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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晚报记者走进南浔区练市镇“共富驿站”

小包裹里，藏着“幸福密码”

一辆辆载满新鲜水果的货车排队陆续进场，各个

档口内各式时令水果琳琅满目，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

⋯⋯5 月 23 日，有“华东第一果市”之称的嘉兴水果

市场一如往常般热闹喧嚣。

自 4 月 20 日复市以来，这个年交易量达 490.01

万吨的大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目前市场交易

额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六成以上。

受嘉兴经开区“3·28”疫情影响，包括嘉兴水果

市场等六大市场在内的嘉兴商品交易产业园全部实

行封控管理。闭市23天，无论市场自身、经营户还是

客商，都无比煎熬。

记者走访时，在市场内拥有 25 个档口的福闽果

业总经理陈建福在忙着盘点交易额。从复市后第一

天还不足 100 万日交易额，再到如今稳定在 130~

150万，他对市场的恢复信心十足。

陈建福认为，市场活力的恢复得益于纾困帮扶政

策的到位。市场管控期间，他有价值七八百万元的货

品被封闭在市场内，后来党员干部接力支援，一大半

货品被转移到了冷库，减少了损失。复市前，市场通过

减免房屋租金、市场服务费等方面，与商户共渡难关。

嘉兴水果市场副总经理何浩告诉记者：“我们一

方面严守小门，加强外地货车驾驶员闭环管理、加强

进口水果核酸检测，另一方面坚持‘2025年水果市场

交易额达到1000亿元’目标不动摇，巩固行业龙头地

位。”

南湖晚报记者 谭罗敏/文 陆巍/摄

嘉
兴

南湖晚报记者走进嘉兴水果市场

“华东第一果市”，重现货车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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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晚报记者走进新昌县东茗乡金山村

年轻创客，让金山村真的有“金山”
绍兴市新昌县东茗乡金山村，位于新昌穿岩十九

峰东面，曾是东茗乡为数不多的穷村之一。2020 年

末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成功引进6个青年人才创业

项目，盘活闲置土地，成立强村公司，2021 年村集体

经济增收超100万元，平均每户村民增收2万元。

这一次，记者走进金山村，探寻这里两年内经济

翻倍、村兴民富的“秘密”。

午后3时，村民俞惠良两三个月前种下的土豆迎

来了丰收。“在哪里播种，就在哪里收获！”老俞一把拎

起新鲜出土的土豆乐开了花。刨完两袋土豆，他又去

查看旁边苦瓜的长势。

走出蔬菜大棚，老俞坐在田间石块小憩，掰着指头

跟记者细数去年的收入。“土地流转费4万块，村里务

工收入1万多块，茶叶、番薯卖了3万多块⋯⋯”

说起收入的变化，不得不提做了 17 年服装电商

行业的“80 后”赵斌锋，他抱着改变家乡带领村民奔

共富的情怀，回村当起党支部书记，用做企业的思维

来搞乡村建设，引进农旅融合生态基地、数字茶苗培

育基地等以年轻创客为主的6个项目。

老俞务工的这片田园，便是村里去年引进的农旅

生态项目之一。除了钱袋子鼓了，老俞还明显感觉到

村里的变化：环境好了，路宽了，村民充满干劲⋯⋯

金山村，正生机盎然。

绍兴晚报记者 吴可蒙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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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晚报记者走进义乌公路港园区

物流“活”了，义乌老板笑了
“我时刻在监测数据，情况很不错。今年一季度，

义乌公路港园区内累计货运量 104.25 万吨，日均进

场车辆 1.1 万辆。这些天，比起‘4·15’疫情期间，入

园车辆、货运量增长在 33%以上。”义乌陆港集团下

属公路港园区负责人李惠娟一见到记者，就兴奋地分

享了这个消息。

义乌是国内重要的物流枢纽，公路港是义乌四大

物流园区之一，其作用就像连接国内外的“毛细血

管”，这里进出的车动了，这“血液”就通了！

“现在一切正常了，终于笑得出声了。”韩秀萍的

物流企业专营金华到山东的线路，有8辆挂车。她经

营了 15 年，12 小时抵达的口碑在业内出名。“疫情期

间，因为许多道路封闭，货物没法送到客户手里，几百

立方米的货物都滞留在档口里。”

“4·15”疫情后，园区开辟了中高风险线路专用

通道，形成防疫闭环，同时也保证其他 4 个入口车辆

通行顺畅。另外，园区还有 15 个网格长分区负责入

驻企业的防疫措施，每日更新中高风险线路企业台

账，给各档口物流线路及时给予调整指导⋯⋯这些措

施，保障了大通道畅通，让韩秀萍等业主不再心焦。

韩秀萍翘首期盼了 20 多分钟后，1 辆 16.5 米长

的大挂车缓缓驶进档口。柜门一开，来自山东青岛的

各种货物满满当当，五六位装卸工一拥而上。这样的

忙碌要持续到晚上 10 点，有时候甚至是次日凌晨。

韩秀萍说：“虽然累，但车子动起来了，我心里踏实。”

金华晚报记者 范煜琦 洪蕊/文 张辉 陈业/摄

“现在网购的东西，直接就到村里，有专人看管，

不仅速度快，而且很安全。”5月23日上午10点，在湖

州市南浔区练市镇荃步村的“共富驿站”里，村民李萍

来拿快递，保鲜柜里还有家人用手机点的外卖预制菜

等。

湖州市 300 多万常住人口中有 1/3 生活在农村，

去年农村地区快件收投量超过 1 亿件。小快递服务

大民生的力量不可小觑。去年，湖州市推出了“快递

活村”的共富惠民举措，这其中，南浔区创新开展的

“共富驿站”模式颇为亮眼。

荃步村“共富驿站”的站长施丽华介绍：“我们这

个驿站有 120 平方米，服务的项目除了收寄快递，还

可以帮村里的老年人查养老金、存取现金，办理移动

手机业务，发布区里的招工信息等，是一个多功能的

农村综合服务站。疫情期间，为了不耽误村民收寄

件，当地政府努力确保我们的物流进得来出得去，并

且监督我们严格落实包裹的消杀等举措，现在村里每

天取件平均有200多单。”

“我们希望通过‘共富驿站’为农产品出村、消费

品下乡提供一个平台支撑，既能增加农民收入，也能

释放农村的内需潜力，进一步实现‘快递活村’的目

标。”南浔邮政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周道说。

一个小包裹，开启了城乡生活的“幸福密码”。

湖州晚报记者 张璐/文 施莉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