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力·共富工坊

一、基本情况

洞桥村位于洞桥镇西部，区域面积 2.6 平方公里。东与沙港村为邻，南与

惠江村接壤，西与鄞江的它山堰和东兴村相连，北靠鄞城大道。全村总户数 556

户，人口 1364 人，现有耕地面积 1650 余亩。村党总支现有党员 61 人，分为河

北、河南两个党支部，村民代表 51 人，村级经济来源靠部分厂房、房屋、场地

出租和上级补助款为主。

二、工作思路与方法

洞桥镇“洞力·共富工坊”以洞桥村集体为建设经营主体，将辖区工业企业

生产加工环节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通过“企业送单—工坊接单—在坊妇女按需生

产”的加工模式，引导村内老年妇女、全职妈妈等群体利用闲暇时间开展集中手

工作业、按件获取报酬，让村内赋闲在家的女性实现家门口的灵活就业，增加妇

女收入，探索一条“妇女群众+共富工坊+企业”的农村产业发展新链条。

三、项目创新性

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

富裕的创新载体。聚焦党建引领、智慧赋能、群众路线三大着力点，让“共富工

坊”建设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建设“共富工坊”，要坚

持党建引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只有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共富工坊”建设才有主心骨。建设“共富工坊”，要坚持群众路线。群

众既是“共富工坊”的直接受益者，也对“共富工坊”的效果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整合有效资源，发挥农村土地资源要素作用，对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可以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另一方面，要发挥群

众主体作用，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共富工坊”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四、具体成效

洞桥镇“洞力·共富工坊”聚焦“扩中提低”，建立工坊准入机制，让低收

入妇女、全职宝妈等特殊群体优先，灵活调整“门槛”，实现来料加工惠民平台



靶向服务；积极破解工坊规范管理问题，将工坊现场划分为加工区、质检区、物

料区、装卸区等 6大区域，设“助富专员”统筹订单调配、任务分派、交期控制

等；健全激励机制，不定期推选“洞力标杆”，以提计价、增派件等方式有效激

发干事活力。目前，洞力·共富工坊已吸纳约 20 名妇女姐妹参与开展“家门口”

就业，其中包括 2名低收入群体，可实现人均月增收千余元。下一步，洞桥镇将

进一步规范“洞力·共富工坊”运作，安排志愿者进行管理，设置人员选拔、培

训机制，为解决资源不共享、信息不畅通的问题，正依托辖区工业企业多的优势，

对接企业资源筹建“共富工坊联盟”，为辖区村民就业创收提供更多机遇。

洞桥村共富工坊一角

五、经验启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人心安。“共富工坊”这一就业路上的新赛道，

是新形势下“就业新业态”的成功尝试，为如何更好促进就业供需适配提供了一

个有益的借鉴和思考方向，值得进一步广而推之，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共富工坊”既是一个“暖心岗”，也是一个“智慧岗”。一方面，在人口

红利日渐消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当下，制造业等行业存在“用工荒”情

况，而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妇女又存在“就业难”现象，“共富工坊”灵活就

业岗位的设置，使就业空间扩大、就业岗位增加，让当地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

家门口就能端上“金饭碗”，实现企业发展与百姓就业的双赢。另一方面，“共

富工坊”弹性灵活的用工特点，让员工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尤其是对女性职工

来说，“共富工坊”让农村留守妇女上班、带娃两不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



育家庭的经济压力，并减少了留守儿童，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是一

件实实在在暖民心的好创举。

洞桥镇洞桥村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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