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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
产力中最活
跃 、最 积 极
的因素。作
为曾经的组
工 干 部 ，我
深知抓人力
就 是 抓 发
展 ，谋 人 力
就 是 谋 未
来。我将千
方百计做好
人 力 文 章 ，
引领叶村加
快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

松阳县叶村乡党委书记

刘伟松

千方百计做好人力文章

叶村乡位于松阳城郊，是县
城西南入城窗口，下辖 8 个行政
村，其中平原村 6 个，山区村 2
个。2021 年 8 月，我到叶村乡任
职，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带
领新班子走村入户。

经过走访，我发现山区村传
统村落资源丰富，吸引了一批艺
术人才入驻，但尚未形成集群业
态；平原村香菇、茶叶等农业产
业发展势头迅猛，但缺少技术、
销售类人才。如何激活现有人
才、招引外来人才，进一步盘活
现有资源，成了亟需解决的难
题。

为了激发山区村发展活力，
我大力实施“双招双引”。到任
以来，我着手筹备斗米岙当代艺
术展，积极为艺术人才搭建交流
平台，主动对接央视、浙报等媒
体，为艺术展宣传造势。在不懈
努力下，吸引了德国、日本等国
内 外 50 余 名 高 层 次 艺 术 家 参
展，并实现以展促销带动农产品
销售。

积极请进来，大胆走出去。
为在山区打造人才创业创新最
佳栖息地，我带着乡干部们四处

“兜售”叶村的良好生态和古村
落资源。我相信，只要把人才带
进村里，他们就会成为这里的新
村民，就会为村里带来无限资
源。一遍遍对接高校院所、一次
次洽谈项目、一趟趟下村做政策
处理⋯⋯一心筑巢引凤栖，陌上
花开蝶自来。一批产业领头人、
文化艺术大咖、文创团队来到叶
村 并 留 在 叶 村 。 去 年 11 月 至
今，我们新引进“创想”艺术团
队，落地“南岱问山”乡村美术馆
项目，推动“玖层·云水”美术馆
项目重新开工，新谋划“玖层·云
顶”项目，基本形成以南岱、横坑
两个山区村为中心的艺术人才
集聚片区，签约了来自中央美
院、中国美院等高校的艺术家 42
人，设立艺术家人才工作室 36
个，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
活力。

叶村乡是传统农业乡，也是
新兴电子商务之乡。在前期走
访调研中，我们对全乡电商从业
人员情况进行了摸底，发现叶村
虽然有县域内最大的松阳祥瑞
电商产业园，也有香菇、茶叶等
农业主导产业，但农业种植、农
产品开发、销售等产业链条还缺
乏人才要素的有限衔接，难以推
动产业形成裂变效应。

为推动产业发展，我多次调
研考察祥瑞电商产业园，尝试走
出一条农村电子商务赋能乡村
振兴之路。在我的积极对接下，
争取到了县直职能部门在创业
指导、技能培训、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等方面的更大支持。当下
的叶村，手机已成为广大农民的
新农具，直播也成了各类农村人
才的新农活。目前，叶村乡成功
创建叶村、东坞、叶家 3 个“浙江
省电商专业村”，仅祥瑞电商产
业园就入驻了电子商务网店 258
家，从业人员 1000 余人，2021 年
销售额累计 14.68 亿元，同比增
长 15%。

青 田 县 舒 桥
乡大胆尝试以“人
大联络站+共享法
庭”调处模式打开
突破口，充分融合
人大代表联络站
沟通群众作用和

“共享法庭”司法
调解优势，将司法
资源延伸到基层
社会治理最末端，
实现在家门口解
决群众矛盾纠纷。

日前，在青田县舒桥乡矛调中心，一
起关于舒桥乡 1 号地块政策处理问题的
矛盾纠纷案件正在调解中，全乡拟征地村
民代表、乡人大代表、乡贤参与了此次调
解活动。

现场通过联线辖区的“共享法庭”，乡
干部讲政策、人大代表解民忧、共享法官
普法律等方式，将征地户代表提出的失地
保险、土地返还等顾虑问题摆在桌面上说
通讲透。“这个以‘人大联络站+共享法庭’
形式处理矛盾纠纷搞得很好，我们想知道
的情况都讲清楚了。”舒桥村村民项官富
在参加完该乡调解活动后，爽快地签下了
征地协议。

舒桥乡 1 号地块政策处理问题是历
经 13 年未彻底“攻克”的“老大难”问题。
从 2009 年至今由于部分涉地农户政策了
解不透彻、单一调解不信任等问题，该地
块政策处理一直停滞不前。为切实推动
项目落地，政策处理矛盾纠纷向前向好发

展，舒桥乡大胆尝试以“人大联络站+共享
法庭”调处模式打开突破口，充分融合人
大代表联络站沟通群众作用和“共享法
庭”司法调解优势，将司法资源延伸到基
层社会治理最末端，实现在家门口解决群
众矛盾纠纷。

作为典型的纯农业乡镇，舒桥乡由原
舒桥乡和王岙乡合并而来，各类矛盾纠纷
层出不穷，该乡曾是全县重点信访乡镇。
2015 年以来，为加快化解矛盾纠纷，舒桥
乡根据自身情况，深入挖掘乡贤资源，创
新推行矛盾纠纷化解“自主选择乡贤调解
团”模式，以“你选择，我服务”的调解方式
解决矛盾纠纷，将大量不稳定因素解决于
萌芽状态。

去年，舒桥乡还组建了一支人大代表
调解员队伍，建立起县、乡代表参与矛盾
纠纷化解的调处机制。调解员邱少成是
县人大代表，也是舒桥乡的乡贤。他说：

“平时有邻里纠纷我都会积极主动地对

接，像这次的征地问题，我也是通过前期
走访了解后再帮忙调解。一年下来我们
调解的纠纷有十来件，回头率反弹率都很
少。”

随着“共享法庭”下沉到乡到村，人大
代表与法庭联系更加紧密，该乡开始探索

“人大联络站+共享法庭”调处模式，推动
矛盾纠纷调处从“单向”向“多元”转变。

据统计，近年来舒桥乡的县、乡两级
人大代表与腊口法庭联合参与化解经济
赔偿、劳资纠纷等疑难案件达 20余起。

舒桥乡人大主席洪永森表示，“共享
法庭”的设立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人大联络站+共享法庭”双重力量
促进了矛盾纠纷多元调解，由人大代表现
场主持沟通，法官线上远程指导提供法律
智囊，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更贴近农村，
更方便群众，更符合新时代下的乡村治理
要求。

青田舒桥：“人大联络站+共享法庭”联动乡村治理

■■记 者 孙晓敏
文/图

烟雨山野，云里古村。端午假期，记
者和众多游客走进龙泉市西街街道的乡
村，体验攀登鞭篱古道的户外乐趣；品味

“舌尖”西街的龙泉味道，在自然环境中
放松身心、慢享夏日好时光。

今年以来，西街街道以“剑瓷品质 极
致匠心”的新时代“龙泉精神”为指引，结合

“互看互学”争先创优活动，积极探索“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新通道。开展集
旅游、文化、乡村等多重资源的“大景区”创
建，以艺术振兴乡村、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工程，环境综合整治等为抓手，涌现出
如“云坞古村”下樟、“绍翁故里”岩后、“生
态养生”周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村落。

西街是龙泉现存最古老的街道，连接
着龙泉人的乡愁记忆。这里也是龙泉文
化底蕴最深厚、生态环境最优越的乡镇街
道之一。西街街道以打造西街“白云山居
图”为目标，推动多点成线、串珠成链，通

过系统整合周村、下樟、岩后 3个村庄，白
云岩景区、唯珍堂石斛文化园 2 个 3A 级
景区以及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西街周边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断打造提升“3+2+X”
精品旅游环线，让游客体验到别具一格的
文化主题乡村游。

白云岩景区作为龙泉知名的旅游景
区，近年来，在飞瀑、峡谷、绝壁、田园风
光、千年古民居等山水资源禀赋上做“加
法”，打造了高空玻璃桥、极速玻璃滑道
等更具体验性、娱乐性的文旅产品，成为
了众多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来 到 充 满 文 艺 气 息 的“ 龙 潭 居 ”民
宿，业主吕婷婷正向刚入住的客人介绍
当地的风土人情。据了解，“龙潭居”的
房子原本只是一处“仅供参观”的古老房
子，因为和民宿业主的偶遇，使它焕发出
了 新 的 生 机 。 修 旧 如 旧 的 加 工 装 修 风
格，让民宿随处可见历史的印记。吕婷

婷说，现在每到周末、小长假等时候，房
间就会被订购一空。

乡村游的回暖带旺了农产品销售及
农户增收，位于周村村的唯珍堂石斛文
化园采取“基地+景点+产业”农旅融合发
展模式，有效实现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良性发展。基地每年接待 3 万至 5 万
余人，年产值达 3000 万余元，为当地村民
增加就业岗位 180 余个，每年发放工资
200多万元，有效带动村里增收。

“依托这一方山水、一缕乡愁，我们
正努力勾勒出别样的‘西街印象’。”西街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街道正积极
谋划举办第三届“绍翁文化节”活动，积
极探索“云节庆”、社会资本办节等新模
式，推动西街文化、旅游、休闲、招商引资
等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全面开花，为“品
质龙泉”在西街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场
景奋力前行。

■■记 者 叶 江
通讯员 舒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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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西街街道龙泉西街街道：：
山水乡愁助力乡村发展山水乡愁助力乡村发展

龙 泉 市 西 街
街道开展集旅游、
文化、乡村等多重
资源的“大景区”
创建，涌现出“云
坞古村”下樟等一
批 各 具 特 色 的 村
落，山水乡愁助力
了乡村发展。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通讯员 潘 枫
郑裕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