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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利文 通讯
员 叶莹）毕业季求职正当时，就

业服务出新招。6月20日晚，衢江

区人社局在衢州银泰城举办2025

年衢江区首场劳务夜市招聘会，

为求职者和企业架起沟通桥梁。

在夜市招聘活动现场，求职

者们在各个摊位前穿梭，了解意

向岗位的薪资待遇、劳动环境等

情况。招聘单位制作了各类招聘

宣传材料，与前来咨询的求职者

耐心交流。

“这次的招聘会，我在这上面

看到比较多岗位，我也是投几家

简历，希望能找到更好工作。”市

民郑佳浩说。

“夏季也是一个毕业季，高校

毕业生求职人数比较多，同时夜

晚来这边纳凉、散步的群众也较

多，能更好为有就业需求的群体，

提供就业服务。”衢江区就业管理

中心就业指导与市场管理科张栋

斌说。

首场夜市共有仙鹤、五洲、鸿

盛新材料等30余家当地知名企业

齐聚，带来涵盖生产制造、技术研

发、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的100余

个就业岗位，人才需求达 760 余

人。接下来，人社部门还将抓住

毕业季，举办系列招聘会，为更多

毕业生等求职人群带来更多就业

机遇，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撑。

“像常态化的劳务集市、劳务

夜市、零工市场，还计划在7月中

下旬开展大型的夏季招聘会，以

此来满足各类群体的就业需求和

企业用工需求。”张栋斌说。

劳务夜市招聘点亮就业新“夜”态

6月25日，在衢江区后溪镇泉井边村的南瓜博览园内，游客漫步于挂

满不同品种南瓜的观光长廊，打卡拍照。该南瓜博览园集农业观光、采摘

体验和科普教育于一体，于5月31日正式开园。 衢州日报

南瓜博览园迎客来

明姿菇事：有钱一起赚
练明姿，衢州市菇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人，2008

年，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33 岁的

练明姿揣着18万元，与丈夫从福建

老家到衢江来办厂、定居。如今，

已是远近闻名的种菇大户，也是衢

州菌菇产业的“领头雁”。

6 月 20 日上午，练明姿正在俯

身分拣赤松茸，手指翻飞间已将大

菇与小菇完全分装，准备运往丽

水。“从出生，我就围绕一个‘菇’

字。”出生在福建养菇家庭，自幼跟

着父母种菇、卖菇，后来与同样是

菌菇户的丈夫陈建飞因“菇”定情，

如今丈夫陈建飞负责技术研发，自

己负责销售，将“菇乐农业”做成了

产值千万的衢州市农业龙头企业，

产品畅销长三角地区。

从“练明姿”到“明姿”品牌

练明姿很早就意识到，要避免

同质化竞争，就必须要有独特的标

识，于是萌生了打造品牌的想法，

并始终坚持把“良心菇”“放心菇”

刻进品牌基因。走进茶树菇房，正

在进行烟雾熏蒸，为了菌菇品质，

练明姿拒绝用农药，采用拔菇小

芽、诱虫板、臭氧杀菌等物理方法

来遏制虫卵滋生，虽然费时费力但

是守住了品质底线。“他们种什么，

我们就卖什么。”合作 20 年的经销

商坦言，这份信任是用多年多批次

的零质量投诉换来的。

同时，明姿品牌也注重品牌创

新，注重打造差异化产品，菌菇面

包、金耳面、金耳罐头、黄金耳露等

深受消费者欢迎。

现代化农业理念叩开“黄金屋”

练明姿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有

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做起事却敢想

敢拼、雷厉风行。小时候，父亲用

“靠天吃饭”的方式种植，存在品控

不稳、效率低下、市场渠道狭窄等

问题，“必须从家庭作坊到规模化

生产！”练明姿下定决心，来到衢州

建的第一个工厂化生产基地，就将

全自动数字化生产线引入菌菇种

植领域，实现食用菌全过程的数字

化生产管理，也让菌菇生长摆脱季

节限制，实现全年无休量产，品质

稳定性提升 80％及以上。“菇乐农

业”全年营收达1200万以上。

自从把厂开来衢州，隔段时

间，就能听到练明姿的工厂又研发

出新品种的好消息。“菇乐农业”实

现菌种自主研发与优化以来，自主

研发无土栽培赤松茸、黄金耳等品

种，打破传统基料依赖，产量较传

统模式翻番。

黄金耳住“黄金屋”，“黄金屋”

助力共富。工人将发酵好的基料

铺上菇架，转入无菌库房以后，调

制合适的室温，就可以种上蘑菇。

这种“菌菇营养包”很大程度利用

秸秆。秸秆售出仓库和秸秆基料

试验车间的流水线一刻不停，将农

业废弃物转为菌菇培养基，菌渣再

加工为有机肥还田，构建了“秸秆、

基料、菌菇、肥料”的秸秆全链条利

用机制，做到全程零浪费、零污

染。其 中 ，赤 松 茸 秸 秆 用 量 在

90％以上；一平方米赤松茸，需要

用 30 斤左右的秸秆。这条生态

链，每年消化 3000 多吨农业废弃

物。练明姿相告，目前，公司已经

打造了一个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专家团队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推

广的技术方案，推动行业标准化

进程。

“大家一起富更有意思！”

早在福建种菇时期，练明姿就

毫无保留地将种植茶树菇的技艺

传授给周边农户，再将农户种植的

菌菇回收。而每多一户人家种菇，

她就要多跑一个地区开拓市场，正

是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她才发现

衢州这个宝地。“那时候不知道什

么叫‘共富’，只知道有钱大家一起

赚，大家一起富才有意思！”

来到衢州以后，“共富”这两个

字越来越深地浸润到练明姿的日

常中。近年来，“菇乐农业”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联结机制，

为农户提供菌棒、技术指导，并进

行保底收购，通过“以菌换猪”促进

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开发设计了

“食用菌产业共富合伙人行动”项

目，可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促

进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以

每个农户运营 5 个小菇房计算，为

农户增收7.5万/年。大洲镇村民胡

弟听说在“菇乐农业”上班收入可

观，还能学到种菇的手艺，不久前

加入了育菇的队伍。“在这里上班

能学到东西，还能增加收入，别提

多幸福了！”胡弟说。

余君慧

本报讯（记者 周万 通讯员 叶
涛）近年来，衢江区营商办推出“营

小兜”专属服务，聚焦企业诉求问

题，通过“一诉求一专员”的方式全

程跟踪服务，精准化解企业发展难

题，现企业诉求闭环办理，全力助

推企业发展。

近日，一个困扰衢江农商行樟

潭支行近10年的难题，通过区营商

办的“营小兜”兜底服务得到有效

解决。原来在永易房开破产、原物

业无法履行电费收缴的困境下，从

2016年至今，樟潭支行长期垫付每

月 1000 多元公共电费。了解到企

业诉求后，衢江区营商办通过实地

勘察、调阅档案等方式，核实东城

华庭产权归属、供电现状、各方权

责争议点，初步判断这笔费用不该

樟潭支行承担。

今年5月28日，区营商办牵头

组织供电、衢江农商行、律所、物业

公司等相关单位召开协调推进会，

派出“营小兜”专员祝婷全程跟踪

服务。

“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让大家

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研判，在合法

合 规 前 提 下 ，形 成 最 佳 解 决 方

案。”区营商办工作人员祝婷介

绍，处置方案确定后，每周跟进解

决进展，确保每个环节都能落实

到位。

最终多方达成协议，针对公共

用电与商用用电混接的核心矛盾，

通过电路改造实现负荷剥离，明确

由衢江供电分公司作为技术责任

主体，完成线路排查，制定改造方

案。6月20日，衢江供电分公司已

上门排查电表线路，下一步马上进

行电路改造。

“先把衢江农商银行和房开公

司两者之间的电表线路全部分清

楚，后续我们再进行统计。”国网衢

州供电公司衢江供电分公司樟潭

（智造新城）供电所工作人员雷光

国说。

同时，衢江区营商办牵头重新

划分电费管理责任，由华旭物业全

面承接公共负荷电费缴纳及商务

楼电费催缴工作，衢江农商银行向

物业缴纳自用电费。

困扰银行长达 10 年的难题一

扫而空，衢江农商银行保卫保障部

总经理徐万洪长舒一口气，对区营

商办的“营小兜”服务赞不绝口。

“营商办服务非常到位，有个营小

兜专员一直跟进这个事情，全程服

务，对所有问题进行闭环管理，我

们发现问题，他们及时协调，安排

人员进行对接，使这个事情有效顺

利解决。”

据了解，这只是衢江区帮助企

业解决“急难愁盼”的其中一个案

例。不仅体现了政府主动作为、

精准服务的责任担当，也为优化

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注入了

强劲动力。

“为了高效解决企业诉求问

题，我们区营商办推出营小兜专属

服务，主要是为了疑难问题的协调

快处，通过一诉求一专员的方式，

全程跟踪、协调、反馈、督办，直至

问题解决。”衢江区营商办副主任

董利兵说。

截至目前，衢江区营商办接到

企业诉求总数 765 个，已解决 758

个，解决率达99%，满意率达99.74%.

“营小兜”：全程跟踪服务 实现企业诉求闭环办理

新研究：运动时，时间确实会过得更“慢”

你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明明

才跑步十分钟，却像过了半个小

时；而打游戏、刷手机时，一个小时

转瞬即逝？我们常说快乐的时光

总是过得特别快，可是在运动时，

时间似乎故意拖慢了脚步，哪怕只

是短短几分钟的平板支撑，也显得

格外漫长而煎熬。

这种体验并不罕见。跑步机

上的十分钟、健身房里的一组深

蹲，常常让人频繁回头看钟，怀疑

时间是否静止了。事实上，这种时

间感知被拉长的现象，已经引起了

科学家的注意，并被实验证明是真

实存在的心理现象。

感兴趣的读者请扫二维码查

看更多内容。

公 益 广 告

衢江传媒集团 宣

发展订单农业 促进农户增收
本报讯（记者 王钧毅）近年

来，作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衢州刘

家香食品有限公司，积极发挥示范

作用，以“公司+农户+基地”“大户+

散户”的合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

让本地油菜籽从“愁销路”变身“香

饽饽”。

近日，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

司二厂区内，种植户运来的油菜籽

正通过自动化管道奔涌入库。种

植户钱小明去年种植油菜 1000 多

亩，外加油菜产量增加，今年光油

菜种植有 20 多万的收入。钱小明

告诉记者，2021 年在农业局牵线

下，与刘家香进行合作，有了企业

保底收购，油菜籽的销售难题可以

解决了，他只需要专心搞好种植环

节就行了。

“原先怕销售不好的时候，压

货卖不出去，与刘家香合作最起码

有保底，解决了销售困难。”衢江区

小钱家庭农场负责人钱小明说。

企业从5月中旬开始收购本地

种植户的油菜籽，一直持续到 7 月

中旬，每天的收购量为 10 万多斤，

日均支付30万元。

“好的时候一天收 50 多万斤。

我们根据菜籽的含油、质量，每斤收

购价大概在2.8元到3.2元。”衢州刘

家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京伟说。

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从

2015年开始，以“大户+散户”“保护

价＋兜底收购”的合作模式，联结

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刘京伟介绍，

原来种植户自产自销，价格受市场

波动影响大，运输成本和霉变损耗

率较高。刘家香菜籽油作为浙江

省第一批“263 共富农产品”，企业

通过收购各个乡镇的优质油菜籽，

解决了种植户的销售难题，带动他

们增收致富。随着订单经济的深

化，本地采购量逐年上升，减少运

输和采购成本，提升菜籽油的品

质。预计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万。

本报讯（记者 金灵丽）衢江

区太真乡地处山区，60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达26.11%。针对乡村空

巢老人健康管理薄弱、基础生活

服务较差等问题，4 月以来，太真

乡积极开展“争先惠民车”乡村助

老服务，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6月24日上午，“争先惠民车”

开进了太真乡银坑村，四五名志

愿者在村文化礼堂里，分别给 20

多位老年人提供理发、量血压、磨

刀、指导使用智能手机等免费服

务。该村共有180余位60岁以上

的常住老年人，今年73岁的吕水

泉就是其中一个，得知当天“争先

惠民车”进村了，他马上就来到村

文化礼堂排队理发。

“免费理发服务蛮好的，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很高兴。”银坑村

村民吕水泉说。

太真乡“争先惠民车”每月 3

次集中进村，为60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提供健康监测、生活便民服

务及中医药保健服务，同时为出

行不便和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上

门、跑腿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已

累计服务530余人次，让留守山村

的多数老年人享受到了实惠、感

受到了温暖。

“我们通过‘争先惠民直通

车’开进乡村活动，给老人提供爱

心义剪、磨刀、测量血压、慢性病

管理等一系列的便民做法。”太真

乡“争先惠民车”乡村助老服务负

责人钟成钰说。

太真乡“争先惠民车”进村暖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徐存玉）6

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为筑牢安

全防线，廿里镇中心幼儿园文心

分园于6月24日开展“安全童行，

守护成长”主题活动。交警、消防

员、公安民警等专业人员走进幼

儿园，通过播放动画、实物展示、

趣味情景剧故事等，为全体师生

讲解交通、消防、防溺水、反诈禁

毒等知识。孩子们在模拟交通

场景中实践规则，观看消防操展

示，参与防拐骗情景表演，在寓

教于乐中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我

保护能力。

安全童行 守护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