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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老一小”综合体
构建幸福生活圈

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 车丹妮 俞沣城

本报讯 东门如城是我县把

握城市未来、提升城市品位和

能级的历史性工程。近日，备

受关注的东门如城教育培训基

地 1 号 楼 、2 号 楼 顺 利 提 前 封

顶，目前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

三分之一，项目整体建设正在

加速推进中。

记者在东门如城教育培训

基地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

辆忙碌地往来穿梭，塔吊挥舞巨

臂转运材料，130 余名工人正有

序分布在工地的各个点位，或绑

扎钢筋，或浇筑混凝土，现场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东门如城教育培训基地建

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天宇告诉记

者，目前 1 号楼和 2 号楼的主体

结构已经全部封顶，所有工人

正在进行地下室一层的二次结

构施工，包括墙体砌筑与构造

柱圈梁浇筑。

据悉，目前整个项目正处

于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施工人

员开足马力抢工期、抓进度、保

质量，力争在 2025 年 7 月整体

完工。“在过年之前，我们准备

开 始 2 号 楼 的 钢 结 构 屋 顶 吊

装。现在正在开挖山体，预计

明年 4 月份开始剩余楼宇的主

体结构施工，计划在明年 9 月份

把 3 号楼、4 号楼的主体结构封

顶。”张天宇说。

东门如城教育培训基地位

于横琴路与中环路交叉口的东

北 侧 ，用 地 面 积 约 4.3 万 平 方

米，含实验楼、行政楼、藏书库

等 11 个子项目，拟设置 30 个班

级，能容纳学生 1350 人。该项

目 设 计 以“ 书 山 有 径 ，学 海 无

涯”为主题，力求打破环境质量

和建筑容量的二元对立，解决

学校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学校

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亲近自然

的丰富空间校园，打造“素质教

育”摇篮。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 昌 东 门 如 城（新 民 片）城 市

有 机 更 新 项 目 部 负 责 人 张 小

峰 表 示 ，将 紧 盯 施 工 节 点 ，在

确 保 安 全 、质 量 、进 度 的 前 提

下 ，全 力 推 进 项 目 的 按 期 完

成，为新昌教育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东门如城教育培训基地加速建设

创图强 四进争先五五

记者 陈玥君 俞沣城

本报讯 新昌北站是甬金铁

路沿线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区

域核心站。日前，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该站站房建设已经完

工，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上午 9时，记者在位于羽林

街道藕岸村的甬金铁路新昌北

站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正

式通车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据

了 解 ，该 站 站 房 建 筑 面 积 约

5000 平方米，整体设计造型由

“昌”字形体演化而来，寓意新

昌繁荣昌盛；车站正面像是层

叠的书卷，流露出新昌浓厚的

文化底蕴。站房候车厅长 66
米，宽 33 米，面积 2178 平方米，

空间宽敞明亮，整体以“梦里唐

诗之路，画里山水新昌”为构思

脉络，全面挖掘和展示新昌特

色历史文化资源，采用书卷造

型，将站房建设与文化传承有

机结合。“候车大厅的装修主题

主要是结合唐诗之路文化。大

厅的顶面像一册打开的书本，两

侧横梁铝板处转印唐诗之路十

二景，更能体现新昌的文化底

蕴，也为旅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

艺术出行体验。”甬金铁路新昌

站站房总工程师张立民说。

新昌北站站房主体为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包含一层候车

区域、二层办公和设备区、地下

层，集旅客购票乘车、商业服务、

铁路人员办公、铁路四电设备管

理等多功能于一体。出站厅吊

顶还引用天花书本元素，与候车

厅吊顶相呼应，旅客通道处预留

展示新昌地方特色的背景墙，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相关主

题。“目前站房建设已经完工，我

们正在进行设备的联结联试，比

如消防设备、空调设备的调试，动

态静态屏幕、安检闸机、安检仪的

检测等。墙面、地面的清理工作，

座位摆放也在有序进行中。”张立

民表示，待扫尾工作完成，就将迎

来甬金铁路开通运营。

据悉，新昌北站可以满足日

发送量1600人需求，最高聚集人

数为 600人，远期高峰小时发送

量为741人。作为甬金铁路沿线

规模最大的客货两用车站，其功

能服务将覆盖新昌、嵊州、天台，

辐射磐安、奉化等周边县市部分

地区。“甬金铁路是义甬舟大通道

的重要支撑项目，将打通宁波舟

山港与义乌大陆港之间的物流通

道，使新昌成为连接宁波舟山港

与内陆腹地的桥梁和纽带，有力

提升新昌的区位优势，为新昌发

展带来全新机遇，助推区域经济

发展。”县铁路建设管理中心副主

任梁苏文说。

新昌北站站房已完工
甬金铁路开通倒计时系列报道之一

记者 梁凌凌 杨淑维 马帅东

本报讯 国庆之后，乡村旅游

往往就会慢慢转入“淡季”，但东

茗乡“下岩贝·金山上”片区淡季

不淡，散客、团客依旧纷至沓来。

东茗乡野凭啥“圈”住人气？日

前，慕名而来的游客石雨函告诉

记者：“这里有风景、有美食，还有

不少网红项目，这些都是吸引我

们的地方。”

“下岩贝·金山上”片区主要

包含下岩贝、后岱山、金山 3个邻

近村。这些年，这 3 个村迅速发

展，形成各自的鲜明特色，但短板

也十分明显：下岩贝风光好、配套

弱；后岱山有故事、缺人气；金山

村有产业、少经验。为构建取长

补短、抱团发展的“多赢局面”，今

年年初，“下岩贝·金山上”党建联

建模式应运而生。“只有打破村与

村之间的壁垒，整体布局、整体推

进，才能加速实现区域共富。”东

茗乡党委书记梁鉴说。

不久之后，“下岩贝·金山上”

片区党委迎来第一次工作例会，

所有议题均围绕 3 个村的发展。

然而，“片区大党建”刚成立，处于

“磨合期”的 3个村书记因为心里

没有底，谁都不愿往前多走一

步。不过，在东茗乡政府的大力

推动下，会上列出 2023年重点工

作清单，3个村还领到“抱团”后的

首个“热身”任务——共同举办一

场引流活动。

要办一场热热闹闹的活动，

对三个村来说，并不算什么难

事。毕竟，下岩贝村有风景有民

宿，后岱山村底蕴足、研学品牌

响，作为后起之秀的金山村也有

可圈可点的产业观光项目。村书

记们二话不说应承下来，会议一

结束，就带着任务回村，召集村干

部商讨起活动方案。

几次商讨后，大家一致决定

把这次活动放在下岩贝露营基

地。随后，2023首届下岩贝·金山

上露营狂欢节就热热闹闹启幕。

尽管活动带来不少人气，但下岩

贝的风光、后岱山的故事、金山的

产业，这些有目共睹的优势，却没

有充分发挥出来。活动结束，热

情过后，3个村谁都没有斩获更多

“留”量。

为促使三村加速融合，东茗

乡又在项目规划推进上做起文

章：今年投资 1.2 亿元统筹实施

“云上夜游图”等项目 21个，签约

落地千万元以上文旅项目2个，亿

元以上文旅项目1个……这其中，

不少都需要三个村联动推动。为

此，下岩贝、后岱山、金山这三个

村的村书记开始频繁联系、走动

起来，大家还换位思考、主动求

变。“项目要落地发展，光靠一个

村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后

岱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国洋坦言，

只有三个村齐心协力，这些大项

目、好项目才能尽快落地，对未来

发展产生带动效应。

在项目这个“纽带”的牵引

下，原本“各自为战”的三个村越

靠越近。“如今，三个村已经从‘单

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东茗

乡党委委员吴初健告诉记者，因

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并且做到

重大规划先决、重大事项先议、重

大活动先商，各项工作推进起来

便势如破竹。“今年以来，我们高

效协商解决项目问题 50余个，仅

用 3天就完成 2.7公里通村道路、

350亩梯田花海政策处理；40天完

成门溪山居金山驿站选址、建设

和投用。”吴初健欣喜地说，重点打

造的腾云天使环、云峰十二重、参

差咖啡博物馆、悬崖民宿等项目逐

步“出圈”，“下岩贝·金山上”片区

“场景力”迅速丰富起来。

如今，下岩贝、后岱山、金山

这三个村已顺利度过“磨合期”，

逐渐形成稳固的“黄金三角”，“学

在后岱山、游在金山、吃住在下岩

贝”，一条颇具“含金量”的旅游线

路完美闭环，成为吸引游客和投

资商的“重要关键”。“以前只有到

周末、节假日，我们这儿才会有人

流量，现在是每天都有客流，每天

都有经营收入。”下岩贝村党支部

书记王玉平高兴地说。“客流量

增多后，对我们开展研学团建、产

品销售就会有大帮助。”新昌丰艺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剑东

说，这也是他们来东茗乡后持续

加大投资的原因。

东茗乡党建联建片区发展模

式正有效激活乡村“共富链”。据

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东茗乡共吸引游客 11.8 万人，餐

饮、住宿、农特产品等片区经营性

收入，从原先的不足百万元，达到

现在的近三百万元，真正实现质

的飞跃。

记者 余佳

通讯员 张洁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公布 2023 年度省级示

范性家庭农场名单，我县沃洲

镇奇果家庭农场、羽林街道康

乐家庭农场、罗溪山家庭农场

入选。

近年来，我县以省、市、县三

级合作社家庭农场扶持政策为

抓手，积极推进县域内家庭农场

规范化运营，通过建立家庭农场

示范制度，组织开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规范化提升培训，加快培

育更具现代经营理念的新农人，

帮助县内家庭农场在共富道路

上越走越专业、越走越踏实。我

县还不断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

服务市场管理模式，为供求双方

搭建起便捷沟通的交易平台，提

供信息发布、规范签约、政策指

导等服务，有序推进农村土地规

模化流转，为家庭农场规模化种

植和经营提供基础保障。

此外，我县积极探索家庭农

场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利用全

国家庭农场名录库系统，将已在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农林渔牧

等各类家庭农场纳入名录，及时

掌握域内家庭农场经营情况，提

升家庭农场培育的精准度，夯实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础，拓宽老百

姓的致富路。

县农村经营管理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 2023年底，全县

共有家庭农场 428家，其中省级

示范性农场 24 家，市级示范性

农场 19 家，县级示范性家庭农

场54家。

我县新增三家
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

近日，梅渚剪纸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求泽慧走进七星小学，为

孩子们讲述梅渚剪纸的历史、传承

与发展，并带领他们创作各式各样

的剪纸挂历，让孩子们感受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 梁凯凯 通讯员 钟靓 摄）

非遗进校园
剪纸迎新年

党建联建激活乡村“共富链”
东茗乡炼成“黄金三角”加速发展突围

争做文明新昌人争做文明新昌人

争创全国文明城争创全国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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