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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勇争先全力推进“三个年”
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山区县样板

本报讯（记者 方心怡）5 月

11 日上午，区委书记贵丽青调研

大洲镇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牢牢扭住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

任务，立足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

位、片区组团发展，持续缩小“三

大差距”，加快打造一批具有辨识

度的共同富裕标志性成果。区领

导张红萍参加。

上山溪龙之谷堰坝及堤防项

目位于上山溪罗樟源水库至板固

村段流域，新建12座溢流堰、新建

防洪堤约 2.1 千米。贵丽青一路

沿岸而行，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

展，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她强调，要严格按照建设有关要

求，科学合理推进建设进度，保障

工程按计划有序进行。同时要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科学

系统规划和维护，注重自然美观

与功能性相结合，打造兼顾安全、

生态等要素的生态堰坝，进一步

形成“水清、岸绿、景美、河畅”的

自然生态水系，有力推动河湖生

态系统向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贵丽青还实地查看了上山溪

流域整村搬迁资源盘活工程，了

解搬迁情况，她强调，要谋深谋实

整村搬迁资源项目盘子，明确目

标，理清思路，通过共富搬迁、整

村搬迁，加快推动人口集中、资源

集聚、服务集成，加快闲置资源应

拆尽拆，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

源，打造具有衢江辨识度的共富

实践成果。

在狮子山村，贵丽青走访了

幸福食堂、傅甲天下共富工坊等

地，深入了解村情村况、幸福食

堂和共富工坊建设与运营、村集

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情况。她强

调，狮子山村作为大洲镇的重点

村片区组团，要持续探索产村融

合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现代

农业，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

旅游、研学游等产业，拓宽村民

的增收渠道，促进乡村就业与产

业的全面发展，不断提升村集体

经济“造血”功能。同时要切实

推进幸福食堂可持续发展，让老

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提升

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方心怡）5 月 8

日上午，区委书记贵丽青调研新型

城镇化、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时强

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聚焦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以高昂的劲头抓项

目、赶进度，努力提升城市品质，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区领导梁斌参加。

衢州港衢江港区大路章作业

区二期工程项目正处于房建阶段，

贵丽青详细查看建设进展以及房

屋设计规划、功能用途等情况，督

促相关部门和施工方要坚持规划

引领，加强统筹协调，按照既定目

标和时间节点，本着功能互补、不

重复投资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

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实施、同步

推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项

目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走进浙江川马激光设备有限

公司，贵丽青与负责人详细交谈，

深入了解企业设备投用、生产经营

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

力度，深耕市场细分领域，推出更

多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努力实现

更大发展。同时相关部门要强化

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在生产经

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需求，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质量和

效率，切实帮助企业打通制约发展

的“堵点”“痛点”，为企业营造更加

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衢江区科教产业园，贵丽青

实地走访了“三馆两中心”和部分

已入驻企业，查看食堂等公共服务

配套等情况，强调要持续发力“青

年衢江”总部经济新动能，加快新

兴产业优质资源集聚，有效利用空

间资源，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

全力吸引更多产业链生态企业，进

一步提升发展能级。

贵丽青一行还实地查看衢江

区环城全民健身运动长廊项目，深

入了解浙西青少年球类训练基地

等运动休闲城市特色功能配套情

况。她强调，新型城镇化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全力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高

质量的项目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迈

上新台阶。同时要持续完善城市功

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努力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全市首个！衢江区科企服务微信小程序“信安产研荟”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金灵丽 通讯员

何静）为破解服务企业与科技成果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衢江区

以“教科人”一体化发展为路径，整

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

方资源，于5月6日正式上线“信安

产研荟”微信小程序。

该平台由衢江区科技局（科

协）联合衢州市产学研协同创新促

进会开发，通过数字化手段搭建起

服务企业的“智慧桥梁”，标志着衢

江区在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上取得重要突破。

“企业求贤若渴，成果束之高

阁”的双向困境，制约着区域产业

升级。衢州市产学研协同创新促

进会常务副秘书长罗方赞表示，此

前走访100多家企业，摸排到126项

技术、人才需求，发现信息不对称

是核心痛点。“信安产研荟”正是运

用“互联网+ 产学研+AI”模式，打

造全天候、立体化的服务“云平

台”，精准回应这一需求。

该小程序深度融合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需求发布、

专家服务、智能匹配、交流互动、政

策资讯、信安智脑服务等六大核心

功能模块。企业用户既能一键查

询技术成果和专家资源，开展线上

线下互动，也能发布技术、人才、科

研仪器设备等需求，依托AI智能算

法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信安智脑”模块尤为亮眼。

它依托平台数据库，针对技术方向

选择、合作模式探讨等复杂问题，

输出全面且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衢州市永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

术负责人郑孝怡试用后称赞：“系

统几分钟就为我们匹配到 3 个机

械制造领域的专家，过去需要多方

奔波、四处打听才能实现的沟通，

现在通过小程序就能高效完成，彻

底打通了企业与科研专家的合作

壁垒。”

而“政策资讯”模块同样实用，

它全面整合国家、省、市、区的时事

政治、科创新政、仪器共享、科技金

融等方针政策，并搭载智能解读功

能，助力企业快速掌握政策要点，

及时获取政策红利，让政策落实不

再有堵点。

衢江区科技局（科协）科技合

作 与 外 专 科 科 长 周 晓 强 介 绍 ，

“信安产研荟”作为 24 小时在线

的智慧平台，具备便捷、精准、安

全、持续等优势，能实现企业服务

零距离，深度促进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五

链”融合，为衢江新质生产力发展

赋能。

数据见证成效，试运行半月

间，“信安产研荟”已吸引 51 家企

业注册，入驻省内高校等科研专

家 140 余位，累计发布 8 项需求、

380 项成果，推动产学研交流合作

8次。

接下来，区科技局（科协）与市

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会将进一步

导入市、区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

及全区各相关企业资源，通过“五

及时”（及时充实、维护、走访、沟

通、互动）持续优化平台服务。

贵丽青调研新型城镇化、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朱梦琦 汪晗
忱夏媛媛）4月29日，浙江衢江抽

水蓄能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基

础首基试点在衢江区大洲镇两头

塘村举行。

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是今年省内两大抽

蓄送出工程之一，是今年省公司

能源“绿保稳”重点工程，肩负着

优化主网结构、保障地区能源安

全、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核

心使命。该工程建成后，将实现

衢江抽水蓄能电站与夏金 500 千

伏变电站的高效互联，有效提升

浙江电网调峰保供和新能源消纳

能力，增强电网运行安全性和经

济性，为浙江落实“双碳”目标提

供有力支撑。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 37.651 公

里，横跨衢州市衢江区和龙游县

两个县级行政区，共架设铁塔107

基，总投资超 1.95 亿元。该工程

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协调

难度大，建设要求高。按照计划，

工程将于 2026 年 3 月建成投产。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国网浙江建

设公司联合国网衢州供电公司、浙

江送变电公司实施精益化管理，并

联合地方政府建立政企协同机制，

妥善完成各类政策处理工作。

建设期间，公司将全力推进

机械化施工，并综合使用旋挖钻

机、深基坑作业一体化装置、新型

控机和集控智能可视化牵张设

备，降低基坑内作业和高空作业

风险，提高建设效率。

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建设

废料“逆袭”成材 衢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完工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金灵丽 朱惠）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

着建筑垃圾不断增多，资源化循环

利用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

衢江区实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项目，把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实现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科学处

置，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5月9日下午，记者在位于衢州

智造新城东港片区的衢江区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看到，运

输车来回穿梭运送建筑垃圾，20多

米高的一体化处置车间内机械轰

鸣，质检员、计量员、操作工等近20

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通过生

产线把建筑废料变成碎石、沙子等

骨料。

“衢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项目包含厂房建设和设备采购

两部分，其中厂房建设今年 4 月份

已经竣工了，目前工艺设备正在

进行带料试运行。项目竣工投产

后，预计能够满足整个衢江区拆

除及装修垃圾的集中资源化处

置，年处置规模大概在 50 万吨。”

衢江区建投集团项目管理部干部

徐新明说。

据了解，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7亿元，总用地面积约1.9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一体化处置车间、加

气块生产车间、装修垃圾处置线、

再生水稳生产线、公辅系统、处置

线配套电控系统等。其中，工艺设

备根据性能要求，从全国各地采

购，再进行安装、调试。经过一段

时间的试运行，目前平均一天处置

建筑垃圾量在100至200吨，经处置

的骨料不仅可以按规格向全市范围

内的施工单位出售，还能用作再生

水稳生产原料进行内部循环利用。

随后，记者来到中控室，只见

中央监控系统的大屏幕上，上料、

分选、输送、破碎等工艺流程画面

清晰呈现，一旦发现问题，中控员

即刻指导解决，实现了生产全过

程、全时段监管。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智能管控，该项目还采用了实

施单位的一项专利产品。

“这个项目采用了北京建工资

源公司的复合分选机，它的除杂效

率能达到98%，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去除物料中的轻物质、杂质，特别

对于人工不能处理的一些细小轻

物质有很好的分选作用。”项目实

施单位负责人盛选义说。

项目正式投产后，预计能够满

足整个衢江区拆除及装修垃圾的

集中资源化处置，年处置规模约55

万吨。

该项目不仅能有效解决城市

建筑垃圾问题，改善城市的卫生环

境，还能把这些废弃资源进行有效

的回收利用，对推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唐风古镇的价值变现
本报讯（记者 金灵丽 周万）

“今天从左边来的是外地游客，说盈

川江景美如画。右边来的是本地游

客，说衢州竟有这唐风古镇……”近

日，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村民周连

福如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喝茶，数

着当天一共来了几波旅行团，听着

游客对村子的评价，心里喜滋滋的。

周连福今年65岁，村里人都喊

他“老周”。老周两个女儿在杭州

上班，平常他家里二楼三楼都闲置

着。如今在“整村经营”模式的加

持下，他把两层楼以每年每平方米

60元租给旅游公司，能产生1.2万元

收益。加上土地流转等其他补贴，

家里每年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城

里人有退休金，咱村里人也不差，在

家门口就有钱赚。”他开心地说。

对老周来说，这样的好日子，

以前是万万不敢想的。原来平平

无奇甚至脏乱差的村庄什么时候

开始大变样了呢？老周印象十分

深刻，2021 年年初，他因外孙女出

生去杭州照顾女儿，到过年回村一

看，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共享餐

厅、杨炯纪念馆、悬萝瀑布、瀑布咖

啡厅等等就像突然“冒”出来一样，

让老周既诧异又惊叹。

“多亏了未来乡村创建，咱们

盈川村赶上了好时候。”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主任占小林给老周解答

了疑惑，2021年8月，盈川村启动未

来乡村创建，结合沿江“诗画风光

带”建设，通过厚植生态底色和杨炯

清廉文化，迭代升级风貌构建，打造

以唐风为特色的民俗风情村落。

老周至今忘不了当初占小林

劝说自己的那番话：“老周，你也知

道，咱们村是初唐古县，文化底蕴

深厚，地理位置也很好。所以我们

打算引进旅游公司，把村集体和大

伙儿的闲置房产都统一改造利用

起来，全村一起增收致富。你看你

家房子的位置就很不错，是不是可

以拿来改造成民宿，增加一份收入

呢？”面对占小林的“诱惑”，老周毫

不犹豫就同意了。如今，他评价

说：“用积灰的空房子赚钱，就跟天

上掉馅饼似的！”

像老周一样，村里 100 多户村

民也陆续把闲置农房由村里统一

收储改造成了精品民宿，平均每户

年租金收入 1.5 万元左右。后来，

老周听村干部说得多了，渐渐明白

了村里这种“市场主导、企业运营、

集体收储、村户参与”的共同经营

机制就叫做“整村经营”，通过这种

做法，村里的闲房变成了民宿、闲

人变成了管家、闲地变成了园区。

藏在水帘洞里的瀑布咖啡厅，

未来农业园区坐上“摩天轮”的蔬

菜苗，“杨炯出巡”仪式、“趣乡村”

拔河比赛、王者荣耀电竞比赛等一

系列的活动……近几年，依托农文

旅融合发展，盈川村越来越火爆、

游客越来越多，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村。老周不仅目睹了村庄的蝶

变，更见证了村庄发展给村民带来

的好处：除了民房出租，村民们还

能通过摆摊经营、供应农产品、当

民宿管家、农业园区上班等方式，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真正实现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现在村里可热闹了，外地游

客坐旅游大巴到大停车场，可以在

共享餐厅吃团队餐。衢州本地游

客自驾、坐公交，爱吃鲜辣的农家

菜，也很喜欢咱村民卖的煎饼、油

炸果、烤肠这些小吃。”吃到“整村

经营”红利的老周，如今对村里的

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游客来了都

能聊上几句，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村庄变景区，村民有奔头。仅

2024年，盈川村就累计接待游客数

超过50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从 2021 年的 22 万元增长到了 155

万元。不只是老周，几乎所有村民

都意识到了，“宾客闹盈盈、民众喜

盈盈、口袋满盈盈”的美好愿景已

经变成了目之所及的现实图景。

缩小缩小““三大差距三大差距””··兴村有路兴村有路

贵丽青调研大洲镇工作

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双

桥乡社后蓬村，新建的双桥粉干

产业园今年投产后稳定运营，为

当地特色农产品走向大市场备

足产能。

双桥粉干起源于明朝末年，

在衢州本地乃至浙西地区远近

闻名。其玉白细腻，外观晶莹剔

透，条细均匀，在烹饪过程中能

久煮不断，入口细腻顺滑富有弹

性，同时散发着淡淡的米香和清

香。

“双桥粉干的制作离不开米、

水、风三要素，社后蓬村的地理位

置 就 符 合 优 质 粉 干 的 生 产 条

件。”该产业园负责人舒雪良受

访时说。

舒雪良也是衢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双桥粉干制作技艺的代表

性传承人，祖祖辈辈以制作粉干

为生，到他这辈已是第四代。巧

合的是，双桥粉干产业园的落成

背后，也有四任帮扶干部“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故事。

2018 年，国家统计局浙江调

查总队成立工作组，正式与社后

蓬村结对共建，通过党建聚合力、

融服务、促发展。彼时，这个藏于

深山的小村仅有3米宽的水泥路，

村集体年收入不足10万元。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派

来的首任帮扶干部徐玉飞调研后

发现，社后蓬村基础设施薄弱，村

民守着传统的双桥粉干手艺，却

难成规模。

接下来的浙江省新时代美丽

乡村建设过程中，在省、市、区三

级资金配套支持下，国家统计局

浙江调查总队推动整合上千万元

资金，帮助社后蓬村及周边地区

提升基础设施、改造村容村貌，为

发展产业打下基础。

“以前村里全是坑洼路，下雨

天连三轮车都进不来，现在大货

车能直接开到粉干晒场。”社后蓬

村党支部书记陈小龙说。当时，

徐玉飞和村里商议后，初步产生

建设粉干产业园的想法，这得到

了后来者的支持。

2020 年，在第二任帮扶干部

李俊钦牵头下，村集体成立企业，

统一收购农户制作的粉干，并通

过电商和浙江省直单位食堂打开

销路，让参与生产的农户户均月

增收近3000元。

在第三任、第四任帮扶干部

王洛凯、宋文怡接棒下，社后蓬村

的双桥粉干产业园从无到有，终

于在今年年初建成投产。

标准化车间里，传统手工粉

干与现代化生产线并行，粉干年

产能上千吨，产值可达上千万

元。同时，当地还在探索“党建

统领，产业园‘1+5’多村组团式

发展”的共富模式，运营收益由

社后蓬村及周边 6 个村进行分

配，实现单村发展向多村共赢的

跨步。

一任接着一任干，四任帮扶干部
接续助力浙西乡村迈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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