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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
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杭州市
人力社保领域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围绕就业、社会保障体
系 、收 入 分 配 、人 才 引 进 、劳 动 关
系、数字化改革等方面颁布举措，
助力杭州在争当城市范例中增进
民生福祉，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的大道上加速奔跑、
拔得头筹。

《实施方案》坚持杭州所能、群众
所盼，力争到2025年，杭州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 125 万人，调查失业率控制
在 5％左右，新增大学生创业企业 1
万家；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比重达

36%；2025 年前实现市域基础养老金
统一标准，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达
到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1%以上；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稳步提
高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
上，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达
到5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施方案》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就业容量，
提升就业质量。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
就业家庭实行就业援助；健全促进创
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
探索完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
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大
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职工就业
竞争力。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根据《实施

方案》，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全市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适龄参
保人员应保尽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实行向职业劳动者的广覆盖，研究完善
超龄人员、实习生等部分特定从业人员
参加工伤保险政策。统筹城乡社会保
障，完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市域统筹
机制，建立逐年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机
制，适时调整参保人员档次标准和缴费
补贴标准。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让共同富裕真
实可感。《实施方案》提出，按照省统一部
署要求，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完
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大力开
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引导企业工
资收入分配向一线技能工人倾斜，努力

形成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工资
增长共决机制。

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方案》提出，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释放政策合力，做强
引才平台，到 2025 年，新引进应届高校
毕业生50万名、35岁以下大学生200万
名，招收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2750 名，
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

在政策方面，滚动实施大学生创新
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推进百万大学
生杭聚工程，全面落实应届高校毕业生
生活补贴、“青荷礼包”等大学生人才引
进政策。在平台方面，持续举办杭州国际
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等系列人才活
动品牌，做强创新策源地，给各类人才最
好的时代舞台。

来源：杭州日报

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

近年来，温州市文成县黄坦镇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引进澳洲
淡水龙虾养殖产业，盘活闲置良田，以

“农户+企业+合作社”的助农模式，带
领当地农户在土中挖黄金，寻到了致
富新路子，为当地的乡村振兴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在黄坦镇依仁村，村民们正忙着将
培育田里3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均
匀分流到水稻田中，进入下阶段养殖。
收网、放苗，养殖户们一派繁忙景象。

与眼前景象相反的是，一年前的依
仁村十分冷清。由于人员流失严重，村
内常住人口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山
上的部分水田、梯田也随之荒废。

如何精准施策将良田资源盘活，
成为困扰村干部们的一大难题。2019
年，省扶贫干部陈崇茂的到来让他们
看到了发展的希望。通过多方地理考
察和市场研究，大家商讨决定引进澳
洲淡水龙虾养殖产业，来探索富民新
路径。但这想法还未实施便听到了当
地村民反对的声音。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受不
了，万一龙虾养不成功，我们的田也被
搞垮掉了，我们都有点担心这个事
情。”依仁村民叶时金说道。

为了降低农户养殖风险，带动村
民共同致富，在与村干部的商讨中，村
里的乡贤们决定联合投资引进温州宏

叶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村民养殖
撑起保护伞。

依托“农户+企业+合作社”的发展
模式，企业将村民们闲置的土地以租赁
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参与养殖的农户
不仅可以收到土地的租金，还能参与养
殖务工赚得薪金，除了龙虾养成后的分
红，还享有自家农田水稻的收成。低风险
却多收益，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有了企业的管理，村里养虾技术和
模式也越来越成熟。不仅是村里的村民，
不少远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萌发了养虾
致富的念头，纷纷回乡取经加入其中。

“我以前是干理发的，听说养龙虾以
后的发展很好，所以我理发也不干了，加

入他们一起养龙虾，看到这个苗子长势
这么好，我现在很有信心。”依仁村民叶
新亮说道。

如今，依仁村已有41位村民入股龙
虾养殖产业，养殖面积超100亩，每亩增值
预计超1万元。依托山多林广、生态环境优
越的优势，后续依仁村将带动更多村民盘
活闲置土地扩大养殖规模，做强做大澳洲
淡水龙虾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黄坦镇党委副书记（挂职）陈崇茂
说：“目前我们注册飞云源这个品牌，下
一步，我们将对接温州市水产专家进行
培训，让更多的村民来参与澳洲淡水龙
虾养殖，让他们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
走越稳。” 来源：新华网

文成：稻花香里养龙虾 村民勇闯致富路

8 月 29 日，在江苏省句容市
丁庄村二丫葡萄专业合作社，种
植户王玉根在采摘葡萄。

八月以来，江苏省句容市丁
庄村的葡萄进入收获季，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采摘。近年来，句容
市依托丁庄葡萄合作联社，重点
打造葡萄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据介绍，
丁庄村 2020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了41500余元。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葡萄丰收
富农家

瞿缦云是谁？这是一位在大革命
时期就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且精
通医术的萧山人，在他 60 岁时，毛泽
东亲笔题词“老当益壮”以示祝贺。

在瞿缦云的故乡河上镇大桥村，
在他出生、居住过的“大宅门”里，当地
政府以策展的形式，将其改造成了瞿
缦云故居，并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点。随
着这两年收集的各类资料、物品、人
物、事件等越来越丰富，河上对瞿缦云
的“理解”也越来越成熟。

近年来，萧山河上镇用策展的形
式，依托老建筑打造各种名人故居、纪
念馆、非遗馆和抗战主题馆等，在当地
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博
物馆群落”。

乡村博物馆留住“乡愁”留住“根”

“瞿缦云是一生都红的人。”聊起
瞿缦云，萧山区河上镇宣统委员戚成
梁打开了话匣子，通过这两年“走南闯
北”“蛛丝马迹”式的探访与解码，他对
瞿缦云的故事如数家珍。

近期，河上将启动纪念馆展陈二
次提升，全方位展示瞿缦云的一生，展
示内容和实物数倍于过去，可看性也
大为增强。

像瞿缦云纪念馆这样的策展型展
馆，属于“博物馆”的范畴。在浙江“共
同富裕”蓝图中，乡村博物馆将发挥重
要作用。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
发《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未来
五年，浙江将建 1000 家乡村博物馆，
留住“乡愁”留住“根”。

业内人士认为，共同富裕是多维
度的，文化领域的“共富”将得到更多
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共文化空间将走
进乡村。

今年 5 月，由杭州日报萧山分社
组织的全国知名作家萧山行走进河
上，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乔叶被井泉街
上河上非遗展示馆入口处一条“竹龙”
震撼到。这条全部以竹子为材料扎起
来的竹制板凳龙，健美硕大，龙眼龙须
龙鳞，无一不是竹材，就连龙头里的舌
头和舌尖上的龙珠也是，手艺之精巧，
令人瞠目结舌。

这是河上当地手工艺人洪成松一
个人用时三个月，用了3000多根竹条
制成。乔叶说，“民俗与文化是最有生
命力的，透过河上龙也看到了中国农
民的浪漫。”

乡村博物馆的N种可能

河上是萧山首个景区村庄全覆盖
的乡镇，目前5个村已是AAA级景区
村庄，可谓移步换景，处处可赏。

近年来，河上一直在解码当地
的“共富”密码，并最终选择了“文
化+”和“产业+”，打造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乡村博物馆群落”。比如抗战
主题类有中美合作抗战纪念馆、萧
山抗战纪念馆；乡贤主题类有瞿缦

云故居、魏风江纪念馆等；地域文化主
题类有萧山科举博物馆、河上非遗展示
馆等；较为综合的，还有丄（shàng）美
术馆等。

这些展馆，不是简单的展陈，更是共
享空间和文化体验空间的综合。今年 4
月，河上发布“红河谷”党群服务品牌，当
地就在魏风江纪念馆等设置了六个党群
驿站，并承载公共服务、居民活动、邻里
之家、社会力量创新空间等功能，聚落成

“美好生活共同体”。
还有萧山科举博物馆，展陈了萧山

历代科举人物的题名碑拓片、手书对联、
四条屏以及扇面小品创作等书法作品
以及科举捷报、牌匾、石碑等，尤为珍贵
的，就是“帝师”朱珪、民国浙江都督汤
寿潜等萧山科举人物的墨宝。除此，展
馆也特别设置一处临时展厅，向外界文
化艺术爱好者开放，无论是书法、绘画、
还是摄影、工艺等其他文化艺术展，都可
以在这里举办。

回得去的家乡，到得了的远方

乡村博物馆的建设本身就是一场文
化兴盛的过程。河上有句“金句”——“回
得去的家乡，到得了的远方”，它表达了
一层意思，即“共富”背景下的乡村，不仅
要有“诗”，更要有“远方”。

这两年，在“文化+”“博物馆+”发展
模式的引领下，河上一个个村落逐渐找
到了“远方”。凤凰坞村每年接待游客10
万余人次，已成为杭州颇有名气的“抗战
主题村落”，正因为中美合作抗战馆等

“乡村博物馆”的打造，才真正意义上开
启了凤凰坞村的“凤凰涅槃”之路。

还有东山村，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唯一中国学生魏风江的故乡，也通过“文
化+”引来产业，谱写“东山再起”的“共
富”故事。两年前，东山村村集体收入全
年仅有20余万元，而今年1至5月份，已
有113万元入账。每年超15万人次的游
客，也引导了 30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带动900多户农户共同致富。

“傲娇”的数据背后，则是文化产业
项目的集聚。投资1.3亿元的“星空小镇”
生态探险乐园项目，村集体以村庄环境
作为入股资金，除土地租金外，村集体每
年可获得8%的利润分成，目前该项目正
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下半年可对
外开放。接下来，东山村还将与开元集团
合作开发精品民宿部落。

已吸引 40 多位艺术家进驻的丄美
术馆，已成为下门村的代表建筑，满满
工业风的它，曾是 1000 多平方米的废
旧厂房，现在已成为一座集艺术展览、
艺术收藏、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公共教
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美术馆。丄美术馆的
成功，也给足了下门村村书记俞巨江很
大的底气，“我们正把空间资源腾出来，
引进更多艺术家，打造杭州的‘艺术家
村落’。”

据了解，凭借各村的山水人文田园
等资源优势，河上已引入乡旅、农旅、文
旅产业项目等十余个，它们正成为乡村

“共富”发展的新源泉。
来源：杭州日报

这片“乡村博物馆群落”里，藏着“共富”密码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哈日根
图嘎查，82岁的蒙古族牧民斯仁塔日娃
5 年前脱贫后，开始帮助同村汉族贫困
户黄文祥，为他制定3年内脱贫的详细
计划，借给他基础母畜和农机具，助力黄
文祥一家摆脱贫困。如今，黄文祥过上了
好日子，他说：“邻里之间的真情相助，远
远超越了民族的差异。”

70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
下，内蒙古自治区始终保持着各民族和
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
面，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日益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入人心。这一伟大成就，是我国各民族
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生
动写照。

文化交融培植民族团结坚实根基。
在草原城市锡林浩特，无论哪一个民族，
几乎每个人的清晨都被几碗热气腾腾的
蒙古奶茶唤醒。产自湖北的砖茶熬成茶
汤，加入内蒙古草原的牛奶，再搭配蒙古
族奶食、肉食和汉族、回族传统面食……
这是这座多民族混居城市很多家庭的早
餐。几百年前汉族茶文化与蒙古族游牧
文化相融产生的蒙古奶茶，如今已是内
蒙古很多地区人们共同的生活喜好。

在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民族团结
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已深深融入各民族的血脉。在这里，
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各民族之间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和学习，
为民族团结之花竞相绽放培植坚实根
基。据统计，内蒙古大多数家庭是多民族
混合家庭。

共同繁荣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
长盛。多年来，内蒙古共享国家发展红
利，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新中国
成立初，全国齐心协力建包钢，结束了内
蒙古没有工业的历史；发展中，内蒙古同
时享受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
基地政策；京蒙对口帮扶25年，内蒙古得到有力支持。

发展的红利转化成为各民族群众心中满满的获得感，让他们
对安定团结倍感珍惜。蒙古族作曲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艾日布
说，蒙古民族即使是在历史辉煌时期也没能惠及本民族全体，只有
今天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才真正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当下是获得感和幸福感最强的时代，希望以后的日子就这样
太平、富足。”有着欧洲人的面孔、说着地道东北话的孙梅说。她是
俄罗斯族，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

内蒙古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让各民族获得平等发展地位。山
西晋城市工人宋秋锋与苏尼特左旗蒙古族牧民乌力吉发生经济纠
纷，诉诸法院，成功调解。法官奈日木德勒说：“法院决不会因为涉
及少数民族就偏袒或歧视一方，‘涉案民族’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在
我们的办案思维里。”

内蒙古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特别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中
国社科院研究员周竞红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统一和自治、民族
和区域结合起来，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搭建了有效的制
度平台。

内蒙古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于各族群众心中。内
蒙古中小学生开学第一课均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每
年九月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已连续举办37年。专家表示，内蒙
古多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团结教育，对建立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
平等对待理念起到重要且长效的作用。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勿日汗 于嘉

同
心
掬
得
满
庭
芳

—
—

探
寻
内
蒙
古
民
族
团
结
的
﹃
密
码
﹄

马群驰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2020年7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8 月 27 日早晨，胡国新的
世侄胡高峰准备取下缠在渔网
上的螃蟹。

8月下旬是福建莆田海域
梭子蟹最肥美的时间。莆田市
秀屿区平海镇平海一级渔港的
渔民胡国新和家人开始了捕蟹

“讨海”生活。
“风浪越大，海水越浑浊，

渔网越不容易被螃蟹发现。”胡
国新说，为了有好的收获，渔民

往往选择逆着风浪半夜去深海
作业。

8 月 27 日零时刚过，胡国
新打包好自己的早饭，带着世
侄和堂弟，驾驶渔船，出海捕蟹。
123 张渔网，总计 13 公里的长
度，胡国新和家人不停地放网、
拉网，在风浪里进行了数小时的
高强度作业。临近中午，渔船装
着上百斤梭子蟹，满载而归。

新华社发 周义 摄

逆风逐浪的“捕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