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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新增5家市级“巾帼共富工坊”
本报讯（记者 陆晗瑜 通讯

员 凌倩倩）“巾帼共富工坊”是定

海区妇联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助

推妇女群众在家门口创就业的重

要阵地。11月 18日，舟山市党建

引领“巾帼共富工坊”大市集活动

在马岙举行，为定海新获评的5家

市级“巾帼共富工坊”授牌。

活动表彰了 2023 年市级“巾

帼共富工坊”。作为定海新获评市

级“巾帼共富工坊”之一的定海区

“好岑光”共富工坊，围绕“巾帼共

富工坊”建设、带领渔村妇女走上

家门口创业之路等内容交流分享

心路历程。“今年2月成立后，我们

通过新媒体运营、直播、培育带货

团队等方式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从而增加农户收入，同时也带

动岑港周边闲置的妇女群众劳动

力实现再就业。”定海区“好岑光”

共富工坊带头人代表王云说，经过

八个余月的运营，该共富工坊总销

售额已经突破 15万元，村集体增

收3万元，带动周边劳动力30人左

右，预计平均每人增收两千元。当

天上午，醉金塘土特产工坊、“柚香

梅林”工坊等5家“巾帼共富工坊”

参加了现场展售。

据了解，定海区妇联借助“东

海云廊”和“东海百里文廊”，推动

“巾帼共富工坊”品质化建设，指导

打造和提升了“文廊”上一批涵盖

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来料加工、数

字直播等具有定海辨识度的“巾帼

共富工坊”。同时，通过加强技能

培训、注重市场对接、提供政策保

障，将产教相融合，搭建起巾帼共

富产业规范化平台，组建定海区来

料加工式“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并

依托其他区级共富工坊服务中心、

各级妇联组织资源，为“巾帼共富

工坊”搭建服务平台。此外，定海

区妇联还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巾帼

共富项目品牌化推广，结合“巾帼

共富工坊”产品特色，打造典型IP，

红柃共富工坊被评为首批省级“巾

帼共富工坊”，并依托数字下乡、巾

帼主播进村等方式，构建“电商公

司（巾帼主播）+合作社+农户”共同

体，推动村企结对赋能“巾帼共富

工坊”，实现村企“双向奔赴”。

目前，定海共有“巾帼共富工

坊”22家，其中省级“巾帼共富工

坊”1家、市级“巾帼共富工坊”10

家，吸纳近400名妇女群众实现就

近就业，带动人均月增收 3000

元。“我们将继续锚定‘扩中提低’

目标，通过线上村播、线下集市等

方式助力‘巾帼共富工坊’拓宽销

售渠道，并在工坊之间搭建平台，

帮助培育主播和销售，打造一批富

有‘妇’字号辨识度、带富成效明显

的‘巾帼共富工坊’。”定海区妇联

相关负责人说。

合源社区开展青年读书会
本报讯（记者 王胜 倪妮 通

讯员 刘英）11月 17日下午，一场

以“强国复兴”为主题的读书会活

动在昌国街道合源社区青年之家

举行。

读书会上，大家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来自浙江海洋大学

的青年学生和合源社区的青年干

部忆党史、悟思想、谈体会，现场氛

围轻松而热烈。“作为新时代团员

青年，要更加清楚的认识当代青年

肩负的责任，更加深刻的领悟当代

青年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浙江

海洋大学学生黄旭坤说，党的二十

大精神激励着她坚定理想信念，勇

担时代重任，她将保持奋斗激情，

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展现青春风采，

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据昌国街道团工委书记乐晨

怡介绍，作为全区唯一一个共青团

城市基层组织改革省级试点，合源

社区不断深化校地共建、师资共

享，联合青少年宫、浙江海洋大学

等社会资源，通过一月一主题的青

年议事会等活动，广泛收集和倾听

青年心声，不断激发青年对社区的

热爱与归心，从而引导和推动青年

更好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该社区

也将通过最新打造的青年议事角

推出青年宣讲等一系列活动，让青

年真正走进社区贴近居民。

编修“孝友堂”族谱
弘扬“阳明文化”

本报讯（记者 张艇）11月 17

日上午，定海区白泉镇柯梅“孝友

堂”族谱编委会挂牌仪式暨第一

次全体委员会议举行，通过编修

柯梅王氏“孝友堂”族谱，共同弘

扬“阳明文化”。

现场进行了揭牌仪式，颁发

了《王阳明后裔在定海研究》结题

证书，还讨论了《定海柯梅王氏

“孝友堂”族谱凡例》，确认了定海

柯梅王氏“孝友堂”编委会主任、

副主任组和编辑部人员名单，并

为他们颁发了相应聘书。

王阳明是明朝杰出的思想

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据

考证，王氏始祖为周灵王的太子

姬晋，数千年来，王氏家族不断繁

衍生息，开枝散叶，族人几乎遍布

世界各地。而柯梅王氏作为王氏

的一个分支，来自余姚，与王阳明

同宗同族，迁至定海已有400余年

历史。此次编修族谱，柯梅王氏

宗亲齐心协力，并邀请市内有关

专家学者参与修谱。

“这部族谱对弘扬祖德、传承

文化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将继

续细化深化，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及相应文化的考证，让这份族

谱成为定海，乃至舟山最具有代

表性的族谱之一。”白泉镇柯梅

“孝友堂”族谱编辑部主编王和

平说。

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港作拖轮码头投入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韩地枰 通讯

员 陈谦益 文/摄）11 月 17 日上

午 9时，“舟港拖 45”等 4艘拖轮

依次靠上了宁波舟山港岑港港区

老塘山作业区拖轮码头，标志着

目前浙江省范围内拖轮容纳量最

多、规模最大的港作拖轮码头交

工后投入试运行。

老塘山作业区拖轮码头位于

老塘山中转五期码头内，新建一

座500吨级的拖轮码头及相关配

套设施，含 1座由 8个 40米级拖

轮泊位组成的码头、1座支引桥、

1座管理用房平台及配套 2座生

产辅助用房、水电等设施，使用岸

线长 185 米，于 2022 年 9 月开工

建设。该拖轮码头与老塘山中转

五期码头引桥相连，最多可同时

靠泊16艘拖轮。

近年来，随着宁波舟山港到

港船舶数量骤增，对港作拖轮的

助泊服务提出了更高需求。老塘

山作业区拖轮码头投用前，所在

区域拖轮需要分散靠泊在该作业

区的三期、四期两个生产作业码

头，码头距离长且非拖轮专用码

头，只能满足拖轮临时停靠，还存

在占用码头作业泊位和存在人机

交叉风险的情况。新建拖轮码头

投用后，不仅可有效缓解该区域

拖轮停靠难的压力，还提高了生

产泊位利用率和作业效率。

据了解，老塘山作业区拖轮

码头还设计配备了以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为主体的新能源发电系

统，预计每年可提供 2.8 万千瓦

时的生产用电，相当于每年可减

少22.12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舟山工匠学院定海教育培训基地成立
本报讯（记者 唐晨佳 沈诗桥

通讯员 刘蓉 张玮）11月 16日上

午，舟山工匠学院定海教育培训基

地合作办学签约暨揭牌仪式举行，

为构建更高效的校地联合育人机

制，推动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支持。

现场，舟山技师学院、舟山职

业技术学校与定海区人力社保局

签署了《合作办学框架协议书》，

双方将依托学科基地建设，着力

推进课程建设、教学科研、课堂改

革、专业发展与区域辐射等方面

的深度融合，助推学校教育质量

再创新高。

舟山工匠学院定海教育培训

基地的成立，旨在汇聚政校企多

方力量，是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举措，

更是为全区广大职工，特别是金

塘产业工人提升素质、提高技能

搭建的一个新平台，对于整合各

方资源、实现职工教育培训新格

局、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

续赋能增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把教学送到金塘镇，方便金塘地

方的产业工人能就近进行学习，

提升自己的技能，也是我们为地

方技能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的一个

举措。”舟山技师学院、舟山职业

技术学校校长许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