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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中共云和县委组织部、中共庆元县委组织部、中共松阳县

委组织部、中共景宁县委组织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志红、封平、丁浏凯、曾丹丹、徐展鹏、胡志鹏、毛亚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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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2年以来，丽水市立足生态优势，接续推进新时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对标革命老区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要求，依托“丽水山耕”“丽水山景”“丽水山播”等“山”字系区域公用品牌，

打造丽水山系“共富工坊”，目前全市建成丽水山系“共富工坊”599家，带动4.7万余名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致富，年均增收2万余元。

党建引领丽水山系“共富工坊”建设，通过党建联建、跨山统筹，聚力扩中提低，有效对接村企两端

供需，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实现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送政策到家，走出了一条产业

为基、村企联动、多方共赢的“红绿金”融合协调发展共富新路径，是我市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打造

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的生动实践。

为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按照必要性、预见性、引导性

的工作原则，立足丽水山区实际，通过构建一套具有丽水山系“共富工坊”特色的地方标准体系，推动

我市“共富工坊”高质量发展。



DB3311/T 244—2023

1

"丽水山坊"（共富工坊）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丽水山坊”（共富工坊）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党建联建、场地要求、模式要求、

运营要求、品牌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丽水山坊”（共富工坊）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丽水山坊”（共富工坊）

依托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党建联建机制，综合集成各方政策、资源、力量，村（社区）、企业

等党组织结对共建，利用农村（社区）党群服务阵地、闲置房屋土地、本地特色产业，引导企业等经营

主体把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布局到农村，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和低收入农户共同富裕的工坊，简称共富工

坊。

3.2

红色管家

由镇街领导、驻村干部、乡贤能人、村社干部、网格党员等组成，承担工坊联系指导服务、资源对

接、技术支持、问题解决等工作的群体。

4 总则

4.1 党建引领

依托党建联建机制，设立共富工坊党组织。

4.2 市场运作

采取市场化运营机制，整合人才、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资源。

4.3 因地制宜

宜考虑地方特色资源、企业用工需求、群众就业意向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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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共建共享

政府、企业、村社、个人等多方参与，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4.5 数智赋能

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推送共富工坊招工需求、政策信息、销售信息、资源分配信息等。

5 党建联建

5.1 机制建设

5.1.1 应构建“党建联建图”“工坊运行图”“红色管家图”等“一坊三图”工作机制，示例见附录

A。

5.1.2 应建立乡镇领导联产业、驻村（联社）干部联技能、乡贤能人联资源、村（社区）干部联运行、

网格党员联服务的共富工坊联系制度。

5.1.3 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和行业协会应协同联动，从项目引进、资金扶持、选

址建设、技术支持等方面为共富工坊提供指导和服务。

5.2 红色管家

5.2.1 应将红色管家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在共富工坊进行公开。

5.2.2 应围绕本地资源、供给需求、政策支持、闲散劳动力、村企结对等方面开展调研、梳理，建立

服务清单。

5.2.3 应每月走访共富工坊 2 次以上，每季度召开小组会议交流工作情况。

5.2.4 应帮助共富工坊做好建设提升，如帮助食品加工类共富工坊通过 SC 认证等。

6 场地要求

6.1 宜结合山林、田地、水源、特色文化等资源，整合利用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房屋、

车间厂房、景点景区、乡村民宿、非遗技艺工作室等场所，建设共富工坊。

示例：盆景工坊、苔藓工坊、青瓷制作技艺工坊。

6.2 交通便利、物流畅通，“丽水山递”应覆盖。

注：“丽水山递”指通过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邮快、快快、交快、供销等物流资源共建共享，破解快递

进村和农产品出村难题的具有丽水特色的农村物流寄递体系。

6.3 应布局合理、环境干净整洁，宜在共富工坊内建立共富学堂。

6.4 应有共富工坊标识；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标牌，应符合 GB/T 10001.1 要求。

6.5 应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7 模式要求

7.1 来料加工式

7.1.1 运营主体宜为强村公司、强社公司、村经济合作社、来料加工式企业、经纪人。

7.1.2 运营范围宜为手工制品加工、零部件装配、平车加工等。

7.1.3 宜设置工位 10 个以上，宜配备与加工相适应的设备和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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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定向招工式

7.2.1 运营主体宜为证照齐全、手续完备的生产企业。

7.2.2 宜提供基础加工环节或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作岗位。

7.2.3 宜设置在企业厂房里的车间、生产线，工位 10 个以上。

7.3 电商直播式

7.3.1 运营主体宜为强村公司、强社公司、村经济合作社、农业企业、电商企业、直播达人。

7.3.2 运营范围宜为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或其他特色产品。

7.3.3 宜设置在电商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园区、电商企业或闲置房屋等，有 1 个以上直播工位，

宜配备直播设备。

7.4 农旅融合式

7.4.1 运营主体宜为强村公司、强社公司、村经济合作社、混合所有制主体或文旅企业。

7.4.2 运营范围宜为文化创意、休闲观光、民宿经营、农事体验、民俗传播、乡村研学等农旅融合业

态。

7.4.3 宜设置在乡村，并结合乡村特色产业资源、自然环境资源、传统文化资源等打造，宜配备相应

的农旅设施。

7.5 品牌带动式

7.5.1 运营主体宜为强村公司、强社公司、村经济合作社、企业、个体户。

7.5.2 运营范围宜为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等。

7.5.3 宜设置在相对固定的种、养殖基地，生产种植、养殖基地面积在 50 亩（33350 m
2
）以上，宜配

备齐全的农业现代化设施。

7.6 产业赋能式

7.6.1 运营主体宜为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强村公司或村经济合作社。

7.6.2 运营范围宜为开展专业培训、推广优质种苗、提供技术指导等。

7.6.3 宜设置在固定的技术研发中心或生产研究基地。

7.7 流动供销式

7.7.1 运营主体宜为流动供销致富车车主等。

7.7.2 为山区群众提供日用消费品、农产品收购等方面的服务。

7.7.3 应配备与流动供销相适应的车辆及其他设施。

7.8 侨助共富式

侨企侨商（或留学回国人员及家属），在共富工坊，以投资合作或提供一定比例的订单金额方式，

开展合作。

7.9 山海协作式

结合山海协作工程，与沿海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县的龙头企业，以项目合作方式，建立共富工坊。

8 运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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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应符合准入审核要求，进行申报备案。

8.2 宜与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享受减费让利、足额授信等金融专属服务。

8.3 应明确利益联结模式，共享产业增值收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模式：

——劳务输出模式：农户通过劳作获取报酬；

——入股分红模式：村集体或农户通过土地、资金、技术等入股，参与分红；

——产业带动模式：农户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种养殖，共富工坊帮销；

——技能帮带模式：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户就业渠道；

——平台共享模式：利用互联网、山海协作等线上线下平台，推动产品展销。

8.4 宜结合产业实际、群体特点、用工需求等，利用共富学堂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基地，组织开展手

工制作、种养殖、直播带货等技能培训，宜发放培训证明。

8.5 每年应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相关培训。

8.6 宜招聘有培训证明的共富学堂学员及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

8.7 应建立生产、人员、安全等管理制度，宜对从业人员开展集中保险。

9 品牌管理

9.1 建立共富工坊“1+N”母子品牌共建模式，以“丽水山坊”为母品牌，联动丽水山耕、丽水山景、

丽水山居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打造山耕工坊、山景工坊、山居工坊、山播工坊等子品牌。

9.2 宜通过平台推广、数智推广、活动推广等方式宣传推广共富工坊品牌。

9.3 每半年应组织开展 1 次共富工坊星级评定，宜根据评定结果进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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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一坊三图”示例

A.1 “一坊三图”示例如下：

示例 1：

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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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