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综合 电话：5665678

Email：csb5011777@163.com责任编辑/版式：江琪2

“共富茶园”种出农民“共富梦”
本报讯（记者 李欣宁 胡志鹏）2月

28日，在何家乡千亩白茶基地，一棵棵
二三十公分高的茶树迎风摇曳，焕发着
勃勃生机。三月底，白茶就将进入采摘
季，眼下，基地负责人邹华正在抓紧时
间招募工人，为春茶采摘做准备。

自三年前来到常山考察后，邹华便
认准了这块沃土。2017年，邹华投资
3000余万元，筹建常山御白家庭农场，
并流转了1000余亩土地用于基地建
设。基地采用“家庭农场+消薄+扶贫”
三位一体共富模式，建立由农场投资建
基地，何家乡部分村联合投资建设厂房
出租收益，低收入农户参与茶园茶叶采
摘、日常管理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
通过建设共富茶园，推进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

“基地目前种植安吉白叶一号、黄
金叶、黄金芽共700多亩。去年产量为
6000多斤，今年产量预计翻倍，产值能
达到700万元左右。”邹华说。每到采

摘季，茶园都会有大量的用工需求，每
名工人按采摘斤数计费，最多的每人每
天能赚到500-600元，一个采摘季下
来有些人能赚到近万元。去年，基地发
放了茶叶采摘与茶园管理雇工工资
200多万元，解决了周边400余人季节
性就业。目前，何家乡每个村都组织了
采摘班组，不少其他乡镇的村民也闻讯
而来。经过多年的蜕变，昔日荒山正一
步步变成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而造
血的“金山”，“共富茶园”种出了村民们
的“共富梦”。

眼下，基地内建成了员工宿舍、管
理用房等，购置了各种制茶设备60余
台，并租赁了村级消薄厂房用作茶叶加
工车间使用，每年租金用于省级重点扶
贫村的低收入农户生活帮扶和村级基
础设施投入，仅厂房租金这一项就带动
了钱塘村、樊家村、双安村每年增收4
万元，也被周边村民亲切地称为“共富
车间”。“接下来，我们将带动更多百姓

种植，基地可以提供种植技术和茶苗，
收购鲜叶或进行代加工，带动百姓走向
共同富裕。”邹华说。

近年来，我县积极打造村企户“共
富茶园”“共富果园”“共富竹园”等共富
产业建设，通过纳入当地特色农副产
品，进一步拓展产业元素。乘着“共富
产业”的东风，何家乡利用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累计流转土地近1500亩用
于茶叶种植，通过“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共建、共管、共
销”，带动当地850余名村民增收致富，
助推共同富裕建设。

“接下来，何家乡将以共富茶园、共
富竹园为基础，发掘更多的类似产业和
共富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何家乡
扶贫干部江建平说。

市监“三团并进”精准服务助企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徐绍俊 胡志鹏 通讯

员 王海燕)3月1日上午，在常山众卡
物流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内，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小丫代跑团”工作
人员为入驻的企业进行了上门指导，为
企业全程提供网上办、掌上办等线上服
务，让服务跳出窗口柜台，打通服务企
业“最后一米”，真正实现入驻登记办理

“全程代跑、一次办结”。“‘小丫代跑团’
给我们企业招商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特别是在新入园的企业注册方面，让整
个工作流程更加简化。”常山众卡物流
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锡红说。

近年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
能职责，聚焦企业办事难点和发展困
境，组建了“专家服务团”“小丫代跑团”

“就业红娘团”等三个驻企服务组，开展
“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等系列精准
服务活动，全力助力企业“开门红”。
2019年成立的“小丫代跑团”由7名工
作人员组成。自众卡产业园成立后，

“小丫代跑团”便是产业园的驻企服务
主力军。以前，一家入驻产业园的企业

需要花费7天时间办理好所有的入驻
手续，但自从有了“小丫代跑团”，办理
入驻时间缩减至1天，让企业不出门

“零跑腿”照样办事，得到了产业园和入
驻企业的一致好评。

在浙江富欣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条条全自动生产线有序运
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操作
着，整个车间呈现繁忙的景象。

浙江富欣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一家生产和销售健身器材于一体的
健康企业，产品专利对于企业而言是立
身之本，更是未来发展的根基。目前，
企业正在申报跑步机喷漆专利，得知消
息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家服务团”
第一时间赶到企业，帮助企业进行专利
预审，这样能大大节约企业时间成本，
越快得到专利结果，就更利于企业及时
调整策略和项目申报方向。“他们经常
上门服务，在知识产权申报、浙江制造

‘品字标’认证等方面对我们帮助非常
大，多亏了他们跑上跑下。”浙江富欣达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芝芳深

有感慨。
优越的营商环境，源于主动优质的

服务。眼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家
服务团”正发挥标准化、知识产权等职
能优势，开展集成服务，通过促品牌、提
标准、强质量，提升企业发展动能。截
至2021年，我县共新增“品字标”企业
2家，新发布“浙江制造”团体标准3项；
新增发明专利授权39件，国家知识产
权贯标企业18家，省、市专利示范企业
4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9000余万
元，为企业兑现各类奖补资金共计
1004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在前期走访调研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品
牌、质量、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为企
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质量管理与标准化科科长付
琳芸说。

6岁男孩坠入深井
消防员成功施救
本报讯（通讯员 崔友成 陆正昊）3月1日

下午2时，天马街道漫悦湾小区有一名6岁男
孩坠入小区通风井里，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
员立即前往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通风井深约7、8
米，男孩被困井底。危急时刻，消防员架设好
消防救援三脚架，利用安全绳下到井底，不断
安抚男孩的情绪并给他穿上全身吊带，井口消
防员立即牵引绳索，随后抓住男孩的手臂，将
其抱出，所幸男孩衣服较厚，且并未碰到突出
的钢筋、管口等异物，经医生检查身体状况良
好。

据了解，男孩因为感冒没上学，在小区玩
耍。小区通风井周围有沙袋，上面盖着塑料
布，男孩在玩耍时不慎坠入。

消防部门温馨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对周
围环境中的危险认知不足，所以在户外玩耍
时，家长要注意加强看护，不要让孩子在通风
井、高台等地方玩耍，谨防发生被卡、坠落等意
外事故。

膝关节置换术帮助
患者“好好走路”
近日，黄大爷因“反复左膝关节疼痛3年”

入院，入院诊断为左膝骨性关节炎。在浙大一
院关节骨外科专家胡金艮的协助下成功完成
了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膝关节骨关节炎是引起中老年人膝关节
疼痛和功能障碍的常见疾病，会严重影响日常
生活。因此，在保守治疗、物理治疗起不到作
用的情况下，应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全膝关节
置换就是用人工生物材料来置换膝关节病变
的软骨和骨，通过切除磨损破坏的关节面，用
新的人工材料来替代，通过全膝关节置换，可
以重建软组织平衡，让膝关节达到一个稳定的
膝关节状态。

县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已开展全膝、全髋关
节置换手术、膝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重建
术、肩关节镜技术等各项手术，已经帮助了大
量膝关节疾病人群健康行走，大大提高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县人民医院 供稿

法治宣传进市场
2月28日，东案乡在农贸市场开展了禁毒、反诈、普法宣传，通过现场宣传法律法规、发放宣传手册等告诫村民捂好自己的

钱袋子，切实增强村民的法治意识，为创建平安城镇营造良好氛围。 通讯员 汪浩 摄

节后家政市场开张
“常山阿姨”成“香饽饽”

本报讯（记者 游待露 实习生 朱晟吉）3月
2日上午，在常山县锦绣职业培训学校的“常山
阿姨”培训教室里，45位“常山阿姨”学员正在
学习婴儿操的培训课程。这批学员将在为期
11天的时间里，进行母婴护理、家政技能、养老
护理、婴儿护理等内容的系统化培训。

春节过后，家政市场开张，吃苦耐劳的“常
山阿姨”成为了“香饽饽”。同时，越来越多的
人也纷纷踏进“阿姨培训课堂”，学习专业的家
政知识。“参加培训的学员越来越年轻，最年轻
的有1994年的学生，此外，还有男同志过来参
加育婴员培训。”常山县锦绣职业培训学校校
长王喜梅介绍。

据了解，今年，针对“常山阿姨”学员考核
会更加严格，将通过聘请衢州市职业技术学
院、衢州技师学院等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严
格专业的机构认定，为“常山阿姨”品牌的打响
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认可、选择“常
山阿姨”。

“去年，我们公司共向杭州、宁波等地输送
130余名‘常山阿姨’，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
评。今年伊始，也已‘邀约不断’，我们也积极
和培训机构对接，挑选出优秀的‘常山阿姨’为
客户提供服务。”衢州市巾帼西丽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经理夏华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