面，基本实现“县有三馆”，松
阳等部分县（市）还建有非遗馆。
全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

（社 区）文 化 服 务 中 心 实 现 全 覆
盖。全市共建成图书馆乡镇分馆
44 个、文化馆乡镇分馆 23 个、农家
书屋 2814个、城市书房 22个、阅读
吧 112个、民宿书吧 95个。

值得一提的是，丽水的文化特

色品牌更加响亮。乡村春晚成为
丽水首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并为丽水获得首个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奖。从 2017 年
开始，我市连续四年承办全国乡村
春晚百县万村网络联动活动启动
仪式。

目前，丽水已实现全市 65%乡
村自办村晚，孵化了 1860多支村晚
文化志愿者队伍、100 个具有产业
特色的文化村落，引发全国聚焦关
注，乡村春晚作为文化名词和全国
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窗口”，写进
国家“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成为全国三大群众文化
品牌向全国战略性推广。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不断完
善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
馆、档案馆、非遗馆为重点的城乡
文化基础设施布局，提档升级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提升农村文化
礼堂、社区文化家园整体功能，构
建以公共图书馆、场馆型自助图书
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村书屋
等为支撑的现代公共阅读服务网
络，促进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整合和互联互通。

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
供给上，将不断推动公共文化与旅
游、未来社区、美丽乡村融合发展，
常态化开展“送文化”“种文化”“赛
文化”等活动。加强公共文化数字
化建设，以“互联网+”等新技术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创新、模式创
新、服务创新，推动共享课堂、网上
书房、数字展厅等建设，建设“书香
丽水”，推动实现高品质的公共文
化服务人人共享。

打造文化家园 推进精准供给

丽水探索新时代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拓展之路

本 报 讯（记 者 叶 浩 博 通 讯
员 史瑶靓）近日，《丽水市“一带三
区”发展规划》提出的示范性平台
又有了新进展，《遂松聚落区块一
体化发展实施方案》顺利出炉，将
为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
翅 膀 ，为“ 平 台 二 次 创 业 ”夯 实 基
础。

7 月，遂昌县人民政府、松阳县
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遂松聚落区
块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聚焦
聚力高质量、现代化、竞争力，运用
跨山统筹、创新引领、问海借力三
把“金钥匙”，突出工业强县、生态
惠 民 ，围 绕 努 力 实 现 产 业 集 群 发
展、基础设施通达均衡、生态环境
共建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人民生
活幸福的目标，奋力打造“高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

重要窗口示范区和乡村振兴聚落
区全国样本。

《实施方案》将构建新兴产业平
台，发挥遂松两县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优势，以遂昌生态工业区（云峰街
道毛田杨浩、龙半山区块；妙高街道
上江、大桥区块）和松阳古市镇、赤
寿乡为空间载体，全力打造“万亩千
亿”新兴产业平台，共同谋划建立

“智能制造小镇”，力争形成千亿级
产值规模。

在产业类别方面，《实施方案》
将重点培育金属制品产业、精密制
造产业，重点发展智能装备产业，加
快发展汽摩配、电气装备等关键基
础件，开发模块化、组合化、集成化
新技术，建设装备制造产业园，形成
初具规模的产业小集群，加快培育
生命健康产业，以绿色食品加工、功
能型保健品、中药材深加工、生物医

药为重点，坚持一二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并逐步向养生养老、智慧健康
等复合领域拓展和延伸，着力打造
服务和制造融合发展的大健康产业
基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施方案》
将重点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深
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发展
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打造以“天工
之城—数字绿谷”为核心的区域性
科创平台，大力引进新型电子元器
件、电子设备制造、电子信息机电制
造、新型智能终端等电子信息制造
业项目。《实施方案》还将积极开发
相关应用场景，培育一批特色软件
应用、信息技术、大数据等解决方案
提供商。

此外，遂松聚落区块以建设全
国乡村振兴样板区为发展目标，重
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构建出

“一谷三廊四区”发展格局，即打造
百里美丽河谷，推进科技创新、乡村
振兴、精品旅游三条特色走廊建设
和重点打造遂松乡村振兴示范区、
遂昌城区、松阳城区、南部红色片区
四大核心发展平台。

在《实施方案》遂松乡村振兴示
范区合作项目清单中，记者发现衢
丽铁路衢松段、义乌至龙泉高速公
路、缙云至江山（广丰）高速公路、松
阳县智能制造产业园等大项目的估
算投资量都超过 100 亿元，此外遂
昌县数字绿谷、松阳县智能制造产
业园、松阳县国家传统村落公园、浙
西南革命精神弘扬传承转化基地等
极具区域影响力的项目都在清单里
一一列出。

重点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全力打造“万亩千亿”产业平台

《遂松聚落区块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出炉

本报记者 曾翠 通讯员 王涛

“听了总书记的’七一’讲话，
我感觉到祖国越来越强大了。作
为老兵，我祝我们的国家在党的带
领下，越来越好！”94 岁的景宁大漈
乡潘宅村的抗美援朝老兵梅裕长
说这话时，心情有些激动。日前，
听说乡里老年协会要开展学习习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课，有着 69 年党龄的梅裕长一大早
就赶来了。

学习课的地点设在大漈村的老
年照料中心，梅裕长早早就出了门，
7 点多就到会议室等着了。一同等
候的还有乡里的其他老党员、退休
老干部、革命烈士子女等。

上午 8 时，学习会开始。大家
认真观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视频，
再次重温庆祝大会的热烈氛围，感
受建党百年的喜悦。之后，大漈乡
老年协会会长梅振利向大家传达了
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热血沸腾！”大漈村从事妇女
工作 40 余年的老党员潘树连说，正
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地位越
来越高。“你看旧社会妇女有啥地
位？现在妇女早就成了社会的’半
边天’。”说到祖国的变化，潘树连更
是打开了话匣子，“要说变化大不
大，不说远的，看看我们村就知道
了。以前咱们这山高路远有谁来？
你看现在一拨拨的城里人都赶来旅
游度假，为啥？还不是因为村庄建

得越来越好了，风景也能卖钱了。”
“我们村也一样”，梅裕长接过

话头，“村里越来越漂亮，我看这些
后生种茭白、中药材，都很赚钱。”

这些年潘宅村立足生态资源优
势，努力培育厚朴中药材、高山冷水
茭白蔬菜等主导产业，并在市林业
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探索林下多
花黄精产业种植，扩大了林业经济
效益。在村居环境上，村干部和村
民群策群力，精心打造“休闲、和美”
潘宅，今年村子还入选了市级首批
花 园 村 建 设 名
单。越来越多原
本嚷着要出去谋
生的年轻人回来
了 ，游 客 多 起 来

了，村里的人气更旺了。
“我们垟心村能移民多亏了党

的好政策。”“谁能想到我们小佐村
的民宿能卖到八九百一晚。”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从“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讲到红色历史，又讲到身边的变
化。

“不忘初心跟党走，今后继续发
挥余热，为村里，为身边人做力所能
及的事。”这是学习课结束时，大家
一致的想法。

乡里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课

本 报 讯（记 者 阮 春 生 通 讯
员 刘任和）“太感谢你们了！我在
家里就收到了洗衣机，真方便！”昨
日，家住海拔千米的云和县崇头镇
下垟村留守老人雷姵花欣喜地说，
自己出行不便，子女们又都在城里
忙工作，多亏了“大篷车”服务队，
连家里的柴米油盐都由他们代购。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偏远山区
很多留守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也缺乏有效的物流配送服务，购物
成了难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之后，云和县供销合作社会同民政
局等部门，启动代购服务、代办事
项、代送物资为的“三代三助公益
服务”，组建供销“帮忙团”，安排 10
辆“大篷车”为山区 8500 余名留守
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每辆“大篷车”，都配备有一名
代购服务员。洪广法是安溪畲族
乡下村村的代购服务员。“张大爷
爱吃饼干，但不喜欢太甜的”“王大
妈儿子定期会捎菜来村里”⋯⋯一
段时间下来，村里老人的情况洪广
法一清二楚，他还为每位老人定制
服务，成了老人们的贴心人。“他就
像家人一样，遇到困难他都会尽自
己的力量帮助我们。”下村村村民
林金珠说。

开展“三代三助公益服务”，解
决山区留守农民“购物远、购物难、
办事难”，县供销社
联合民政局、市场监
管局，在有资质的从
事流动经营的 43 家
个 体 户 中 ，筛 选 出

10 个成立公益服务队。经过市场
监管部门资格审核、评定社会信
誉，10个服务队的“大篷车”统一悬
挂车辆标识，确定服务线路，明确
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实
施步骤。到目前，“大篷车”已为偏
远留守老人提供代购、代办、代送
服务 5000 余件次，服务路程达 10
万多公里。

除了送货进山，“大篷车”还成
为公益“代销车”，让农村土货能够

“出山门”。通过点对点服务，实现
农产品进城，解决农产品卖难问
题，增加偏远山区农民收入。在崇
头镇最偏远的大湾村，每周只有两
趟公交巴士，村里留守老人要去趟
县城很不容易。在“大篷车”的帮
助下，20 多位留守老人种植的土
豆、西红柿等蔬菜在家门口就被

“代销”进城。今年 1至 6月，“大篷
车”已为全县 300 余户农村留守老
人销售农产品价值 10万余元。

“大篷车”还成为了民情“直通
车”。依托农合联庄稼医院和县乡
农技专家团队，云和开展“农技大
篷车”服务项目到田间地头活动，
将农业生产服务进村到田头。只
需一个电话，一个微信，“农技”大
篷车便将所需送至田间地头。目
前 ，累 计 开 展 农 技 服 务 100 余 件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

山区留守老人有了专属“代购车”

云和10辆“大篷车”开进山村

又到云和雪梨采摘时
节，连日来，云和县龙头企
业仙宫果业有限公司日均
收购雪梨万余斤，将产品
销往宁波、上海等城市，为
云和梨农开拓销售市场，
助农增收。

记者 兰雷伟
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 摄

云和雪梨
走俏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