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蓝倞 王拂
晓 通讯员 李媛 余俞乐）9 月
23 日，浙江省中国乡村社会史
研究会 2022学术年会暨大花园
建设、绿色发展与山区共同富
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大港头
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省内外
二十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分别就“共同
富裕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

“共同富裕的绿色发展路径与
实践”、“山区跨越式发展的地
方实践”和“共同富裕视域下的
文化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展开
讨论和交流。

会议由浙江省中国乡村社
会史研究会和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共同主办，由浙江大花园建
设研究院承办，以大花园建设、
绿色发展与山区共同富裕理论
与实践为话题。丽水实践经验
和鲜活案例，也成了专家学者
们热议的焦点。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毛丹教
授表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
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丽
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保
护生态环境，调整优化新型城

乡结构，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
生产、生活三者融合发展的共
富路，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发展
有一定借鉴意义。

“丽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
13 年居全省第一，这是山区县
共同富裕的最好案例，也是丽
水 强 村 富 民 改 革 的 重 要 成
果。”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张若健对丽水农民
增收赞不绝口，他表示，以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
村富民改革，重点是要强村和
富民，强村就是要通过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使村集体不
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村民提供
力所能及的服务；富民就是要
实现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地提高，进
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
乡差距。

此外，浙江农林大学、东南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专家学
者还通过线上视频方式参与本
次交流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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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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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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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迎二十大

■“非凡十年 丽水巨变”系列报道

记者 徐小骏 吴泽 通讯员 叶春笼

地处浙南山区、瓯江中下游的青
田，是丽水对外开放的东大门。早在
17 世纪中下叶开始，就有一批又一
批青田人远渡重洋、闯荡世界，成为
最早放眼看世界、大胆闯世界、潇洒
走世界的群体。经过 300多年发展，
如今 33 万青田华侨分布于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青田充分利用“侨”的优势、挖掘

“侨”的资源、做足“侨”的文章，高质
量推进特色商贸发展，积极探索共同
富裕“华侨路径”，努力打造共同富裕

“华侨样板”。

“一引一走”暖心服务33万华侨

“自从回乡后，政府不仅给我们
搭建好平台，还免费帮我们宣传，给

我们房补。”日前，阿托雷酒庄负责人
毛燕伟表示，有了县委县政府作强大
后盾，广大华侨回乡创业非常安心。

2015 年，旅西华侨毛燕伟带着
以葡萄酒为主的西班牙优质进口商
品回到家乡创业，通过几年努力，他
的生意越做越大，还在全国各地开
出了近百家“阿托雷”加盟店，积极
推动青田优质的进口商品走向全国
各地。

作为全国著名侨乡，近年来，青
田聚焦华侨资源，抢抓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深入推进华
侨要素回流工程，有效吸引青田华侨
回乡创业、回归发展。5年累计引进
侨商项目近百个，实际利用侨资 130
亿元，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除了吸引华侨发展商贸业，青田
还大力发展华侨总部经济，投资 17

亿元建成华侨总部经济大楼，出台
《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系列政策。同时，建立全国首
个西餐培训基地，设立“西餐大师”全
球人才培训中心，累计开展品酒师、
咖啡师等 9 类“西餐大师”人才培训
110 多期；打造山海协作“华侨版”，
利用宁波的口岸优势，建立青田—梅
山保税“飞仓”，入选浙江省自贸区第
七批“十大成果”。

在华侨要素回流工程的引导下，
一批有实力、有家乡情结的侨商纷纷
返乡进行“二次创业”：旅居意大利的
侨商叶先平，将 30 年海外创业积累
的资金和先进理念带回来，投资 17
亿元在三溪口街道打造“威尼斯小
镇”项目；侨商詹旭彬与两位同学一
起，在仁庄镇打造文旅综合体项目，
让一个废弃的砖瓦厂蝶变为一座欧
式休闲乐园……

致力“引回来，也要主动走出
去”。为服务好遍布世界 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33 万华侨，青田还在华
侨相对集中的地区建立海外“便民中
心”、“侨海通”跨境视频服务中心，为
广大海外华侨办事提供回乡投资政
策咨询和跨境审批、户籍、出入境等
国内证明代办服务。出台《以“最多
跑一次”为目标打造侨乡特色审批服
务最佳县实施方案》，推行“窗口前
移、服务上门”，持续深化涉侨领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涉侨行政服
务实现 100%“最多跑一次”。

“流程方便快捷，很暖心！”不久
前，身处荷兰的青田华侨周雍伟就通
过线上体检，顺利办理了跨国驾驶证
换证手续。 （下转第三版）

充分发挥“侨”优势，积极探索共同富裕“华侨路径”——

青田：开放包容 联通世界

本报讯（记者 曾翠 徐丽
雅 通讯员 吴卫萍 林明）9 月
23 日，农历秋分，第五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在景
宁郑坑乡吴布畲族村，该乡第
五届畲寨秋收大会热闹开幕。
畲汉群众欢聚一堂，喜庆丰收。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全市
各地田野、果园、基地等都迎来
了丰收季，农民们用勤劳的双
手奏响了丰收欢歌。

“丰收了！丰收了！”吴布
村的畲汉群众走进稻田，俯身
开始割稻，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粮食丰收了，村子现在
也建设得越来越美丽，日子是
越来越有盼头了！”村民雷松海
感慨说。

“稻谷首割”仪式后，“上刀
山，下火海”非遗表演、畲族民
俗展示、秋收运动会、梯田打卡
等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游客和
当地群众共享丰收喜悦，感受
畲寨的乡土文化。

景宁今年粮食播种面积为
9.89万亩，粮食产量预计 3.68万
吨，无论是总播种面积还是总产
量均较往年都有所提高。通过
连续举办丰收节，不仅展现了畲
族悠久、古老的农耕文化、民俗
文化，也呈现了近些年乡村振兴
所取得的新成果和新成效。

在青田县仁庄镇愚公生态
农场，120余亩稻田挂满了沉甸
甸的稻穗，远远就能闻到一股
清新的稻香。“再等 20多天就能
收割了！今年的稻谷长势很
好，平均亩产量近 500 公斤，最
高能达到 550 公斤。”望着丰收
在即的稻田，农场负责人、旅法
华侨徐冠洪心情十分舒畅。

徐 冠 洪 2011 年 回 乡 办 农

场，专攻稻鱼共生有机循环农
业。他建了三个基地，仁庄愚
公生态农场是田鱼原种保护、
繁育培育为主的基地，方山的
育苗基地用来孵化、培育青田
田鱼，仁庄冯垟的省级稻鱼共
生示范基地主要开展稻、鱼种
养比例的实验，测算出高效益
的模式推荐给全县的农民。

近年来，青田县以方山乡为
核心保护区，大力推广“一亩
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种
植模式，并通过政府扶持、企业
推动、科研支撑、农民参与等方
式，深入推进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保护与稻鱼全产业链发展。
去年，该县“稻鱼共生”面积达
到 5.54 万亩，其中“统一品种、
统一种植标准、统一规划、统一
加工包装、统一品牌销售”的

“五统一”稻鱼示范基地 7000
亩，总产值达 2.65亿元。

眼下正是翠冠梨上市的季
节。在云和县元和街道梨庄村
的梨园基地里，个大味美的雪梨
挂满枝头。作为远近闻名的“雪
梨村”，近年来，梨庄村在发展雪
梨种植产业的同时，还以梨花为
媒，延伸出乡村旅游、民俗展示、
休闲运动、农事体验等一系列新
业态。云和雪梨成为“好种、好
卖、好吃、好挣钱”的“共富果”。
去年，全村 100万公斤雪梨为村
民人均增收2.5万余元。

今年云和县的 1.1万亩雪梨
产量将达到 6000吨，产值超 1亿
元。为助力梨农增收致富，云和
县还出台了政策，通过实施种质
品质提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
等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将云
和雪梨培育成为当地农业主导
产业，实现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田畴沃野尽丰景

我市各地“唱”响丰收欢歌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
讯员 吴晓英）手机查一查，退休人员
体检政策、体检套餐标准等各项信息

“一键阅览”；手机点一点，自主选择
体检医院、预约体检时间等各项操作

“一键完成”；手机扫一扫，体检结果、
指标等数据“一键回顾”……日前，67
岁的市民魏珠钗使用新上线的退休
职工智慧健康体检应用，自助完成了
整个体检流程。小小屏幕中的“一站
式”退休职工智慧体检让魏阿姨实实
在在地感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
利。

为探索实现共同富裕多样化服
务途径，打造丽水市“雷锋式”医保服
务品牌，莲都区医保局在全市率先推
出退休职工智慧健康体检应用，以数
字化改革提高体检人员获得感、幸福
感。

“‘退休职工智慧体检’业务应
用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为依托，在互联网身份认证
体系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具备相
应体检资格的人员通过该应用，直
接用医保卡或者电子医保凭证进行
身份核实、认证，可实现体检政策查

询、网上预约、在线结算、结果查询、
健康数据回顾等功能，不仅给企业
退休人员提供方便，也让体检流程
更高效便捷。”莲都区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介绍，通过该应用的查询和预
约等功能，退休人员可提前进行套餐
选择、相应体检资格的身份认证等，
体检中心可提前下载预约人员信息，
体检人员前往体检时只需刷社会保
障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便可直接进
入体检环节，提高承检机构工作效
率，也便于体检中心现场管理。

此外，区医保中心还可根据体检
机构的体检数据回流，增加内控核查
途径，可以在线核查体检机构体检质
量，核查体检工作进展，实时掌握体
检动态，确保体检资格专人专用，医
保基金安全不流失。

目前，该应用正式上线浙里办
APP，并已在丽水市中心医院体检中
心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后续将推广
至全市 40 余家承检机构，惠及全市
7.6万余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企业退休人员。

打造“雷锋式”医保服务品牌

莲都率先推出退休职工智慧健康体检应用

金秋时节，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城人民南路“变身”成了浪漫的
“花路”，两侧栾树上翠绿的叶、金黄的花和红色的果缤纷亮相，成为
了城区绚烂秋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吴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