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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本报记者陆 最
本报通讯员王晓萍 陈莉丽

“这游戏真有意思，不光增长了知识，还可以拿到村
里享受消费折扣呢。”7月31日，在天台平桥镇张思村，一
名游客饶有兴趣地参与清廉知识问答游戏。让他意外的
是，游戏赢得的奖励，还可以拿来当折扣券。

除了开发清廉小游戏，天台还通过建设清廉书屋、
党风廉政主题教育馆、家风家训一条街等，植入清廉文
化元素，全域式构建“清廉矩阵”，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
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教育。

近年来，天台不断创新载体，持续推进清廉文化建
设，着力挖掘“清廉基因”、夯实清廉阵地，“廉”风吹入
寻常百姓家，使饱含“清廉细胞”的阵地成为天台靓丽
的风景线。

全域式构建“清廉矩阵”
——“廉香”润物细无声

“新时代新征程，百姓追求小康梦，同努力来齐奋进，
共建美丽清廉村……”在天台的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一
首首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快板、三句半作品被唱响，在
机关、学校、社区，一个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宣传
活动高潮迭起。

作为天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张思村在村内不
同的10个景点均设置了微信二维码游戏点，吸引游客在
游戏中感受廉政教育。“文化是无形的，但力量是无穷的，
廉政文化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首要的是突出特色建
好阵地。”平桥镇纪委书记罗轶表示。

像张思村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在天台有 21
个，覆盖了全县每一个乡镇（街道）。同时，天台还充分利
用城镇公园、农村文化礼堂、市民休闲区，全方位开发清
廉教育微阵地，将清廉元素、和合家风融入美丽庭院、和
合村庄建设，涵养厚植“清廉根基”。

走进乡间村落，一个个美丽乡村、党建示范带，形成
以廉为主题的靓丽风景线和景观带；一处处清廉广场、清
廉长廊、清廉公园，让群众时刻感受浓浓的“廉能量”。

多维度深挖“清廉基因”
——“廉风”阵阵拂乡村

“做人正直无私，若走歪门邪道，求我何用？行事方圆
有度，能否循矩绳规，看你所为。”走进济公故居，这副挂
在“济公院”廊柱的对联，是来参观的人们必定会念上一
回的。作为全国5A级旅游景区，天台在景区开发建设、改
造提升中，以“清风旅游”的理念，挖掘景区蕴含的“清廉
基因”，通过楹联、刻石、标牌等载体将其物化，以应景的
方式呈现，让游客在游玩中自然地受到清廉文化的熏陶。

如何保证“廉”文化始终有源头活水、充满生机活力？
天台的做法是，充分运用本土清廉元素，通过多维度深挖
当地名人故事、乡风民俗中的“清廉基因”，通过“小细胞”

“小因子”的打造，建成各具特色的清廉品牌，让“廉”文化
有根有基。

当前，清廉元素逐渐渗透到天台各个领域，“家风文
化”“和合文化”“四知文化”等一批清廉文化品牌建成。天
台山家风家训馆，近年来吸引了省内外党员干部群众
900余批次3万余人次。

同时，天台依托民间艺术、家风文化、校园廉文化，
整合当地历史、人文、自然资源，建成“一地一品”的廉政
教育基地，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廉”场所，“让“廉”文化可
游可赏。

后岸“和合文化”、龙溪乡“一路清廉”、南屏乡“四知
堂”、平桥镇“净心阁”……漫步在农村公园广场、溪流绿
道、美丽庭院，处处都能瞥见“清廉文化”的烙印，“清廉基
因”在基层焕发新活力，清廉文化由“盆景”变为“风景”。

浸润式植入“清廉细胞”
——“廉花”绽放润民心

天刚蒙蒙亮，始丰街道安科新村的文化礼堂一楼大
厅内，便响起了清脆的排练声，这是始丰街道“廉文化宣讲团”每日的必修课。

来自各个村居的文艺骨干们聚到一起，自编自导自演快板、舞蹈、小品、戏
曲等多个脍炙人口的节目，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清廉文化与文艺作品相结合，
为基层群众带来“清廉”文化盛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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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章雪瑶

盛夏午后，从三门县城往东南方
向，驱车近一个小时，公路直通最南边
的一个村庄——浦坝港镇金家峙村。

三门兼具山海之利，鲜甜的小海
鲜更是闻名全国，然而金家峙村因没
有秀美的山水资源、足够的产业支撑
和劳动力，村集体经济近乎为零，曾
是个名副其实的无资源、无产业、无
劳动力“三无乡村”。

2018年，金家峙村被列入浙江省
“重点帮促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

同年，为改变落后的现状，金家峙开
始发展“红美人”柑橘产业，各级政
策、资金也相继落实。

如今，全村人均收入从 2018 年
的不足7000元，增至2020年的1.3万
元，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
达 30万元，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全县

“共富典型”。

过去：“一穷二白”盼发展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

们村是什么都没得靠。”说起金家峙
的过去，村里的老书记林先满最有

发言权。
金家峙村处于浦坝港镇的最南

边，距离三门县城将近 60公里，与临
海市桃渚镇接壤。

远离县城，人口稀少……曾经的
金家峙村民只能靠着自家的几亩农
田勉强温饱，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
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妇女儿童。

“那时的我们村，可以说是一无
所有。”林先满说，上世纪 70年代，村
里的道路坑洼、房屋破败，但苦于没
有村集体收入，村庄基础设施一直难
以改善。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林先满效
仿“邻居”临海一些村，带头在村里种
起橘子。眼看着种植橘子的收入远远
高于种植普通农作物，村民们纷纷加
入种橘队伍。金家峙村也靠着这批种
橘人积累的原始资金，完成了村里一
条主要道路的修建，多数村民也由此
翻新了自家屋舍。

然而，单单依靠村民的小打小闹，
村庄发展始终受限。2018年，全村人均
收入不足7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近
乎为零，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帮促村”和

“集体经济薄弱村”。 （下转第二版）

——看三门金家峙村如何“蝶变”

从“三无乡村”到“共富典型”

本报讯（记者王恩兴）“手机扫一
扫，银行不用跑。”8月 5日上午，在路
桥农商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个体
工商户陈莉莉通过扫“贷款码”，申请
到无抵押、免担保的贷款，体验了“码
上融资”的便捷。当天，路桥区启动个
体工商户信用贷款融资破难行动。

路桥现有在册市场主体91082家，
其 中 个 体 工 商 户 66087 家 ，占 比
72.56%，是路桥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的重要力量。

作为省市场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杭

州中心支行确定的全省开展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融资破难试点行动4个试点
地区之一，路桥区创新探索开展数字赋能
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评价融资破难试点
工作，着力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一站式、全
链条、全周期”线上融资服务新路径。

打破个体工商户信息孤立分散，缺
乏系统信用信息的现状，路桥区将各部
门涉及的个体工商户相关信用信息进行
系统整合归集,并通过科学搭建个体工商
户信用情况参考评分模型，设置红黑双
向指标，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台州市中心支行为路桥试点提供再贷款
再贴现支持、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一揽
子政策支持，激励银行机构加大对个体
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同时，引导银行机构
通过发行小微金融债、开展微小资产证
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提升放贷能力。

据统计，在前期试运行期间，路桥
区三家试点银行共接收个体工商户融
资申请114户，全部成功生成信用参考
评分，成功授信87户，授信金额3655.1
万元；放贷21户，融资770万元。

一站式 全链条 全周期

路桥：数字赋能破解融资难

本报讯（通讯员周青青）“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员达到规定人
数时，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8
月2日，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在办
理股改登记时，重新提交了公司章
程，新增设的第一章第十一条内容，
便是红色党建条款。

富岭塑胶董事长江桂兰说，公司
早在 2002年就设立了党支部，2017
年上升为党总支，下设 4个支部。这
次趁着股改，在公司章程增加党建内
容，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
统一起来，发挥党组织在民营企业职
工群众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引领公司
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温岭是省“小个专”党建
创新试点中“红色条款进章程”项目唯

一试点单位。项目旨在推动党组织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
化、具体化，使党建融入现代企业治
理。目前，当地已推动3600家企业将
党建条款写入企业章程，并已在线上
完成“红色条款进章程”温岭子模块的
技术开发和改造，预计本月可在“全程
电子化登记平台”上开通。届时，企业
网上申请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时，可
自愿选择是否含有党建条款，系统会
自成生成相应的企业章程。

“企业章程是企业内部的‘宪
法’，是兼顾党建和法人治理的关键。
我们鼓励‘小个专’将党建条款写进
章程，实现党建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
有机结合。”温岭市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

温岭：“红色条款”
写进企业章程

正风肃纪促保障

本报记者张 荣 曹思思

每天晚饭后，68 岁的林金妹习
惯到家门口的河边散散步。河对面，
是玉环楚门最美街区湖滨路，隔河
望去，流光溢彩。回首身后，一幢幢
沿河住宅楼鳞次栉比，与对岸相辉
映。林金妹的家就在其间，一幢三层
半排屋。

林金妹一家是地道的农民，自承
包地流转到村里统一运作后，日子便
悄然变样：开始村里每半年分红，林
金妹家有了“股金”收入。后来村里办
起各类产业，林金妹在文旦市场谋得
一份工作，每月有 4000多元工资。6
年前，林金妹家盖起排屋，一家三代

搬进了新房。
“搁 10年前，眼下这幸福的日子

我想都不敢想。”林金妹高兴地说，现
在孙子孙女都上学了，几个大人都有
工作，全家每月两三万元收入，加上
村里的分红，这日子过得很惬意。

林金妹一家的变化，是玉环探索
“农民持股共富”的一个缩影。

作为股份合作制发源地之一，玉
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农民持股共
富”模式，让全域33.68万农民全部变
成股民，不仅有效激发农村发展活
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走出一条
适合自身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去年，玉环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61186元，位列全国各县（县级

市）第四、浙江第二。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差距，从2016年的2.05缩小
到2020年的1.98，城乡居民收入比首
次降至“2”以内。

“让农民变股民，走出一条以产
业项目和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
裕的实践路子，是我们的目标。只有
农民收入高了，城乡差距小了，才能
实现真正共同富裕。”玉环市委书记
吴才平说。

村民变股民，集体共谋致富经
7月 12日，楚门镇城郊股份经济

合作社又迎来半年一次的分红，948
名社员喜领118万元红利。

“我们 20年前就开始分红，是玉

环最早分红的村之一，最开始人均10
元，现在人均一年3000多元。”城郊股
份经济合作社社长黄祥寿说。

城郊地处楚门镇建城区腹地，上
世纪 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萌芽，城
郊村民纷纷洗脚上岸，转产转业，不
少效益低下的田地被抛荒。

如何让零星分散的土地产生最
大效益？城郊迈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第一步：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社，返包流转全村土地，由集体统一
经营开发。

短短几年，城郊建起商业大楼、
厂房，引进水果批发市场、家具广场，
培育楚门镇商贸集散中心……村集
体经济一路攀升。 （下转第三版）

集体共谋致富经 共建共享共富裕

农民持股共富的“玉环模式”

企业党建历程：
浙江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沪龙科技”），始创于1995年，
是高效节能电机及其智能控制领域
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2008年建立党支部，目前，支
部共有10名党员。

本报记者郭天宇

翠绿的竹林、端坐的朱熹像、古
色古香的沪龙书院……浙江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依山而建，办公楼、
车间、党建阵地林立，独具特色。

“沪龙科技最初打造园林式厂区
的规划设计，为如今特色党建提供了
创新思路。”沪龙科技党支部书记苏
爱芬说。

1995 年建立，由传统封口机起
家的沪龙科技，发展势头迅猛，现年
产值达 2.8亿元，厂区也由 12亩扩大
到20亩。

由于厂区面积有限，生产车间
已满足不了仓储，部分货物被迫堆
放在车间门口。然而，在这利用紧张
的厂区空间内，竟有 300多平方米的
党建阵地！

“党支部坚持将党建与企业管理

深度融合，推行‘沪电三力’工程建
设，打造独具特色的‘沪龙书院’，形
成‘红芯向党’的党建品牌，突出铸魂
育人主线，逐步实现‘凝聚企业人心、
服务沪龙发展’的目标。”苏爱芬说。

党建带动人才建设
“要想产品迭代升级，就必须有

更多技术人才。”2015年，沪龙党支部
的一次会议上，党员们提出如何把高
端人才引到沪龙科技来？

身为老党员的研发总监钱敏主
动请缨，他刚好在工作中接触过几个
国内顶尖的缝制电控领域的人才。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沪龙科技
与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合作，聚
集6位博士、9名企业专职技术人员，
建立了国家院士专家工作站，承担起
高性能伺服系统、缝制设备软硬件智
能开发系统等国家、省级项目研发。

与院士合作后，公司充分发挥产
学研用合作新形式，依托院士专家团
队的科研成果和研发经验，结合公司
的技术创新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促使企业稳健发展。

依托这些高水平的研发骨干和党
员精英，公司开展电机、控制设备等方
面的核心关键技术攻坚。（下转第三版）

建立“红芯向党”品牌 突出“铸魂育人”主线

沪龙科技：党支部就是企业“冲锋队”

东海之光⑪

消防大体验

日前，路桥区小红萌志愿者
组织了路南、路北、新桥等地 50 多
位学生，来到路桥消防救援站，开
展“消防大体验、致敬消防兵”快
乐暑期活动。图为孩子们在消防
救援站观摩消防战士折叠被子，
体验消防生活。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