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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
员 朱璨 金俊余）为扎实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发展，让广大青年人才走进丽
水、了解丽水、扎根丽水，近日，
丽水开启 2025年大学生“双进双
留·青聚浙丽”暑期社会实习实
践工作，向学生提供优质实习实
践岗位。

“双进双留”是丽水创新人才
引育模式的关键举措，进一步推
动本地重点产业资源、前沿技术
需求“进校园”，提前对接高校智
力；同时组织专业对口的大学生
带着知识与热情“进园区”，在真
实产业场景中锻炼能力，实现人
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优秀学
生毕业后选择“留丽就业”，高端
人才“留在产业”一线贡献才智，
精准破解地方发展的人才需求痛
点。

本次“双进双留·青聚浙丽”
暑期社会实践提供全市机关企事
业单位以及制造业企业实习岗位
2000个，实习时间覆盖全年，实习
时长一般为 1—2个月，为各年级

在校学生提供广泛接触丽水社会
运行与产业脉搏的窗口。同时，
针对毕业班学生，丽水精密制造、
健康医药、时尚产业、数字经济等
五大生态工业主导产业和品质农
业、文化、旅游、林业、水经济等五
大富民强市产业共同开设职业体
验官专业实习岗位500个，实习时
间覆盖全年，实习时长不少于3个
月，帮助学生提前体验职业前景，
实现从校园到名企的“软着陆”。

近年来，丽水创新开展“双
进双留·青聚浙丽”实习计划，
依托实习平台引才留才，进一
步扩大岗位吸纳能力，每年组
织 2000 名以上在校大学生来丽
实习实践，推动优秀学子通过
实习认识丽水、喜爱丽水进而
留在丽水。

“我们要和城市一起为人才
培养搭好舞台！”团市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丽水正以“最懂青年”的
姿态，邀请更多高校优秀学子把
课堂搬进产业园区，让青春智慧
在城市发展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
芒。

2500个岗位虚位以待
我市启动“双进双留·青聚浙丽”暑期社会实践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
员 邱惠云 吴雨欣）“吴师傅的
乡音一出来，党课就格外亲切，
像 回 到 了 家 乡 的 党 支 部 活 动
室。”6 月 17 日，宁波市海曙区
天一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内，一
堂别开生面的“乡音党课”正在
进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庆元县荷地籍技术能手吴
起飞，结合自己的奋斗故事，为
现场庆元籍流动党员讲述初心
使命。

当天，庆元县与宁波市海曙区
举行“甬爱汇流 双向奔赴”流动党
员双向共管共育签约仪式，并安排
了这堂特殊的“乡音党课”。

“我们镇大部分农村党员常
年在外经商定居，流动党员的队
伍也越来越大。”荷地镇党委书
记薛振华直言，流动党员普遍存
在“组织难掌握去向、党员难融
入当地、教育难有效覆盖、作用
难充分发挥”等难题。

如何破解困境，让流动党员
“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流
出地庆元县和流入地海曙区党
组织打出了一套配合密切的组
合拳。

双方签署《流动党员双向共
管共育协议》，构建起“双向共
管”的全新协同机制。协议清晰
划分了庆元与海曙的党建责任，

明确“信息共享、阵地联用、平台
联建、服务联享”目标，让流动党
员在宁波找到“组织之家”。

“庆元县驻甬流动党员基层
党校”等两块牌匾同时揭牌，为
流动党员提供组织生活、理论学
习、政策咨询、困难帮扶等“一站
式”综合服务。

“现在有了固定的阵地，一
起出来的老乡也能聚到一起，大
家真正安心了。”荷地镇流动党
员刘永焕感慨道，这个跨区域共
建的“异地党校”，与当地党员教
育师资、阵地、课程有效链接，让
学习形式更加丰富。

作为深化协作的关键一步，
荷地镇、海曙区江厦街道与浙江
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现
场签订了“江‘荷’里”党建联建协
议。浙江万里学院吴忠教授受聘
担任荷地镇“星期天规划师”。

依托流动党员“双向共管”
机制，荷地镇已累计获得超 60
万元的帮扶资金，主要用于菌粮
复合共富工坊、亚高原体训共富
工坊等基础设施运维。荷地镇
的农产品也“借机出海”，实现销
售额 20 余万元。此外，浙江万
里学院设计团队还助力荷地镇
打造“亚高原体训共富工坊”，开
发相关课程，累计举办活动 6
场。

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

庆元海曙跨区域
共建“党员之家”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员
余自强 娄钰静）6 月 14 日至 15 日，
2025长三角精品杨梅推介暨杨梅高
质高效生产现场会在金华兰溪顺利
召开。来自浙江、江苏、安徽、上海
的专家，按农业农村部优质水果评
比标准，对各地送评的 75份杨梅果
品进行评选。

本次推介会由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研究所、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林木果树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研究所、江苏省太湖常绿
果树技术推广中心联合举办，共设
最佳风味奖、最甜杨梅奖各 1 个，
特等奖 10 个，金奖 15 个，银奖 25
个。

经过激烈角逐，青田选送的 11
份东魁杨梅样品，斩获最甜杨梅奖 1
个，特等奖 3 个，金奖 4 个，银奖 2
个。其中，青田县杨梅种质资源圃
的杨梅，以 18.1%可溶性固形物打破
浙江杨梅甜度纪录，荣获最甜杨梅
奖，同时包揽特等奖第一名、金奖第
一名。此外，青田县农业农村局还

获最佳组织奖。
青田是“中国杨梅之乡”“全国

杨梅标准化示范县”，青田杨梅是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以果大匀称、肉质细腻、汁多爽口、
风味浓郁著称。目前，青田全县杨
梅种植面积 11.2 万亩，全产业链产
值突破 12亿元。

长三角精品杨梅评选结果公布

青田杨梅打破浙江杨梅甜度纪录

本报记者 麻萌楠

“哇，原来比萨是这么做出来
的，真有意思！”6月 16日中午，坐落
于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里的乔叶
里餐厅“乔叶里美食学院”迎来了 20
多位小朋友，在意大利主厨路易吉·
德莱纳的指导下，孩子们学着揉面
团、铺芝士、撒配料，沉浸式体验意
大利比萨的制作过程。吃着自己亲
手做出的美食，大家开心不已。

乔叶里餐厅的店主贾晓月是一
名“侨二代”，曾旅居意大利 20多年，
与许多漂泊在外的华侨一样，纵使
早已习惯了异国他乡的生活，但心
中还是有落叶归根的情怀。

“与很多青田华侨家庭选择出
国打拼一样，1995年，我经父亲的安
排，16 岁时就出国了。旅居意大利
20多年间，我干过餐厅服务员，摆过
地摊，当过汉语老师、展会翻译，还
在当地自己创业办中餐厅。”贾晓月
说，“当时中餐厅主销青田特色美
食，比如山粉饺、麦饼、手工面等等，
生意非常火爆，不仅是华人华侨，意
大利人也非常喜欢。”

跟很多华侨初到海外很难融入
当地文化不同，贾晓月适应能力很
强，边打工边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
不仅在多个行业领域干得风生水
起，还只身去米兰学习设计，不断精
进自己。

时间拨到 2013 年，已经在国外
小有成就的贾晓月从刚刚归国的华
侨朋友那得知，青田要建设侨乡进
口商品城，鼓励华侨返乡创业，这让
她兴奋不已。“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
大，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品牌非常受
国 人 喜 爱 。 那 时 候 我 拿 到 了 ES⁃
TERBIJOUX（艾比丘）意大利知名首
饰品牌的中国区总代理，进口商品
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落地平
台。”贾晓月说，更让她欣喜的是政
府对于华侨回乡创业的鼎力支持。

“我们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办好
了一系列手续证照，这在国外可能

三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政府的工
作效率以及国内的营商环境都让人
刮目相看。”贾晓月说，不仅如此，商
品城还给予了头三年房租减免一半
等政策优惠。

2015 年 1 月，贾晓月的乔贝拉
意大利饰品店正式开张，以天然植
物首饰、纯手工打造为卖点的饰品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欢迎。

有了饰品店的成功案例，让贾
晓月有了把更多的意大利产品引入
青田的想法。“当时青田还没有比较
正宗的意大利餐厅，我又是个吃货，
这让我又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既然
我在意大利经营青田特色美食很受
欢迎，那也可以在青田开个意式餐
厅，不仅是美食的交流，更是文化的
碰撞。”贾晓月说干就干，首先就是
要寻一位靠谱的主厨。

在朋友的引荐下，贾晓月认识
了有着三十多年资深经验的路易
吉·德莱纳。然而最初向他提出邀
请时，路易吉并不想舍弃意大利的
生活不远万里去中国。“我就三顾茅
庐，一次次去请他。最后我跟他说，

‘意大利有那么多好的厨师，也不少
你一个，但你来中国，能成为意大利
饮食文化的传播者，那多牛啊！’”贾
晓月笑着说，路易吉就这样被我“忽
悠”来了。

2019年 10月，乔叶里餐厅正式
开业。取名这个店名，也有贾晓月
的思考：“乔”谐音“侨”，这个名字有
侨归故里，落叶归根的意思。

意式餐厅少不了意式风情。在
设计布置上，餐厅门口的小花园精心
种植了迷迭香、罗勒、百里香、薄荷、
柠檬等，既能体现意式田园风情，又
能当食材香料；进门后的地板上镶嵌
着的图案仿制米兰长廊EMANUELE
最著名的打卡点“金牛座”，让每位顾
客走进乔叶里都能感受到米兰的热
情、快乐与好运；楼梯墙壁与二楼的
走廊上有不少意大利RITA艺术家的
红酒画，都是用巴罗洛红葡萄酒创作
的，画风浪漫而柔情，二楼还有不少
地中海风格的手工陶瓷作品。贾晓
月希望乔叶里不单单是一家意大利
餐厅，更是一个展示意大利艺术的窗
口，客人们在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能

领略意式风情。
作为一家餐厅，最重要的还是

美食。“其他西餐厅很少有厨师手工
制面，一般会买现成的长直细面，把
重点集中在制作浇头上面。但在乔
叶里，意大利面都是由路易吉从面
粉开始亲手制作的，种类多达十几
种，并且所用的各种酱料也是我们
亲自熬制的，而不是买工厂成品。”
贾晓月说，店里有款畅销的芒果起
司蛋糕光是调试味道，他们就花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多都是进口食
材，虽然成本高，但是值得。”

有味道、有风情的乔叶里如今
不仅成为侨乡青田美食界的一张新
名片，还依托“乔叶里美食学院”这
个空间为许多慕名而来的餐饮从业
者提供西餐面点、烹饪技术培训。

“‘侨’的故事说不完，‘乔’系列
的创业之路也还在路上。目前我正
在忙一个新项目，就坐落在山清水
秀的仁宫乡，计划打造一个好吃好
看好玩的文旅休闲胜地，吸引更多
人来青田来丽水感受别样风情。”贾
晓月说。

旅居意大利20多年的“侨二代”贾晓月归国创新业启新程，把意式餐厅
开回家乡青田——

用美食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贾晓月在乔叶里餐厅工作。 记者 贾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