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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事·民生

阅读提示

在治水办的推动下，莲都区丽新畲族乡马村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的改
变，成功入选 2021 年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名单。

莲都马村：治出一江碧水助共富

□ 记者 丁罡 通讯员 雷钶

农村美不美，首先要看水，治水好不好，首先

看河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丽水一张响亮的“金

名片”，而遍布处州大地的美丽河湖，是其中最为

生动的注脚。

近年来，莲都区治水办突出源头地区的责

任和担当，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决策部署，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

紧围绕巩固提升剿劣类成果，严防水质反弹，高

标准推进“五水共治”，高水平落实“河（湖）长

制”“碧水行动”实施计划，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行动为抓手，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推

进“污水零直排区”和美丽河湖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

在治水办的推动下，莲都区丽新畲族乡马村

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成功入选 2021
年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名单。

莲都区丽新畲族乡位于莲都、松阳、武义三

县交界，为老竹、柳城、丽新、板桥四个畲族乡镇

的区域中心。马村村距丽新乡政府所在地 3 公

里，有 3个自然村、户籍 310户，人口 730人。村域

青山环绕，碧水相拥，宣平溪穿境而过，具有特色

的天然绿草坪，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更是丽水市

第二批摄影基地。先后获得首批浙江省兴林富

民示范村、市级生态示范村、市级卫生村等荣誉

称号。

马村村区域交通位置优越，丽新至南山互通

公路、衢丽铁路东西岩站等项目建成后，马村村

将在连接古堰画乡和东西岩两个景区，接轨“两

龙”高速、丽水机场交通枢纽中带来历史性的机

遇。马村村拥有古老的人文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旧时是丽松宣三县交界的重要商埠，曾有

水路航运直达温州，至今村中仍保存着古商业

街、古埠头和古民居等古建筑。

马村也是一个革命老区。1928年春，宣平县

委委员陈俊在毗邻的新屋村建立中共南乡区委，

下设马村、新屋、老竹 3 个党支部，马村也就是莲

都区最早的三个党支部之一。深厚的文化底蕴、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明之风，也为马村打响了乡

村旅游的好品牌。每到节假日，就有周边群众闻

名而来，在马村的绿草坪、宣平溪的江枫渔火中

沉醉。

除了自然环境优美，马村村还积极发展农业

产业，黄金茶、马村棠梨等特色农业产业远近闻

名，还有森老大省级专业合作社，种植油茶、莲子、

板栗，养殖龙虾、麻鸭等为主，带动了全乡范围内

的农业种植和畜牧产业。马村村也是宁波—丽水

市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近两年，共投资了

1055万余元，建设了村入口节点、村滨水公园、滨

水游步道、环村绿道等项目，提升了马村村庄的

整体形象。

“五水共治”开展以来，马村村在村主要干部

的带领下，始终致力维护好“全国环境优美乡”这

一金字招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把保护环境、生态治水作为实现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牢牢抓好清塘美河、截污纳

管、源头管控、治污清流、剿劣美村工作，全面实

现“水清、岸绿、流畅、景美”水环境地貌。同时，

结合“世界水日”“环保宣传日”，充分利用标语、

传单、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治水工作。定

期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激浊扬清 碧水莲

都”志愿者活动，通过微信、钉钉媒介平台对乡域

群众发布治水宣传知识，在村级文化讲堂宣传治

水小知识，与乡域学校、企业协办治水宣传活动，

切实增强群众环保意识，为“五水共治”营造了良

好的宣传舆论氛围。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夏叶俊青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扫黄打非”办公布第

五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和示范标兵

名单。其中，丽水市邮政分公司入选“示范标兵”

名单，丽水市邮政分公司、青田县温溪镇、庆元县

竹口镇、龙泉市宝溪乡、缙云县五云街道官店村 5
个站点获得“示范点”称号。

丽水市邮政分公司

近年来，为扎实推进“扫黄打非”工作，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在市“扫黄打

非”办和市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建立健全邮政

行业“扫黄打非”长效保障机制，多措并举全力推

进“扫黄打非”工作，以示范点的要求严格执行

“扫黄打非”工作。

出台《关于做好全市“扫黄打非”工作的通

知》，对成功查堵黄色书刊和非法出版物、为公安

部门破案提供线索的收寄人员实施奖励。196 个

邮政普服营业网点、193 条邮路、1500 多位投递

员，邮政网络覆盖全市所有 1889 个村舍，每一个

邮政普服营业网点都是一线“扫黄打非”工作阵

地，每一位邮政投递员和营业员都是一线“扫黄

打非”宣讲员。

青田县温溪镇

温溪镇立足镇情实际，在镇、村两级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分析研判，部署工作任务，

整合凝聚多方力量，着力打造好以镇机关干部为

主的专职队伍，村干部、党员、网格员为主的兼职

队伍，以及学校、医院、企业、社会团体等单位人

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加强联动形成合力，严

厉打击涉黄涉非传播活动，全面推进“扫黄打非”

各项工作。

设立“扫黄打非”工作联络站，组织开展知识

宣讲、文化下乡、志愿服务等活动，共同推进文明

温溪建设，将“扫黄打非”纳入网格化管理，通过

“四个平台”综合信息指挥室开展联防联治，构建

线索发现、上报、处置、办结“一条龙”工作体系，

实现“扫黄打非”无死角、全覆盖，切实提升“扫黄

打非”工作成效。

庆元县竹口镇

竹口镇坚持推进“扫黄打非”进礼堂制度化、

常态化，积极统筹多方资源，携手下好“扫黄打

非”进基层这盘棋。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将“扫黄打非”纳

入理论宣讲中，设立“扫黄打非”联络点，建设“扫

黄打非”活动广场，开展“身边好人”宣讲活动，通

过文艺汇演，在文艺作品创作中融入“扫黄打非”

主题和元素，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对群

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和教育，在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的同时，让知识宣传走进千家万户，提升

人民群众对“扫黄打非”的知晓度、理解度、自觉

度，推进“扫黄打非”工作深入人心。

龙泉市宝溪乡

宝溪乡积极构建乡村网格服务体系，以乡级

四个平台指挥中心为核心，各村网格员为延伸，

在全乡构建大网格服务体系，借助网格员、“老娘

舅”、党员志愿服务队等平台和力量，发动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建立了“扫黄打非”专职队伍、兼职

队伍、群众和志愿者队伍，形成镇、社区、群众三

级网格化管理，在为做好“扫黄打非”工作提供充

足的人员保障的同时，与辖区内学校、信用社、披

云水厂等党支部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探索建立

“机关+企业”“村社+学校”等跨领域党建联合

体，将党建、“扫黄打非”等工作齐抓共管、群防群

治，实施“双向互动”共建。

缙云县五云街道官店村

五云街道官店村将“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

点建设与特色文化礼堂等基层站点相结合，共享

平台和资源，可实现基层站点工作的互相补充、

互相促进。除了在辖区内书刊报亭、村周边文化

经营场所等开展日常巡查外，还创新工作举措，

增强工作亲和力。官店村还联合本土民间组织

开展“扫黄打非”知识讲座，并定期在官店村文化

礼堂开课；发挥村里文明促进会成员扎根基层的

“草根优势”，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宣传“扫黄打非”

工作的内容、性质及重要性，增强了亲和力，提升

了工作效率。

同时，官店村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完善

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职责，明确信息员和监督

员，实行“一周一汇报”“一周一点评”机制，定期

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五云街道“扫黄

打非”办公室不定期下沉一线指导村工作开展。

乡村两级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切切实实做到有

组织、有队伍、有制度、有场所、有经费、有举报电

话、有宣传窗、有台账资料等八个有。

丽水5 个单位获评省级“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

马村风光马村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