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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28日，仙降第三小学

（以下简称仙降三小）彩旗飘飘，乐声袅

袅，该校新校区竣工交付暨揭牌仪式举

行。该校学生户籍天南地北，是名副其

实的新居民子女学校。今年9月，700

多位新居民子女走入新校舍，与本地儿

童一样，享受优质的现代化教育。

“同一个屋檐下共饮一瓢水，多年

来，仙降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新居民的

努力和付出，除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就

业环境外，街道也一直在努力为他们的

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何志友说。

崭新的教学楼巍然屹立，明亮的教

室充满书香气息，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

一应俱全……一眼望去，新校区清新明

丽、生机勃勃。

四年级的学生武爱看着崭新的校

园，笑容满面：“我们的新校园也太美

了！”武爱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小区安佳锦

苑里，十几年前，武爱的父母离开故乡安

徽来仙降务工，起初在企业上班，后来在

仙降经营早餐店，在夫妻俩的努力下，他

们在仙降购买了房产，并将武爱接到仙

降定居。

“对我们来说，孩子能有地方上学就

不错了，根本想不到还能在这么高大上

的校园里学习，非常感谢政府和教育部

门。”武爱的母亲侯婷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新居民原来

都打算赚钱回家乡的，但长期的工作生

活，让他们对第二故乡产生了感情，所以

买房“扎下根来”成了他们的选择。

新居民对仙降的发展功不可没，而

仙降回报他们的，不仅是鼓起来的“钱袋

子”，还有美好品质生活。建设企业图书

馆、新居民党员服务中心、流动党支部、

新居民红色民意站，发放过年往返补贴、

包车接送……随着这些组织的相继成立

和温暖举措的推出，新居民在仙降安居

乐业的景象也徐徐展开。

此外，据统计，仙降35%以上的新

居民已在各自老家县城购买家产，成为

家乡率先致富的人群。部分人还反哺家

乡，成为老家的“乡贤”，为家乡发展建言

出力，带动家乡共富。以刘海彬为例，从

2011年开始，他每年过年返回老家办

“慈善宴会”、发“慈善红包”，与村民同

乐，他的善举还感染了不少家乡年轻人，

他们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每年共同出

资，捐资捐物造福家乡人民。

仙降共富的底气来自16万新老居

民脚踏实地的实践，几十年来，他们和谐

共融、奋斗不息、勇往直前，共富之路的

根基已筑。如今，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

目标的伟大征程，他们也将继续携手奋

斗，大踏步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康

庄大道上，创造仙降更加灿烂辉煌的未

来。

共同共同富裕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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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先””富带富带““新新””富富，，1616万新老居民携手同奔共富路万新老居民携手同奔共富路

陶山镇党委书记龚方听

仙降

“一把手”表态

■记者项颖通讯员徐立

仙降，西泰山下、飞云江畔的富

饶之地，作为远近闻名的工业重镇

（街），拥有“中国胶鞋名城”“中国箱

包名城”两张国字号金名片。创始于

1978年的胶鞋产业，让仙降成为全

国最大的胶鞋生产集聚区，产能占全

国市场近70%；起源于1992年的箱

包产业，已形成从原料供应到物流配

置、配套成型的产业集群，产能占全

国的30%。

仙降本地居民4.5万人，平均每

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他们成

为瑞安乃至温州率先富起来的人

群。与产业同步增长的，还有仙降的

新居民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

寥寥几百，到如今的11.5万人，仙降

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念好

“产业经”，“先”富带“新”富，16万新

老居民一家亲，携手同奔共富路。

一双鞋带来一批追“富”人

声音

仙降商会会长金
美福：仙降有众多民

营经济主体，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

强劲动力。近年来，

仙降不断推进均衡化

服务建设，着力营造

共建共融共享的良好

社会氛围，越来越多的新居民主动融入

“第二故乡”，从经济社会建设的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未来，希望街道进一步拓

宽服务领域，为新居民提供更多与户籍

人口同等的服务，让越来越多新居民共

享仙降改革发展成果。

仙降街道新居民
服务管理所所长蔡福
锐：新居民已成为仙降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

量，未来，希望街道能

持续探索“新老居民融

合”新模式，以互学互

鉴的姿态，鼓励新老居

民积极参与到街道的各项事务，增强新居

民在“第二故乡”的归属感和融入感，不断

擦亮共富底色。

仙降街道新居民
红色民意站站长肖
林：新老居民的和谐

共融，是仙降实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动街道在共同富裕

新征程上先行示范的

重要基础保障。希望

未来，仙降街道能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新老居民广泛参与，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共创和谐幸福仙降。

在奔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仙降街道

将一如既往，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功成有

我的气度、革旧图新的理念，延续造富基

因，做好箱包、胶鞋、注塑鞋三大产业文

章，持续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发展，外来人

员增收共富，为绘就共同富裕宏伟蓝图贡

献仙降力量。

一是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硬实力”。

深入推进省152项目、市级亿元重点项目

的建设，以三箭齐发的态势打造时尚智造

箱包园区、注塑鞋小微园和中远帆布鞋智

能智造基地产业平台，推进产业集群化，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

带；创建“行走时尚·智美仙降”区域品

牌、打造产业联盟、推出品牌推广系列活

动，打响仙降时尚轻工牌子，彰显乘数效

应，借力“双循环”，实现赶超发展。

二是不断优化生活生态“软环境”。

以打造时尚轻工特色小镇为核心，优化城

镇交通、住宿、医疗教育等，加快鞋艺广

场、八条道路、卫生院、图书馆、南戏演艺

中心等项目建设进度；从传统工业区向以

区带城、以城促产的融合发展区转变，围

绕主要街区打造“月光经济”生活圈，点燃

消费动能新引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一批美丽城镇、美丽河道提升整治项

目，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示

范标杆。

三是不断增强共同富裕“辐射度”。

狠抓项目谋划，梳理各村社 2021 年及今

后5年的项目建设清单，推动上马符合村

情、前景广阔的好项目，促进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增收；参与“山海协作”，开拓

“产业飞地”，同时推进本地产业提质提

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共同携手，迈向富

裕未来。

1978年，仙降第一双塑革鞋在仙降

村诞生，从此一双鞋带领仙降走出了一

条致富路。1980年前后，仙降村和附近

村居的制鞋小作坊遍地开花，制鞋成为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仙降制鞋技

术不断革新，从最初的塑革鞋变成注塑

鞋，后来又发展为胶鞋。1990年前后，

仙降橡胶一厂、二厂、三厂相继成立，在

之后的10余年里，辖区内的胶鞋企业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箱包企业也紧随其

后。这不仅解决了当地富余的劳动力，

还吸引了一波波外来追“富”人。

浙江人本鞋业三厂厂长涂武贵就是

第一批来仙降的务工者之一。1994年，

年仅19岁的他跟随老乡从江西上饶来

到仙降务工。初到仙降，涂武贵在一家

胶鞋企业做短工，后入职勤业鞋厂（浙江

人本鞋业前身），做手工烙烫鞋工作。在

当时的人本鞋业，初中毕业的涂武贵已

是“高学历”了，且他在老家曾有过短期

的制鞋工作经验，因此，没干多久就被提

拔当上管理员，到胶料车间负责两三个

一线工作操作机台。

“那会儿‘人本’还是个小作坊，我们

都租住在作坊外的廉价出租房里，六七

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居住条件非常

差。”忆当年，涂武贵感慨不已。1994年

前后，他年收入在3千元左右，别的工友

加班一个晚上会去买一碗鸡蛋面，但他

舍不得，一门心思努力攒钱。“那时候的

梦想很简单，赚钱回老家盖房子！”

白天在昏暗的鞋作坊里忙进忙出，

晚上在木质结构出租房内睡觉，这样的

生活是上世纪90年代新居民在仙降工

作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他们努力发奋事业有成

1990年至2000年，约5万新居民

涌入仙降，他们勤劳刻苦，是仙降发展

的中坚力量；他们一路从一线员工成长

为企业管理者，其中一些人还在仙降创

办了企业。

来自湖南的胡欢义就是其中一

位。1990年，因家境贫寒，胡欢义来仙

降找工作。年少的他没有任何工作经

验，起初在一家制鞋小作坊干鞋子包装

的活儿。

“那会儿就想着赚钱养家糊口。”在

之后的十几年间，他在多家制鞋企业干

过各种各样的工种，但无论在哪个岗

位，他都一丝不苟。以在成型车间贴鞋

围条为例，该工种属于技术活，一双鞋

的大小，决定所用围条的长短，若操作

不规范，就会造成围条不正、开胶等现

象，甚至影响下一个流程。在从事该岗

位时，胡欢义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将围

条拉得更快、更好，还经常与身边的工

友交流探讨。

都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胡欢义从众多工人中脱颖而出，逐步从

一线工人发展为车间主任、厂长。

在四川老乡的眼中，浙江越翔箱包

有限公司董事长伍勇军是事业有成的

典范。1999年，他背井离乡来仙降务

工，曾经在多家箱包、胶鞋企业上班，从

一线工人到中层管理再到厂长，几乎干

过这两个行业所有的工种，是大家眼中

的“多面手”。

因深谙企业生产管理之道，在亲朋

好友的鼓励下，伍勇军决定单干。2011

年，他从工作的企业辞职，一手创办了

“越翔箱包”。十年来，从最初订单寥寥

无几，到现在年产值两三千万元；从最

初的代加工，到现在独立承接欧美、非

洲等国际订单……从小作坊到规上企

业，“越翔箱包”的每一步都走得又稳又

踏实，并在持续不断发展壮大中。

“他们来到仙降，成为仙降发展的

主力军，而仙降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

在当地事业有成。”仙降街道党工委书

记何志友说。据统计，如今仙降企业

80%以上的员工都是新居民，其中还不

乏管理人员，而在仙降的众多企业主

中，新居民约占15%。

他们安家成为“新”仙降人

随着第一批到仙降务工的新居民

“事业有成”，他们亲朋带好友、好友带

邻里，自 2000年以来，仙降新居民数

量从5万人迅速发展到超10万人，部

分新居民还在仙降安家，成为“新”仙

降人。

“之前总想着赚钱回老家盖房子，

如今不少亲朋好友都在仙降，我自己

也早已适应了仙降的生活。”2013年，

胡欢义一家召开家庭会议，决定在仙

降购置房产，落户仙降。他告诉记者，

儿子从小在仙降长大，对这片土地有

着深厚的感情，大学专业也选择了电

子商务，决定毕业后回仙降工作。

采访中，胡欢义还时不时用瑞安

方言和记者聊上几句，笑着说：“我已

经是真正的仙降人啦！”

2008年，浙江人本鞋业工会主席

刘海彬夫妻搬进了公司的“夫妻房”，

房租全免，设施一应俱全。有了固定

独立的“窝”，从 2008年开始，每年寒

暑假，刘海彬都会将远在老家的儿子

刘德晨接到仙降小住，享受亲子时光。

刘德晨对瑞安这座城市特别有感

情，高考时报考了温州大学。2016年

夏天，他得偿所愿，成为温大的一名学

生。也在这一年，刘海彬夫妻做出了

一个重要的决定：在仙降买房！

2019年，刘海彬与弟弟刘海民一

起在仙降新安景苑小区购买了套房，

成为了“新”仙降人。2021年，刘德晨

大学毕业后考进瑞安一银行，现在在

仙降上班。

“家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如今，仙

降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故乡了。”刘海

彬笑着说，再过些年，打算将老家的父

母也接到仙降养老，让老人家过上幸

福的晚年生活。

据悉，刘海彬所居住的新安景苑

小区共有200间套房，其中有65户是

新居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

在仙降买房，还有很多富起来的新居

民买了车。以人本鞋业为例，该企业

90%以上的员工为新居民，他们中有

40%以上拥有自备车。他们早已告别

了终日埋头苦干的日子，与本地居民

一样，一到周末和假期，就携亲朋好友

驾车到周边游玩。

同一个屋檐下共饮一瓢水

仙降街道党工委书记何志友

仙降三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