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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要闻·莲都

阅读提示

区委常委会首次召开“奋斗实干”晒比会，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空间聚合、要素
保障、工业跃迁、创新引领、全域美丽、服务优享、城市更新“八大行动”。

□ 记者 廖王晶

本报讯 3 月 2 日下午，区委常委会首次召开

“奋斗实干”晒比会，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空间聚

合、要素保障、工业跃迁、创新引领、全域美丽、服务

优享、城市更新“八大行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张壮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张妍、陈立新、李邦

生、王国锋等参加会议。

会议用现场“晒比”的形式，听取了奋斗实干

行动和其他重点指标、重点项目、重点工作情况汇

报，张壮雄不时就重要数据、重要细节进行提问，

将任务或困难颗粒化分解后现场交办。听取汇报

后，张壮雄对数字化改革、碧湖新城建设、产业政

策推动等几十项具体工作逐一进行了点评，并提

出了要求。

张壮雄指出，“接续高质量发展建设百万人口

大城市”是战略部署，“谋好‘三人行’、念好‘三业

经’、唱好‘三城记’”是战术策略，“八大行动”则是

把愿景变实景的战役安排，“战略、战术、战役”三位

一体，完整构成了指导莲都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

“四梁八柱”。

张壮雄强调，“八大行动”就是八张“作战图”，

必须统一思想，增强战则必胜的决心定力。认识到

位才有行动自觉，开展“八大行动”，就是要把区党

代会“规划图”变成“作战图”，进而变成“实景图”，

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八大行动”为抓

手，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方法对路

才能事半功倍，“八大行动”就是我们解决过河任务

的桥和船，在具体方案制定中，我们运用整体智治、

量化闭环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构建了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

系，所有工作一目了然，既有计划性，又有针对性和

精准性，有利于我们精准施策，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目标坚定才会取得实效。前期我们已经确定的

一系列目标，都是大家集思广益、深思熟虑的结

果。全区上下要严格对标区委确定的目标要求，先

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心无旁骛抓落

实，力争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张壮雄强调，“八大行动”就是八支“挺进师”，

必须凝心聚力，激扬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要谨记

担当才能有为，担当与作为成正比，大家既要有敢

于担当之志，也要有善于担当之能，切实把该抓的

事情抓起来，坚决杜绝依法不做事，依法不作为等

懒政现象；要谨记有为才会有位，无论是团队或是

个人，要想获得认可、提高地位，必须要有所作为，

要用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成效来获得组织的认可、

群众的拥护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要谨记有位更要有

为，莲都作为丽水的“首位之区”，要在全市“当头

雁、走前列、作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使命职

责，坚决打消“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勇于跳出

“舒适区”，为“首位之区”的荣誉而战。

张壮雄强调，“八大行动”就是八个“突破口”，

必须奋发有为，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挥

出晾晒比拼的“指挥棒”，今年莲都全面优化调整

考核体系，将每月晒比结果综合运用于评优评先、

资源配置等绩效管理领域，层层传导压力，有效调

动起每一位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要比

出提速竞跑的“快节奏”，当前各地都在加快发展，

莲都想要脱颖而出，比拼的就是用心尽责，比拼的

就是有效工作时间，比拼的就是工作节奏，全区各

级各部门要用好晾晒比拼机制，把你追我赶的节

奏拉起来，一天干成两天活，两步并成一步赶，争

分夺秒干出势如破竹的加速度；要拼出争先进位

的“成绩单”，全区上下要切实强化“没有领先排位

的指标都是无效指标”的认识，经常与全省山区

26 县比一比工作成效，与全省发达县市区比一比

还有多少差距，把工作标准调到最高、把精神状态

调到最佳、把办法措施调到最优，努力在各条线上

争先进、创一流。

莲都首次召开“奋斗实干”晒比会

开展“八大行动”助推莲都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蓝伟杰

本报讯 人行道上的盲道、公厕里的无障碍设

施、停车场内的无障碍专用停车位⋯⋯这些在生活

中不太起眼的无障碍设施，不仅是服务民生的基本

硬件，也是体现城市温度和社会文明的重要软件。

近年来，莲都区积极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

元素在莲都区的公共场所、信息服务、道路交通等

方面不断完善与应用，便利了残疾人、老年人、孕妇

以及小孩等特殊人群的出行与服务需求，提升了市

民的满意度。

“真的太贴心了，感谢政府。”今年 68岁的杨建

平因先天性小儿麻痹导致肢体残疾，谈到这两年市

区无障碍设施改造，他激动地说，感谢社会的关怀，

他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在西银苑社区服务中心

门口，记者看到，两侧的台阶都已经被改造成了斜

坡，坐轮椅的市民可以自由出入社区服务大厅。

此外，莲都区根据残疾类别、程度和实际情况，

实行“一户一对策”的“私人定制式”改造方案，重点

解决残疾人起居活动、洗澡做饭等日常生活困难。

按户均 6000 元标准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困难家庭实

施残疾人无障碍设施进家庭项目 651户。

截至目前，莲都区已有示范改造企事业单位、

公共场所 100余处，标准化改造紫金路、花园路、中

山街等主要道路 6 条，市区道路口、人行横道等地

的缘石坡道及坡化改造达 99%，完成市区无障碍点

位改造 1.31 万个。创成省级无障碍示范社区 4 个，

市级无障碍示范村 3个，无障碍景区 2个。2021年，

莲都还荣获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区称号。

无障碍设施
让残疾人出行更方便

□ 通讯员 程铃惠

本报讯“我们梅山社区有几个核酸检测采样

点？分别在什么地方？”“一共有两个，分别在梅山

小学和囿山小学。”3 月 2 日上午，梅山社区召开疫

情防控网格员培训会，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以知

识竞赛的形式，重温疫情防控网格员手册上的“必

背知识点”，将各自工作职责和防疫知识牢记于心，

确保应对突发疫情时临危不乱，有序通知居民前往

指定地点进行核酸采样，为辖区居民撑起防疫“保

护伞”。

梅山社区党委书记童昶介绍道，这支 66 人的

疫情防控网格员队伍由社区各个楼道的退休党员、

社区志愿者和热心居民等力量组成。他们能够充

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向居民们宣传日

常防疫知识；在摸底排查时，可以精准掌握网格点

内户数、人员等具体信息；当有突发疫情时，能够第

一时间通知到户、通知到人，确保核酸检测采样时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不可

或缺的后备力量。

“我是一名老党员，参加社区防疫工作既是为

小家，也是为大家。”梅山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员叶菲

芬表示，这次培训会既让大家明白了网格员职责的

重要性，还学到了隔离服穿脱的新知识。她将动员

身边的党员和群众，全力配合街道和社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和健康。

撑起防疫“保护伞”社区网格员在行动

□ 通讯员 陈阳 廖彬慧 王若楠

本报讯 近日，在大港头镇莲湖茶叶基地里，几

十名茶农正腰挎竹篓穿梭在翠绿的茶树间劳作，一

双双巧手在绿叶间上下舞动，一筐筐盛满了嫩嫩春

茶的竹篓即展现眼前。目前，今年茶叶价格已经上

涨超过 10%，每斤茶青的收购价格在 115 元至 120
元左右，加工后的零售价甚至可以达到每斤 1500
元。

莲湖茶叶基地负责人潘见华说：“莲都生态气

候条件好了，种出来茶叶的品质非常高。这两年随

着莲都茶名气越来越大，市场需求量更大了。”

看着茶叶效益渐入佳境，潘见华去年一咬牙卖

掉老家德清的房子，在基地盖起崭新的加工厂房。

如今，不仅基地里 600 多亩的茶叶长势喜人，丰收

在即，合作社还抱回了国家级专业合作社的“金字

招牌”，成了全区茶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近年来，莲都区紧紧把握住产茶“黄金圈”的天

然生态气候优势，以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的农业“双

强”行动为“引擎”，驱稳政策装箱、项目为王、品牌

赋能三驾“战车”，集中“火力”破冰茶产业跃升瓶

颈，栽活了产业致富的“金叶子”。

2021年全区茶产业总值顺利突破 2.68亿元，随

着茶产业发展在生态共富账上落下浓墨重彩一笔，

2021年莲都区农民人均收入冲上 33766元，增长率

达 11.2%，连续 25 年摘冠全市；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进一步降至 1.67，蝉联浙江山区 26县之首。

莲都春茶进入采摘期

生态土里长出“金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