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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麻灵芝

本报讯 近日，缙云县壶镇镇高潮村的祠堂里人
头攒动，村民们汇聚在这里，领取自己的“年终奖”。
这已经是高潮村连续 20 年为村民发放“年终奖”了，
今年该村给 1800 多位村民每人发了 3380 元。

在缙云当地， 高潮村是有名的富裕村。 10 多年
前， 高潮村就开始将村里的 600 多亩土地进行了集
中流转，公开对外出租。 除此之外，作为壶镇镇商业
的中心区块，高潮村各类商铺、厂房出租也为村集体
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与此同时，高潮村对集体资金实行严格管理，从
1999 年 9 月起，高潮村每季度都会向村民代表、党员
干部发放财务公告， 详细列明了村里每一项公务支
出和收入，70 多期财务公告近万笔支出中，用于招待
的支出始终为零。 高潮村村委开源节流、理财有道，

村集体经济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起来。
从 1999 年起， 高潮村每年都会给村民发红包，

最初每人只发 200 元， 而随着村里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给村民发放红包的数额也越来越大。“2018 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总计达 730 多万元， 主要来自土地流
转收入、 村里的农贸市场租金收入和一个停车场的
收入。 ”高潮村党支部书记吕以明说，今年村里给符
合发放条件的 1800 多位村民每人准备了一个 3380
元的“大红包”，包括 1000 元年终分红、1000 元粮食
补偿款、1000 元卫生清理费和 380 元医保款。

在发放现场，每一个发放点前都围满了村民，十
多台点钞机忙得不可开交。 高潮村村民赵晓忠家里
共有 6 口人，他们一家总共领到了两万多元钱。“拿
到钱我们都很开心，感谢村里的干部，他们把集体经
济管理得很好。 ”拿到“年终奖”的村民们，一个个都
笑得合不拢嘴。

缙云高潮村连续 20年给村民发“年终奖”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年终奖”数额越来越大
从 1999 年每人发 200 元到今年每人发 3380 元

云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

同比增长 9.5%�增幅全省第一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程鹏鹏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云和县统计局获悉，2018
年云和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177 元，
同比增长 9.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573
元，同比增长 9.9%。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幅位居省、市第一。

近年来，云和县积极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主导
产业增收，有效拉动城镇居民增收；着力推进电商产
业发展，设立电商发展专项资金，加大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和关键人才的扶持，依托独特的产业优势，初
步构建起“木制玩具+互联网”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业
态融合发展新模式。 2018 年，全县活跃网店 1000 家，
直接解决就业人数 2920 人， 电商销售实现营业额
29.5 亿元，同比增长 38.4%。

此外， 云和县还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地生
根，扎实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以营造最佳营商环
境释放最大改革红利，有效促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2018 年，云和县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076 家，比前年
同期增加 513 家，增幅达 32.82%。

我市将建务岭根
装修垃圾处理填埋场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程敬杰

本报讯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为妥
善处置日益增长的装修垃圾， 实现装修垃
圾资源化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我市将建
设丽水市务岭根垃圾填埋场三期工程（暨
装修垃圾处理项目）。 1 月 25 日，该项目正
式获市发改委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批
复。

据介绍， 该项目位于丽水市务岭根垃
圾填埋场既有区块内， 用地面积 22411.93
平方米。 主要对丽水市规划区、莲都区范围
的装修垃圾（含大件垃圾）进行收集处理，
核定日处理规模 300 吨，采用“分选+破碎+
资源化利用+填埋+焚烧”处理工艺。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地基基础处理
及边坡支护，场内道路、管理用房、装修垃
圾处理和堆放车间建设， 对现状垃圾场进
行防渗处理、管线迁改和调节池扩容，以及
电气和自动化控制、给排水、消防、暖通、景
观绿化和设备采购等。

该项目预计于 2019 年年底完工， 项目
建成后将有助于真正实现丽水市装修垃圾
处理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极大改
善我市环境卫生状况。

■最多跑一次 群众好办事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明日起纳入“多证合一”改革

全市数千家进出口企业受益
□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陈蓓

本报讯 记者从丽水海关获悉，2 月 1 日起，海关
系统的《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将纳入“多证合一”改革，与工商营业执照进行
整合。

改革实施后， 申请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
工商注册登记时，可提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申请，补充填写相关备
案信息，市场监管部门即可按照“多证合一”流程完
成登记。申请人无需再到海关办理备案登记手续。海
关接收到企业工商注册电子信息和商务备案电子信
息后可完成企业备案，真正实现“一表申请、数据推
送、自动办理”流程模式。

申请成功后，企业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的“企业资质”子系统或“互联网+海关”企
业管理子系统查询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备案
登记结果，海关不再核发纸质《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
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申请人需获取书面备案
登记信息的，可通过“单一窗口”在线打印备案登记
回执，前往丽水海关加盖印章。

改革实施后，企业如未选择“多证合一”方式提
交申请的， 仍可通过原有模式提交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备案登记申请， 丽水海关将为企业提供备案登
记等服务事项。

丽水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蔡斌勇表示， 为提升服
务效能，实现跨政府部门网络互通、数据对接和信息共
享，丽水海关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后开展多次协商，
反复论证，确保届时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据悉，该项改
革推行后我市将有数千家进出口企业受益。

我市节前推进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张靓

本报讯 近日，我市各地、各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保障农村群众春节期间“舌尖上的安
全”。

1 月 14 日， 丽水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专项工作组三个专项整治行动督导组正式
成立，分别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
和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带队。 各督导组坚持
问题导向，以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部
署、执法检查、商标保护及侵权假冒案件查
处、线索追查及违法犯罪惩处和农村综合治
理及食品知识和法律标准培训等为重点，开
展针对性的检查指导。 每个县（市、区）实地
抽查 2-3 个乡镇，每个乡镇检查小作坊、小
商店、小摊点、小餐馆、小商贩等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和农村集市、 食品批发市场 2-3
个。

截至 1 月 24 日，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3470 多人次、检查人员 4001 人次，检查食
品生产主体 616 家、经营主体 4254 家，检查
各类市场 147 个； 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
65 件， 货值 3.44 万元， 罚没金额 10.57 万
元，刑事立案 1 起；共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
营者培训 45 次， 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79 次，
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举报 54 件， 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5.7 万元。

阅读提示

从 1999 年起，高
潮村每年都会给村民
发红包， 最初每人只
发 200 元 ，而随着村
里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 给村民发放红包
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