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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打开视野，谋划
未来。

4月 3日，台州市、仙居县以
“云签约”的方式，与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年
产 22GWh新能源刀片电池项目
落户仙居，用地涉及下各镇的下
张、玉泉、张店三个村。

“这是目前仙居单体投资额
最大的制造业项目。我们原先在
仙居存在感不强，但是比亚迪项
目的落地，下各镇一跃成为全县
关注的焦点，干部状态也随之转
变，积极性非常强。”下各镇党委
副书记张维维说。

下各镇，地处仙居最大的河
谷平原，以木制工艺品产业为
主，集聚了较多低、小、散企业。
2020年，下各镇提出了建设“产
城融合地”的目标，实现这个目
标的具体路径也成为了下各镇
干群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而
今，随着比亚迪项目的落地，产
城融合的思路打开了，未来的发
展方向明晰了。

“这条路原本的规划是没有经
过这个区块的，我觉得要适当调
整，这样整个产业布局会更合理。”
在采访中，下各镇社会服务中心主
任陈银武反复提及的是“规划”“布
局”“同频共振”等关键词。

1500 亩的土地如何实现最
大化的效益、周边村庄如何依托
大项目谋求新发展、未来招引项
目的方向……一个个问题出现
在年轻干部的日常交谈中，下各
镇的未来也在不断的思考中愈
加清晰：以比亚迪项目为核心，
上下游产业自动集聚，大项目间
接带动小项目，形成完整产业
链，带动周边发展，最终实现村
庄、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原先大家交流更多会局限在
日常工作中”，陈银武感触颇深：

“大项目不仅激发了我们干事的积
极性，更是打通了思维的‘任督二
脉’，开始主动为发展动脑筋。”

看得远、想得深，从能干事
到会干事，从被动接受工作到主
动思考发展，下各镇的干部在不
断的思考实践中既为一域争光、
更为全局添彩。

依托项目，跳出框架，就县
看村。

往南，是神仙居度假区；向
北，是医械小镇。在仙居县产业

升级、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白
塔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医械小镇的扩容提质，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能局限于眼
前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更高、
更远的角度来规划发展。”刚从
村里回到搬迁指挥部的 90后干
部柯致宇是白塔镇党建办主任、
管理区主任。

从八九十年代至今，二三十
年的时间，从小微工业园区到汽
摩配件产业园再到如今的医械
小镇，体现了当地对产业发展方
向的摸索以及产业升级的渴望。
在这个过程中，干部也从就村论
村谈发展，转变为从全县角度来
谋村庄规划，将村庄发展置于全
县产业发展大局。

2016年，柯致宇来到白塔镇
当驻村干部，从南驻到北，驻过六
个村。但是曾经“美丽村庄”“做搬
迁为村庄美化”等村庄发展理念
在他看来，已经“过时”了。

医械小镇“不破不立”的扩
容发展带给他全新的理念：以前
说园区，大家脑海里出现的就是
厂房。现在说到医械小镇，大家
还能想到 3A 景区，想到产城融
合发展。

“村庄不再只是村庄”的念
头在他脑海中逐步扎根。

“村庄不仅要和周边产业实
现联动，更要与全县发展实现联
动。”柯致宇说，“新村的建设要
围绕医械小镇进行配套设施的
完善，逐步带动周边村民思想观
念、生活理念的转变，产业升级
更要带来思想升级。”

对柯致宇来说，医械小镇带
来了思想上的跃升，而对曹飞波
来说，医械小镇则是本领上的突
破、眼界上的开阔。

曹飞波是白塔镇重点办工
作人员，为了配合医械小镇扩容
提质的需要，他对村庄规划进行
重新调整的同时，不断学习工业
知识，了解企业需求，以自我加
压实现能力提升。

“医械小镇对白塔镇，乃至整
个仙居都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
长极，意义重大。”曹飞波说，“到
2025年，百亿级工业产业园的目
标一旦达成，对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的效果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开
阔眼界，打开格局，在大发展的洪
流中跟上脚步，缩小城乡差距。”

小城大志
以大项目 求大视野

在仙居，朱溪水库项目自
2011年启动以来，便被当地干群
投以极高的关注度。除开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百大工程项
目、水利部 172项重大节水供水
项目等身份外，在当地，他还有
个标签——“最难啃的硬骨头”。

涉及移民户2828户，各类历
史遗留问题纷繁复杂。既要做通
村民思想工作，还要商议解决各
类问题，专班干部如何知重负
重、敢闯敢拼，以难题的大攻坚
推动工作的大跨步？

“用心用情、脚力要勤、心态
要平”是朱溪镇基层综合治理专
职副主任泮国臣工作的十二字
方针。

“我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
的，当过兵、也当过村书记，我来
自老百姓，要为老百姓。”对泮国
臣来说，项目推进与百姓利益，
如同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割舍
不得。“项目之重，百姓之重，我
们得找到一个平衡点。”

截止去年，2828户搬迁户还
剩 68户，做这 68户的思想工作
是难上加难。于是，工作专班根
据其诉求、家庭情况等，将这 68
户进行精准分类，专班人员根据
难易程度，进行包干。

下半夜办公室灯火通明，凌
晨两点下班是泮国臣等人的常
态。

面对这难动摇的68户，不到
半年时间，泮国臣吃过“闭门
羹”，听过破口大骂，血压飙到
190，鬓角头发变白。惟艰难显其
志，他必须做好项目与百姓之间
的平衡器。“不做，百姓怎么办？”

他读通弄懂政策，用心用
情，站在百姓立场帮他们分析问
题；他在村里“勤走动”搜索精准
信息，找寻破题之法；

而今，这68户变成了5户。泮
国臣和专班同事坚守着为民谋幸
福，为项目谋进度的初心，同时收
获了成长。“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感觉
其他什么工作都能解决了。”

对朱溪镇副镇长万泽辉来
说，朱溪水库是对他个人从事搬

迁项目工作经验的再升级。他曾
是两村搬迁工作专班人员，去
年，他带着经验，来到朱溪镇任
职。

但是这经验，在朱溪水库移
民面前，似乎并不那么管用。“原
先两村搬迁，大家都是全身心投
入，现在朱溪水库，我们是抽时
间干，用更少的时间去做更难的
事情。”万泽辉表示，协调已经成
了自己工作的关键，而如何协调
项目进度与群众利益显然是关
键中的关键。

数月下来，他与专班成员四
处咨询，着力解决供销社群体的
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协助相关部
门打通断点堵点，理顺供销社与
农户的租赁关系，妥善处理。

镇里忙活着政策处理，村里
干部也不闲着。

“我这想出去，走不了，你们
能出去，还不出去。外面造的安
置区我都去看了，可漂亮，比这
里好了不止一星半点。”郑坑新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康
林就时常去找搬迁户唠嗑，带着
实打实的羡慕。

郑坑新村是朱溪镇的高山
村，并没有在朱溪水库移民区范
围内。但朱康林却从这次项目中
更直观地看到了走出大山的重
要性，在四处游说搬迁户的同
时，他的带着村民“谋出山”的信
念也愈发坚定了。

朱康林成长在党员家庭，自
幼便怀揣着一个建设美丽乡村
的梦想。2017年，他放下外面的
生意，回到家乡当起了村干部。

“要把275户村民带出去，只
有搬出大山，才能迎来更好的发
展。”朱康林说，在知晓县里启动
了高山移民工作后，他第一时间
到高山指挥部争取移民的机会。

“村里 95%的村民都签字
了，一户一宅工作我们也做好
了，我们时刻准备着走出去。”朱
康林说到这里，又笑了笑，“如果
实在走不出去，我们村里这几年
也铺了路，建起了美丽乡村，希
望村民们能住的更好一些。”

迎难攻坚
心怀百姓 破题解难

>>>>>>朱溪水库效果图朱溪水库效果图

>>>>>>城西片区城市设计效果图城西片区城市设计效果图

核心阅读>>>
“必须有“小县立大志、小城创大业”的气魄，树立远大追求、敢于对标先进，以工作的高标准促进仙居的大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树牢责任意识，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知重负重、敢闯敢拼，以难题

的大攻坚推动工作的大跨步。必须大力培树‘担当作为、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脚踏实地干工作、雷厉风行抓落实，以一流的工作创出一流的业绩；必须牢记初心使命，保持政治坚定，守牢清廉底线，以
提高政治“三力”保证工作落地落细。”在中国共产党仙居县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仙居县委书记崔波吹响了全面昂扬“四种状态”，加快形成建设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队伍气质的冲锋号。

五个月来，仙居广大党员干部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下功夫，在一线攻坚中迎来思想大洗礼、能力大锤炼、素养大提升——
比亚迪、医械小镇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小县立大志、小城创大业”的气魄愈发浓厚；朱溪水库推进之难彰显干部工作之艰，知难而上、敢闯敢拼的精气神更为昂扬；高品质城市建设加速推进，广

大干部从办公室到项目一线，争先创优，百舸争流。

本报记者张妮婷 通讯员应芳露 / 文 仙居县宣传部供图

昂扬昂扬““四种状态四种状态””打造打造““仙居铁军仙居铁军””
———看仙居如何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看仙居如何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盘活干部队伍，从办公室走
到项目一线去！

时隔20年，再次与群众面对
面打交道，仙居县司法局党组成
员、政治处主任吴敏虽然做了心
理准备，但还是被眼前的阵仗吓
到了。

4 月 3 日，是仙居县西片第
三区块下郭征迁工作组开始工
作的第四天。在社区办公楼，三
十多位村民围坐在会议室，抛出
一个个问题：“拆了以后能不能
建回去？”“补偿安置问题具体是
怎么解决？”“我家好好的，为什
么要拆？”……

村民的质疑声远远改过了
征迁工作人员的声音。“怎么样
才能让村民们听到我们的声
音？”当天工作结束，回到家，吴
敏脑海中回想着当天的情景，既
委屈失落，又迷茫焦灼。

她知道，县党代会提出了高
品质城市建设，仙居西片作为城
市的大门口，作为城市形象的展
示窗，必须拆旧城建新城。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群众的抵触
心理，如何化解？

“每一户都有一把钥匙。”初
听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只有找到每一户
群众质疑声背后真正地不安和疑
虑，才能有机会打开群众的心
门。”吴敏坦言一线征迁工作带给
她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为了群
众，保障群众合理利益最大化。

下郭村有一个集体留用地
项目，投资了一千多万，用于支
付村里公益的开支，站在村民角
度，这个项目是无论如何，也不
能动的。如何协调这个难题？吴
敏知道，时间能够为自己和团队
赢得协调的机会，于是，她与同
事们鼓足干劲，奋勇争先，带着
对村里利益的考量，带着对群众
利益的牵挂，利用 20天的时间，
在全县首先完成土地丈量。

企业只能“挪活”，想方设法
创造条件，争取时间！

“又要做企业征迁？”今年 3
月，仙居县市场监管局南峰市场
监管所所长高强刚结束市民中

心片区征迁专班工作，要回单位
上班时，又接到了前往高铁新城
城西片区下郭下新屋征迁工作
组的任务，他要负责的，还是企
业征迁。

树挪死，人挪活。有过多次
企业征迁经历的他知道，企业要
挪动，风险不小，他们要做的就
是要让企业跟人一样，在这次征
迁中，遇到更好的发展可能，带
来更多生机。

此次征迁，他所负责的片区
涉及 8家业主和 6家租赁企业。
与房屋征迁不同，企业征迁原则
上是货币安置为主，按照工业用
地二次开发要求进行补偿。

“评估事项格外多，涉及部
门格外多，涉及问题格外多”高
强说，“对有一些企业符合异地
安置的，我们还要安排工业用
地，进行异地安置，这其中，我们
要抢的就是时间了。”

企业订单多，生产不能停，
搬迁到哪里，安置到哪里都要商
量。这么多东西跟设备，订单接
了怎么完成？完不成订单，企业
面临的就是违约金与客户流失
的问题，怎么办？

“我们只能尽量为企业减少
损失，同时为企业今后继续发展
提供平台。”征迁工作涉及部门
广，国土局、建设局、经信局、环
保局等部门都有涉及。好在高强
经验丰富，工作一开始，便熟门
熟路在各个部门间跑动，帮忙梳
理问题，当起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桥梁。

第一要为企业考虑，第二要
推进工作。“安置的问题，我们也
在到处找，土地不是说有就有。”
小半月的时间，高强将仙居所有
闲置工业用地都看了一遍，分布
情况、所属权他都心中有数，将
信息提供给业主，为业主争取更
多的考虑时间与准备时间，是他
能争的中间量。

“我们要做的是将现有政策
进行最优组合，将中间量不断做
大，为企业留出更多的谋划时间
跟生存空间，帮助企业找到最优
解。”高强说。

奋勇争先
盘活队伍 做最优解

>>>>>>用心用情对群众用心用情对群众

>>>>>>尽心尽力为企业尽心尽力为企业

>>>>>>主动思考成主动思考成““新气象新气象””

>>>>>>为群众做最优解为群众做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