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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彭娜

“田园梦”营地工坊——
既做大“蛋糕”又分

好“蛋糕”

“如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
决不了的一样，没有什么是一次
露营不能治愈的！”上周末，市民
王女士带着孩子在位于金陆村的
金 泉 农 场 ， 收 割 水 稻 、 采 摘 橘
子、露营烧烤、行走乡间，在朋
友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鄞江镇依托南片田园风光和
北片山林风光，打造“田园梦”
营地工坊，金泉农场是其中的一
个 。 这 些 营 地 工 坊 依 托 各 自 特
色，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同

时吸收低收入农户等就业，搭建
销售平台，一年四季帮助农户销
售蓝莓、芋艿、桃子、杨梅等农
副产品，同时通过开展技能培训
和企业关怀等多种方式，带动共
同富裕。

其中金泉农场与周边的趣湾
庄园、郭斌锦鲤场、林星果业等
形成鄞江特有的农旅精品线，开
展独具特色的营地活动，如建岙
妈妈农场的小红军研学营、趣湾
庄园的野趣寻味营、梅景苑森林
度假营等，深受游客追捧，今年
以来累计吸引游客 10 万人次。

“农场租用农户闲置土地，一
年四季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吸引
游客认领，并开发 APP，不仅让认
领者线上线下都能体验种植的乐
趣，也提高了农户的亩产收益；同
时对接周边农户，帮助销售农副产
品，带动增收。”退役后自主创业
的金泉农场负责人仇挺挺介绍。

“通过营地工坊，带动营地经
济与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既做大

‘蛋糕’又分好‘蛋糕’，为推动
共 富 提 供 了 可 持 续 性 的 发 展 动
力。”鄞江镇相关负责人对营地工
坊的未来充满信心。

“七大碗”美食工坊——
点“食”成金共享美

好“食”光

民以食为天。鄞江镇整合丰
和院火缸芋艿、鄞江桥头龙虾、
晴江宴清水鱼头烩豆面、梅景苑
瓦罐鸡、趣湾老豆腐、金泉农场
竹筒饭、七里香牛肉面等本土美

食资源，将之打造成“鄞江七大
碗 ” 品 牌 ， 这 些 过 去 “ 单 打 独
斗”的民间美食，如今串珠成链
成为“七大碗”美食工坊。这些
美 食 工 坊 以 其 美 味 、 新 鲜 、 朴
实、亲切、天然的优势抓住了游
客的胃，留住了游客的脚步，形
成 鄞 江 独 有 的 美 食 共 富 打 卡 游
线，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同 时 ， 鄞 江 镇 还 进 一 步 将
“鄞江七大碗”等当地美食与非遗、
民俗、娱乐等活动紧密结合，持续
放大美食工坊的共富效应。每逢农
历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等鄞江
庙会期间，游客不仅对“鄞江七大
碗”情有独钟，而且对各类当地美
食摊位售卖的灰汁团、麻糍、黑米
饭等特色小吃也爱不释手。

以 美 食 为 纽 带 ， 今 年 7 月 ，
鄞江镇联合镇域内 14 家餐饮、文
旅企业推出“二三融合 携手共
富”镇域消费券，累计投入 55 万
元 ， 5000 人 次 参 与 。“ 借 此 机
会，鄞江美食工坊的潜能得到极
大激发，本土美食、美景和风土
人情也得到推广。”鄞江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鄞江还计划推出好吃
节、“奇妙夜”沉浸式体验宋韵文
化系列活动等更多点“食”成金
的推动共富之举，让游客共享美
好“食”光。

共富车间产业工坊——
家门口鼓起群众“钱

袋子”

“ 现 在 我 不 用 再 出 门 打 工 ，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上 班 了 ， 幸 福 感

提升。”近日，梅园村村民吴国
平 说 起 自 己 这 大 半 年 来 在 位 于
梅 园 工 业 园 区 的 宁 波 煜 淇 家 居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上 岗 ， 非 常 开
心。

原来，今年以来，鄞江镇按
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产业
相连”的原则，以强带弱打造跨
领域的融合党建共同体——梅园
工业园区党建联 建 项 目 ， 通 过

“ 镇 街 资 源 整 合 、 企 业 平 台 搭
建 、 村 社 劳 力 对 接 ” 等 模 式 ，
搭 建 “ 家 门 口 ” 的 共 富 车 间 ，
扎 实 推 进 共 富 工 坊 建 设 。 煜 淇
家 居 公 司 设 立 的 共 富 车 间 ， 专
为 低 收 入 农 户 和 残 障 人 士 量 身
定制了 18 个工作岗位，吴国平是
其中的一个。

目 前 ， 鄞 江 已 建 成 来 料 加
工、厂房车间、共享农场、电商
直播、农旅融合、产业赋能等形
式的共富工坊 7 家，吸纳就业人
员 197 人，人均月增收 3000 元。
同时，还着重在强化组织基础、
深化就业培训、优化志愿服务和
实化排忧解难等方面下足功夫，
精准对接用工需求，持续巩固增
收效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鄞江以
党 建 为 引 领 ， 积 极 打 造 共 富 车
间，拓宽群众就业渠道，让群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鼓 起 ‘ 钱 袋 子 ’，
这 也 是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中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的具体实践，希望借此更
加有力地服务保障民生，走好共
同富裕之路。”鄞江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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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朝武 王瑜波

花架上爬满了藤蔓，绿油油
的白菜探出头来，一棵棵生菜在
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样的
场景不是在哪个农庄，而是在高
新区新明街道明珠未来社区的

“屋顶菜园”里。近段时间，社
区组织孩子们赴“屋顶菜园”开
展劳动实践，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孩子们观察、浇水、采摘，
尽情体验劳动的快乐。

“屋顶菜园”是明珠未来社
区积极创建浙江省第四批未来社
区，聚力服务“一老一小”的缩
影。前不久完成省级验收的明珠
未来社区东至沧海路、南至通途
路、西至福明路、北至江南路，
总占地面积 49 公顷，由银珠明
园、公园里、逸树园、东宸、绿
园、嘉利广场等小区组成。

“我们的‘屋顶菜园’占地
面 积 1000 平 方 米 ， 种 植 了 油
菜、生菜、小白菜等十几种蔬
菜，并且设置了一套定时滴灌系
统，可以解决浇水问题。”明珠
社区党委书记谈银园说，“屋顶
菜园”面向全体居民开放，既是
辖区内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劳动实
践基地，也是亲子家庭认领种植
的“共享菜园”。

除了“屋顶菜园”，该未来
社区还打造了家庭托育点、共享
书屋、美好生活服务中心、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社区
照护驿站等便民服务场所。

位于该未来社区的美好生活
服务中心，也成了孩子们的快乐
家园，每周末，这里的亲子活动
精彩纷呈。“星澜航空”活动，
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了解月球
的 前 世 今 生 ；“ 我 是 小 小 消 防
员”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
习 自 救 互 救 ；“ 比 邻 工 坊 ” 活
动，让孩子们在下载、切片、打
印 3D 模型中提升科技素养⋯⋯

“今年 9 月以来，已累计开展 80
余场亲子活动，参加者达 4500
人次。”谈银园说。

除了“一小”，明珠未来社
区在服务“一老”上也下足了功
夫。每周五为老年人提供“惠民
理发”，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供住宅适老化改造，上门为老年
人提供慢病服务，每月一次为辖
区老年人过集体生日，开办社区
老年大学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
活⋯⋯今年 9 月，明珠未来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完成硬件设施
和软件服务的二次升级。该中心
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不仅可以
提供日托、助餐、助医、家政等
服务，也经常组织老年人开展文
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

“我们中心长期签约服务的
社区户籍老年人超 70 人，多为
八旬以上的长者，也有一些独
居和残疾老人。”该中心助老服
务 员 石 菊 红 说 ， 就 在 前 两 天 ，
她刚上门为银珠明园九旬老人
王奶奶提供了家政服务，擦玻
璃、整理卧室、收拾厨房⋯⋯
忙 了 整 整 三 个 小 时 ， 临 走 前 ，
还给王奶奶煮了碗最爱吃的宁波
汤团。

10 月底，明珠未来社区食
堂正式开门迎客。该食堂建筑面
积约 400 平方米，明确承诺“当
天食材当天采购”，在保证口味
的同时尽可能少用调料，菜品做
到既营养又美味。这两天，该食
堂全新推出低糖、少盐的“长者
套餐”，并通过政府补贴让利于
老年人。

采访当天，七旬老人戴翠莲
点了一份“长者套餐”，红烧大
排、山药木耳、葱油海带丝，外
加一汤一饭，总共 10 元钱。“味
道好，价格实惠！”用餐后，戴
阿姨忍不住点赞“交关好”。

明珠未来社区：

“一老一小”
都能找到幸福角落

记者 余建文

深 秋 的 小 院 里 ， 传 出 “ 咔
嚓”的剪发声。日前，记者来到
奉化溪口镇明溪村村民张权章家
时，他正专心致志地为村里一位
大姐剪头发。10 来分钟后，头发
修剪完毕，大姐掏出 3 枚一元硬币
付了理发费，“权章手艺好，人也
实诚，大伙都爱找他理发”。

今年 75 岁的张权章在明溪村
一带，是为人所熟知的理发匠。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张权章就
为村民理发，而当初定下的“理
发男子 10 元、女子 5 元”的收费
标准，近 40 年来，从未变过。张
权章身形瘦削，说话慢悠悠的，

“难得大伙信任，我就要做好服

务，从没想过要涨价”。
张 权 章 的 理 发 手 艺 是 家 传

的，11 岁时就跟着当剃头匠的爷
爷学理发。后来他参了军，在部
队里为战友理发，很是自豪了一
把 。 退 伍 之 后 ， 张 权 章 回 到 村
里 ， 靠 做 电 工 、 打 散 工 维 持 生
计。明溪村地处深山，离溪口镇
区有 30 多公里，村里的老人乘车
去 镇 上 理 一 次 发 ， 得 花 半 天 时
间，很不方便。张权章就拾起了
理发手艺，一来方便村民，同时
也能补贴些家用。他的理发铺简
单 至 极 ， 一 把 电 推 剪 、 两 把 剪
刀、一把梳子、一把剃刀，就是
全部的“家当”，连电吹风都不
用。“山村人理发图个干净清爽，
基本没有烫发或做复杂的造型。”
老 张 说 ， 像 男 子 理 发 要 剃 须 修
面，这项老传统，城里的理发店
已鲜有见到了。

张权章 40 多岁的时候，出过
一次大事故，不慎被高压电击中
头部，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性

命算是捡回来了，但也落下了后
遗症，身体虚弱，没法干重活，
经济也越发拮据。老张目前租了
村民一间房子，一个人独居，屋
子里陈设十分简单，收拾得却蛮
干 净 ， 墙 上 挂 着 他 自 己 写 的 书
法，空闲时拉拉二胡，自得其乐。

村干部应秋玉告诉记者，早
几 年 ， 张 权 章 每 月 收 入 不 到 千
元 ， 又 要 吃 药 ， 日 子 过 得 挺 难
的 ， 但 他 从 未 向 村 里 提 什 么 要
求。后来村里按规定帮他申请了
低保，去年又享受到了政府的困
难退役老兵补贴，现在老张每月
收入近 2000 元，生活条件得以好
转。

“政府对阿拉老兵介关心，我
很感谢，自然也要表示表示”。去
年春天，张权章把延续了近 40 年
的理发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变
为“男 5 元，女 3 元”，降幅近一
半。他还把自己的“服务圈”扩
大 到 驻 岭 、 葛 竹 、 壶 潭 等 周 边
村 ， 有 村 民 需 要 理 发 ， 一 个 电

话 ， 他 主 动 上 门 服 务 。 碰 到 春
节、国庆等节假日，老张还免费
服务，让村民对他更添了一分敬
佩。

每年，找张权章来理发的村
民有七八百人次，粗略算算，一
年多“让利”下来，得少收五六

千元钱，这对老张来说，可不是
个小数目。“平时大家照顾我许
多，我就这点手艺，做些小奉献
是应该的。”张权章说，如今能安
享晚年生活，他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身体吃得消，我这个‘流动
理发店’会一直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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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章为村民理发张权章为村民理发。。（（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鄞江

秋意渐浓，阳光明媚，正是秋游好时光。走进千年古镇——海曙区鄞江镇，在山水田园间“安营扎寨”，乐享大自
然美景；在农庄村舍间品尝特色美食，体验乡间美味……游客体验慢生活的这些乡间打卡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
富工坊。

近年来，鄞江镇通过党建领航，积极打造休闲观光、非遗体验、乡村民宿等新业态，建设文旅融合式共富工坊，设
立家门口的共富车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展现共同富裕可观可感的现实图景。“今年截至10月，共富工坊累
计接待游客45万余人次，旅游收入897.3万元，商户年均收入超60万元，辐射带动2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鄞江镇相
关负责人透露。

孩子们参观“屋顶菜园”。
（王朝武 王博 摄）

趣湾庄园银杏林趣湾庄园银杏林。。（（陈朝霞陈朝霞 彭娜彭娜 摄摄））

村民在村民在““共富车间共富车间””工作工作。。（（陈朝霞陈朝霞 彭娜彭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