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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 记者 麻东君 见习生 项启阳

本报讯“露天焚烧秸秆污染大气，属于违法行

为，尤其是在百山祖国家公园内焚烧，后果不堪设

想。”近日，在生态敏感区域违法焚烧秸秆的庆元县竹

口镇三坑村村民周某某，被罚款 2000元后，深刻悔过，

保证今后绝不再犯。从发现违法行为到执法人员现

场查处，这起看似普通的环境违法案件得以无缝对接

和高效查处，背后是丽水“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工作的落地见效。

优化执法资源配置，统筹综合行政执法和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保护等 8个专业领域行政执法下沉至百

山祖国家公园，健全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专业执

法+联合执法”体系。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破解了国

家公园范围内 4 个乡镇 13 个行政村的跨区域联合综

合执法难题。

面对地处山区人口分散，执法监管范围广、难度大

的现状，我市积极构建权责统一、高效协同的“大综合

一体化”生态文明行政执法体系。去年以来，在深入推

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中，执法权限力量全

面下沉，全市撤销了人力社保、水利、建设、民政、发展

改革等 5个领域的 32支执法队伍，市本级专业执法队

伍由 12支精简为 8支，全市 173个乡镇（街道）通过赋

权、派驻或“1+X”执法模式，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实现行政执法由“碎

片化”向“一体化”转变，特别是实现了跨区协作、跨界

融合。该体系自运行以来，仅庆元就查处破坏生态类

案件 10余件，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80多万元。

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变“分头多次查”为

“综合查一次”，实现多领域监管一步到位。如今，全

市已制定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查一次”场景清单 20
个，通过采取综合查一次、双随机检查、智慧平台监测

等方式开展跨部门、场景式联合执法行动，打破部门

壁垒、条块分割模式，全方位守护绿水青山。

数字化改革是推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成果落地的抓手。丽水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打造

了美丽河湖面治理“一件事”。“珠村畈岸边疑似有非

法船只停靠，请求处理。”不久前，遂昌湖山乡综合信

息指挥中心收到水域巡检无人机推送的信息，当即通

过数字化场景应用下派任务至仙侠湖执法中队，15分

钟后执法人员便抵达事发现场执法处理。美丽河湖

面治理“一件事”场景应用，减少了近 80％执法人员，

11 个部门协同处置河湖面相关事件时间也由 3 天缩

减至 3小时。

此外，丽水还对城区经营性餐饮店进行在线油烟

管控，以“源头破难+数字管控+精准打击”形成了餐饮

单位建设规划、开办申请、餐饮油烟在线监控、油烟监

管执法的闭环式管理，守护好“丽水蓝”。

借助“大综合一体化”生态文明行政执法体系在

丽水的构建成型，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诉讼

案发量下降了 10%。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推动制度重塑、流程再造，全力为打造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典范贡献执法力量。

跨区协作，跨界融合！

丽水“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守护绿水青山

可以搭配30多种小菜
一天卖出超200斤糯米

9 月 14 日 10 点，记者来到这家“水南糯米

饭”，虽然已经过了吃早餐的高峰时段，但记者在

店里看到，还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糯米饭，来取

餐的外卖小哥也没断过。“如果是 7点多来买糯米

饭肯定得排队。但排队也值得，因为我很喜欢吃

这家的糯米饭。”市民张女士买了一份糯米饭。

她告诉记者，糯米饭分量很足，吃过后很久都不

会饿。

店里的糯米饭分为两种：白糯米和酱油糯

米，可以单点也可以拼在一起。小菜大概有 30多

种，顾客可以任意组合，将鲜笋、土豆丝、油渣、油

条、里脊肉、酸豆角等小菜，包进糯米饭团里。

记者了解到，一份普通糯米饭的售价是 5元，

包括四五样小菜。如果还需要添加几样素菜需要

加1元，添加荷包蛋、里脊肉等荤菜需要加2元。

“像鲜笋、油渣、油条这几种小料都是我们店

里比较畅销的，个别顾客还喜欢加辣条。”在老板

的推荐下，记者点了一份 6元的双拼糯米饭，刚做

好的糯米饭热气腾腾，白色的糯米看起来特别油

亮，颗颗饱满，每一粒米上都四溢着晶亮剔透的

米油，一口下去，有嚼劲且不会油腻，另一侧的酱

油糯米味道则更加醇厚，搭配上各种小菜，吃起

来很有满足感。

“糯米饭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我们用的糯米都

是从福建运回来的，每天现蒸现做，加的小菜也是

当天炒的，保证食材新鲜。”老板吴宗德说，现在每

天至少卖出 6锅糯米饭，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出

两三百斤的糯米，营业额超3000元。

从凌晨2点30分起床忙到晚上9点
有人专门从杭州驾车来吃

“水南糯米饭”现在是由吴宗德和妻子陈德

利经营，吴宗德告诉记者，他们家的糯米饭算起

来有十几年了，最开始是二人在水南附近摆摊

卖，直到前年才把店面固定在现在的位置。

吴宗德夫妇是青田人，27 年前来到丽水务

工。“那时候两个人刚来丽水，一人骑一辆黄包

车，那时候日子过得也比较辛苦。”对于骑黄包车

的日子，陈德利仍然记忆犹新，但二人就是靠着

一趟一趟地蹬车，在丽水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

房子。

后来黄包车生意不景气，二人又去绍兴学来

了做糯米饭的手艺，在丽水摆起了小摊。为了经

营好这家小店，夫妇俩每天凌晨

两点半起床，先去市场买菜，炒

制各种糯米饭需要的小料。炒

好后再蒸上糯米，从 6点钟正式

营业，一直忙到 21 点。“有时候

觉不够睡，我早上起来先喝一杯

咖啡精神一下，再给自己做一份糯米饭吃。”吴宗

德笑呵呵地说道。

有付出就有回报，多年的经营，“水南糯米

饭”也收获了很多熟客和回头客，吴宗德夫妇在

丽水买下了 3套房。吴宗德说，有其他城市的客

人专门开车过来吃，还打包五六个糯米饭带回

家；也有从小吃到大的客人现在带着孩子来买糯

米饭，很多外卖骑手来取餐，等餐的时候饿了也

会买上一份。“很多顾客都是在网络上知道我们

这家店的，有一个杭州的小姑娘告诉我，如果杭

州也有这样的糯米饭，她肯定天天吃，我们听了

心里面也是很高兴的。”

“我们现在的糯米饭价格从摆摊起就没涨

过，这也是大家喜欢我们糯米饭的原因。”陈德利

说，只要大家喜欢，她和丈夫一定会坚持做好这

个味道。

记者 杨潇 见习生 李乐迪

阅读提示

在市区南贸小区，有一家不起眼的“水南糯
米饭”。两桶糯米饭、一个台面、一张矮桌、几把
椅子便是这个小店的全部。虽然环境简陋，但
生意十分火爆，每天一到饭点门口总是挤满了
人。从曾经的小摊吃到现在的网红店，现在找
到这里来的不仅是周围的街坊邻居，还有很多
从外地来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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