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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
承慧 叶海飞）随着互联网和信息
技术的发展，远程办公成为可能，
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这几天，位
于松阳县三都乡的国家级传统村
落松庄村又迎来一批“90 后”“00
后”的青年人，他们从香港、台湾等
地相约奔赴千里，到松庄村考察文
创手办开发。

“松庄村在业内小有名气，我期
待通过这样走进来感受的方式，活
跃自己的设计思维。”参与者冯乐怡
今年刚大学毕业，打算从事文创设
计类工作，感受山乡民居是来松庄
村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想在当地结
识更多的设计师，碰撞出更多对专
业领域的思考和规划。

松庄村是松阳县首个试点打造
的数字游民社区，目前由RW数字游
民社区团队运营，已打造出了一系
列符合数字游民需求的服务场景与
社群空间，也吸引了一批有才华、有

想法的数字游民在此共创共生，把
年轻人的智慧和活力注入乡村，实
现青年与乡村共同成长。

“虽然我们是运营方，但是本身
也是入村的数字游民。”来自RW数
字游民社区团队的王赫慧参与了
整个社区制度和整体框架的搭建，
在她看来，自己也是告别了大城市
通勤拥堵、逃离了打卡签到工作压
力的群体。来到松庄后，生活和工
作似乎模糊了界限，周末和工作日
也不再分明，游民们职业各异，所
以这里没有职场内卷，却有思想碰
撞。手头的工作干累了，起来找附
近的人聊聊天，往小溪边的咖啡馆
一坐，随时都可以聚集很多人。

他们中，有人辞去了大厂的高薪
工作，坚持自己的喜好；有人赚着大
城市里的钱，过上乡村自由的生活；
有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也有人在
探索新的职业方向，找寻新的朋友。
放弃稳定的工作，离开传统意义上正

确的职业路径，是很多游民的选择。
来自北京的毛豆豆已经在松庄

生活了三个月。他本身是个设计师，
平时大部分工作可以远程完成。入
驻松庄后，他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
伙伴小杜，两人一拍即合，留在松庄
创业，一起组团开工作室、接业务。
平日里，深夜聚餐、围炉烤火、集体踏
青、电影放映……他们各种自发的活
动，也能迅速得到其他游民的响应。

“迎来送往，周周有新人到来，周周有
老友告别。”毛豆豆说，虽然主观上，
他们只是在找寻一种舒服的生活工
作方式，但客观上，天南海北的数字
游民相聚在此，确确实实给这片土地
带来了活力与生机。

桃野民宿已在松庄村经营多
年，进村的年轻人时常会选择在此
小聚。“他们的思维很活跃，而且传
播属性也很强，我们也想参与其
中。”民宿联合创始人唐庆在看到了
这一点后，已经有了把邻近的几幢

闲置房屋改造为青创空间的计划，
届时增加的 20多个床位和工位，可
以为青创客们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共
享场域和社交空间，让松庄变得越
来越有趣。

为更好支持数字游民来松、游
松、留松，共青团松阳县委也联合各
职能部门，研究出台了覆盖就业、创
业、安居、社群活动等多方面的入乡
青年全周期政策体系。

“我们梳理了 22 个数字游民的
宜创空间、23条助创政策，还将推出
青年 7 天免费食宿、30 天低价住宿
服 务 等 松 Young 暖 心 服 务 十 件 小
事。”共青团松阳县委负责人期待有
更多都市青年把工位搬到青山绿水
间、安在古村老屋里，以新乡人的身
份入驻松阳，让数字游民成为激活
松阳乡村产业发展的新青年力量。

把工位搬到古村老屋里

松阳打造数字游民社区激发乡村活力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邹俊 詹鑫鑫）“方便，真的太方
便了。我一直担心这笔资金汇不
进来也结不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办
好了，这可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看着手机上人民币入账的
短信信息，华侨客户邱立强高兴地
说道。

本世纪初，邱立强前往意大利
打 拼 ，现 已 在 意 大 利 旅 居 20 多
年。近些年，家中父母年事已高需
要照顾，自己也年近退休想落叶归
根，他打算将早年在境外购置的房
产变现后汇回。但面对大额资产
如何汇回的困惑，邱立强找到了青
田农商银行汤垟分理处，分理处相
关负责人在详细了解客户需求后，
将最新的外汇政策——华侨境外
资产变现汇回结汇业务告知客户，
这也成为了全国首笔华侨境外资
产变现汇回结汇业务。

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青田拥
有遍布 1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1
万华侨华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海
外从事国际贸易的青田籍人数超
过 10万人，年贸易额约为 400亿美

元。作为全国人均存款第一县，青
田每年累计结汇近 17 亿美元，但
近年来受国际环境、金融、外汇等
诸多因素影响，青田也和国内许多
侨乡一样，困扰于侨资回流难、利
用效率低的问题，众多侨汇资金处
于“沉睡”状态。

如何进一步优化跨境资金金
融服务，加快华侨要素回流？青田
各金融机构立足华侨客户特色，结
合自身跨境金融业务整合推出“华
侨资产变现”综合金融服务，一次
性提交有关材料审核后，每次办理
结汇不需再提交证明文件，结汇手
续更加简便、快捷，为加快华侨要
素回流营造出良好环境。

青田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华侨资产变现”综合金融服
务的推出充分体现了银行践行金
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理念。
后续，青田农商银行将进一步丰
富优化服务方案，聚力打造更优
质高效的跨境服务品牌，为加快
华侨要素回流营造良好环境，助
力青田从华侨资源大县向华侨经
济强县转型。

积极探索侨资回流新路径

青田办理全国首笔华侨
境外资产变现汇回结汇业务

近日，位于龙泉市的尚唐瓷艺观光展厅新推出蛇年元素瓷器饰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展厅展品涵盖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等，巧妙融
入剑、瓷、竹、木、茶等元素，尽显龙泉青瓷独特韵味。游客们在此不仅能领略精湛的青瓷工艺，更能深刻感受青瓷文化的深厚底蕴。

记者 商政君 通讯员 叶晓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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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潘佳楠）近日，《中国科协办公厅
关于对 2024年全国科普日有关组
织单位和活动予以表扬的通知》印
发 ，丽 水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被 评 为
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
单位，全省卫健系统仅 4家。

2024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活 动 期
间，丽水市成功举办浙江省生命健
康学会联合体“三百三巡”丽水行
活动，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
力建设科技强国”主题开展健康科
普；在缙云县新建镇笕川村举办了
首届“科普村晚”，以“婺韵悠扬
健康同行”为主题将健康科普知识
与传统民俗文化相融合，在全社会
营造政府高度重视、部门通力合
作、全社会广泛参与、全民共建共
享的良好氛围。

健康教育与健康科普是疾病
预防控制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公众
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丽水市以提升山
区群众健康素养水平为目标，实施

“健康 60”行动，创新搭建健康知
识传播体系，依托基层网格员辐射
带动健康知识普及，打好健康素养
提升、健康细胞建设、健康文化培
育的“组合拳”。此外，丽水市进
一步完善“两库两机制”建设，树
立“丽健”品牌，强化部门联合，努
力克服山区群众居民健康素养提
升均衡性和可及性不足的短板，全
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连年提升。
2024 年，丽水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 43.17%，同比提高 3.96 个
百分点，提前三年达到市域卫生健
康现代化目标要求。

市卫生健康委获评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雷莹莹 沈德鹏）为落实新时代

“枫桥经验”工会工作法，积极回
应新就业形态群体权益保障新需
求，探索新就业形态群体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实践新路径，日前，全市
首个专为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成立的矛盾纠纷调解组织——丽
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
会驻工会驿站联新调解工作室正
式设立。

据了解，该联新调解工作室由
“两新”宣传员、驿站管理员、劳动
争议调解专家等 6 名来自不同行
业的人员组成，建立了“驿站吹
哨、多方报到”的矛盾纠纷联调机
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解纷

“绿色通道”。

“我们专业的调解团队将深刻
贯彻‘联心’宗旨，无论是薪资待
遇、劳动时间，还是其他劳动纠
纷，都能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案。我
们力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让
大家安心工作、快乐生活。”联新
调解工作室负责人杨亦龙说。

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此次联心调解工作室的设立，
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目前，
该联新调解工作室依托丽水经开
区 3个工会驿站，已辐射物流城等
重点场所 5 家，服务快递员、外卖
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约 3000人。驿站内不仅设置了公
共法律服务指引，还投放了易携带
的服务指南小卡片。

丽水经开区成立联新调解工作室

本报讯（首席记者 钟根清 记
者 朱敏 通讯员 龚隆淼 吴限）日
前，遂昌县纪委监委与嘉兴市南湖
区纪委监委签署《两地共建战略合
作协议》，协同推进清廉建设。从南
湖红船到浙西南红廉小镇，从廉吏
高以永到清官汤显祖，两地通过特
色廉洁文化的联动，以党员干群喜
闻乐见的形式有效提升廉洁文化的
浸润力和感召力。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如何主动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如何更具感染
力、生命力，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遂昌不断培厚廉洁文化沃土，

将廉洁文化建设与本地红色文化、
廉吏文化、慈孝文化、信义文化深度
融合，融合集成“文+旅+产+学”，持
续擦亮“红廉遂昌”特色品牌，让廉
洁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初冬暖阳里，一批批游客在汤显
祖纪念馆内聆听汤显祖勤廉故事，到
万亩茶园接受茶廉文化熏陶，赴红廉
小镇王村口探寻红色足迹……在 60
多公里的廉旅专线上，游客们移步换
景间深刻感受着红廉文化的浸润滋
养。2023年以来，该线路共接待游客
249.5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24
亿元。

遂昌结合汤显祖“四清四香”文
化，创作推出具有遂昌辨识度的“遂
小汤”“遂小纪”廉洁文化 IP，特别是
在重要节点以及党纪学习教育期
间，通过连载“小汤说纪”系列廉政
微视频及图文推送等，推动廉洁文
化可感、可触、可亲近。

结合清廉村居建设，遂昌以“一
地一品”清廉子品牌创建为抓手，
深入挖掘提炼本土特色文化，形成
了蕉川“种业”文化、九龙口“勤廉
习武”文化、大柘“五色茶”文化等
一批有代表性的地域廉洁文化成
果。

除了丰富廉洁文化产品供给，
遂昌还致力于搭建形式多样、参与
性强、受众面广的文化活动平台，开
展“绘汤公廉事，扬正气清风”绘画
创作、家风家训故事分享、“青廉”脱
口秀等赛事活动，组建清廉讲师团、

“山中青廉”宣讲团，让廉洁文化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遂昌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不断拓展廉洁文化形式、内容
和载体，紧抓山海协作契机，加深廉
洁文化合作交流，进一步引导干部
群众自觉追寻崇廉尚洁的良好风
尚，让清风正气充盈共富之路。

守正创新提升浸润力和感召力

遂昌助推廉洁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