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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今年以来，庆元县各部门机关党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了解需求，
建言献策，化解问题。截至目前，3438名机关党员共开展志愿服务4000多人次，
为企业解决问题300多件。

□ 通讯员 陈松群 刘敏

本报讯“非常感谢税务部门前来收购，还

帮我找销路，我们一定好好养殖，提高收入。”近

日，在一周内将自家 50 只产品鹅卖掉后，庆元

县竹口镇竹上村低边户吴荣明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庆元县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消

费扶贫新模式，借助电商等平台助农惠农。机

关党员干部带头当好“促销员”，搭建一条有态

度、有温度、有亮度的党建纽带，通过朋友圈、电

商平台、线下零售等方式，为扶贫农产品牵线搭

桥，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党建与脱贫攻坚的深度

融合，为经济复苏增添红色力量。

连日来，村社换届选举话题在街头巷尾引

发群众热议。2020年是村社换届年，面对“任期

三改五”等新形势，庆元县将“包指导换届”作为

硬性指标列入《干部组团包村走村任务清单》。

机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围绕“分析研判选情

到位、换届氛围营造到位、换届纪律宣讲到位、

选举现场督战到位、发展蓝图谋划到位”五个

“到位”，指导所包村换届工作。机关党员干部

发挥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精神，严格

遵守“十严禁”“十不准”纪律底线，学习换届精

神、开展入户宣传、破解疑难问题，护航村社换

届选举，确保村社换届换出踏实好班子，选出村

社当家人，激活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

日前，庆元县应急管理局成立“党员服务联

络站”，邀请安全领域专家为县域内各个企业量

身定制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等服务，做到“一

厂一策一人”专题“会诊”，服务企业安全生产。

为有效化解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产生的适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矛盾

纠纷，庆元县工业园区牵头成立屏都新区企业

法务服务中心。借助企业法务服务中心，成立

以党员为主力军的志愿服务队，为县企业提供

“管家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问题，做到问题有

处可解决，并且件件有落实。

今年以来，庆元县各部门机关党员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了解需求，建言献策，

化解问题。截至目前，3438名机关党员共开展

志愿服务 4000 多人次，为企业解决问题 300 多

个。

走出机关到一线 带头服务当先锋

庆元县3438名党员织好扣紧党建纽带

□ 通讯员 胡松

本报讯 背靠柚山，草木绿意盎然；面朝高

速，交通四通八达。走进庆元县竹口镇黄坛新

村，一幢幢靓丽的房子展示着黄坛的蜕变。

10 多年前，黄坛还是个破旧的小村庄，低

矮的土坯房，泥泞的黄土路，环境较差、收入较

低，是省级认定的集体经济薄弱村。

如何增收致富？在村党支部书记季日猛带

领下，村两委一直深谋村集体经济农民增收项

目。2001年，投资 3600万元的省级现代水干果

园在黄坛建成，总面积 5500亩。

水干果园区的开发，慢慢地给黄坛农民打

开了增收致富的路子。黄坛村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无霜期短，昼夜温差大，最宜于柑桔类生

长，可谓甜桔柚种植的天堂。于是，水干果园

内，甜桔柚肆意生长，蓬勃发展到 3500 多亩。

经过近 20年的发展，水干果园吸引了黄坛及周

边村农民办起了多家合作社、家庭农场。

一株果树，富一方百姓。自引种甜桔柚以

来，黄坛全村 473 户农户家家户户都种上了甜

桔柚，并发展了 26家合作社专业从事甜桔柚经

营生产。甜桔柚逐渐发展成黄坛的主导产业，

村民既可以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租给开发商，

反过来又为开发商打工，不仅可以得到租金，还

能获得劳务收入。

在甜桔柚产业的带动下，黄坛村于 2014年

脱贫摘帽。2018 年 7 月，国家农业部公布了第

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黄坛村以甜

桔柚成功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成为庆元

县水果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组织化发

展的样板。

“甜桔柚就是我们的‘脱贫柚’‘小康柚’。”

季日猛说，除甜桔柚外，黄坛还发展了花卉、楠

木等产业。

有了各类产业支撑，黄坛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收入逐步增长。2020 年，黄坛入选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预计黄坛人均年

总收入将超过 3万元。

兴产业、美家园。村民腰包鼓了，生活好

了，黄坛新村也开始谋划建设。2013 年，新村

动工建设。2015年，新村整齐靓丽伫立在高速

路口，40多幢新建房，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88
户 200多名村民入住了新房。

如今的黄坛，整洁雅致的农家院外，沃野纵

横，果园连片，碧瓦蓝天，欢歌笑语，处处展现出

美丽乡村的幸福画卷。

“小康柚”铺就黄坛“幸福路”

□ 通讯员 吴怡庆 吴春燕

本报讯“今年我种植生姜 5 亩，有 3 万多元的收益

呢！”近日，庆元县隆宫乡黄坑村低收入农户吴德信激动地

说。

据统计，今年，黄坑村低收入农户共种植生姜 22 亩，

产出生姜近 6万余斤。隆宫乡纪委、监察办组织人员对黄

坑村生姜种植扶贫项目开展情况和成效进行实地督查。

据了解，为打破黄坑村产业发展瓶颈，带领村民增收

致富，今年年初，来自嘉善县的省级扶贫结对帮扶驻村人

员、黄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许盾超和乡、村班子成员，多次

前往嘉善南湖、缙云等地，对多种农产品种植进行考察研

究，在结合黄坑村气候、土质情况等基础条件上，最后决定

把适宜在本地种植，且经济效益好、见效快的生姜种植确

定为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良方”。

今年 5月，低收入农户开始种植生姜，种植期间，村班

子成员通过合作社对农户进行包括播种密度、施肥量等方

面的指导和精心管护，第一年生姜即获丰收且品质较高。

前期种植户自行售卖 17000 余斤，平均售价在每斤 3.6 元

左右，总销售额 6.3万余元。同时，为方便农户销售，减少

运输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村班子成员多次寻找收购商，协

商收购价格，切实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增收。

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夯实脱贫攻坚

基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今年以来，隆宫乡纪委围绕脱

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采取乡村上下联动的方式，下沉监

督力量，对低收入农户产业帮扶、扶贫项目等扶贫领域进

行不定时督查。同时，延伸督查范围，对扶贫项目科学选

择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建设进展、投产生效、惠民情况以

及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监督，确保扶贫项目扎根发芽、开花

结果。

“姜”扶贫
让低收入农户喜笑颜开

庆元县隆宫乡推进监督下沉，实现真扶
贫、扶真贫

□ 通讯员 吴继峰 吴惟锋

本报讯 近日，庆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陈辉

打开微信小程序“食品小作坊智控系统”，登陆后即可查看

纳入系统的小作坊的实时运行情况。

该智控系统包含了小作坊信息管理系统（企业端）、小

作坊智能监管系统（监管端）、小作坊食安公示系统（公众

端）三大功能模块，对应不同使用主体的需求。除经营者

和监管者可使用该系统外，普通消费者也可通过系统参与

监督，全方位、实时了解小作坊的运行情况。

目前，庆元县 20家食品小作坊均纳入智控系统，其中

7家完成AI抓拍监控安装。今年以来，庆元县市场监管局

在全面推进食品小作坊“5S”现场管理的同时，深化“互联

网+监管”应用，通过建立食品小作坊智控系统、推行食品

小作坊“红黑榜”制度等举措，探索创新小作坊监管模式，

强化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全方位提升小作坊生产标

准化、规范化水平。

智控系统可查看现场环境监控、溯源追溯、电子台账、

风险监测、违规抓拍等内容，不仅方便了监管人员的日常

监管工作，小作坊经营者也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

申报，主要包含日常的进货和销货数据，同时安装绑定视

频监控远程查看生产加工情况。

接下来，庆元县市监局将继续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智

控系统的推广应用和建设，并根据监管需要不断优化功

能。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工作机制，形成“智能预警

→指令整改→隐患排除”“实时巡查→发现隐患→指令整

改→隐患排除”的高效风险管控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力争

通过 3-5年时间，将该小作坊智能监控平台打造成成熟实

用、可复制推广的智慧监管模式。

庆元县20家食品小作坊
纳入智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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