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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黄皮村的朱文清，今年53岁，瘦高个，双眼
放着亮光。年纪越来越大，朱文清的心态却越来
越“潮”。

闲下来的时候，朱文清会骑上心爱的摩托
车，在村里村外遛几圈，看看庄稼长势，串串邻居
家门。

朱文清是遂昌县石练镇黄皮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在村两委带领下，黄皮村已从散乱
落后蝶变为远近闻名，天蓝、地绿、水清、人和，村
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美好生活，源自鼓起来的腰包。去年，黄皮
村农村经济总收入 186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5157元。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祝凌

本报讯 为深化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统筹打好稳进提

质、除险保安、塑造变革三场攻坚战，今年以来，丽水

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引领，立足山区实

际，夯实日常执法“稳”的基础，培育执法改革“进”的

动能，为经济发展稳质提效和社会面上的除险保安做

强执法贡献。

不久前，松阳县综合执法局联合该县建设、市场

监管、应急管理等执法单位，通过涉企“综合查一次”

平台对全县燃气企业开展了燃气安全联合检查。“有

了‘综合查一次’这个平台，各部门‘组团’过来联合检

查更有计划性，也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松阳某燃气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检查操作简单、结

果反馈也很清晰。

聚焦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有效整合

执法资源、减少扰企扰民、提升执法效能。据了解，除

开展管道燃气“一件事”综合监管，我市行政执法部门

还在餐饮、民宿、茶叶、共享单车等领域开发建设“莲

妆在线”“茶叶在线”“红盾智坊”“浙丽骑行”等监管一

件事应用场景，充分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

到位”。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通过开展“综合查

一 次 ”行 动 减 少 扰 企 6549 户 次 ，涉 企 检 查 减 少

54.96%，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同时，我市行政执法部门还建立了轻微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容错纠错机制，通过发布 17项“轻微免罚清

单”，实行“小过错、及时改、不处罚”，鼓励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及时自我纠错，提高依法

合规经营的自觉性。

“原本要罚款不小的数目，现在有了免罚措施，让

我充分感受到执法者的温度，更让我明白维护城市秩

序，保护城市环境的责任。我日后一定提升守法合规

的意识，做一个知法守法懂法的好公民。”一位违法免

罚的当事人曾这样感慨道。

在数字化改革大背景下，我市还探索建立了“智

慧+监管+执法”模式，对燃气、房屋、扬尘、餐饮等事项

开展重点监管。青田利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国内原

创的管网泄漏仿真算法，打造集展示、监控、预警、处置

于一体的“燃气安全一网智防”应用，为城市燃气安全

提供系统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智慧安全保障和服务体

系。庆元构筑全闭环管理房屋违建的“违建·智管通”

应用，丽水经开区建立集感知、分析、监察一体的“智管

工程车”场景，全力为除险保安提供智能支撑。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

深化“综合查一次”“轻微免罚”“数字监管”等措施，提

高执法监管高效性，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以持续塑

造变革为除险保安夯实基础、为稳进提质激发动能。

丽水凝聚合力答好“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时代答卷

聚力向富

黄皮村临近国家 4A 级景区——千佛山景区，村

民们早早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快请进！快请进！”刚到香瓜农家乐大院，响亮

的声音从屋内传来，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眼前的中年妇女叫聂云仙，一家人在黄皮村开农

家乐 17年了。老公是黄皮村人，负责烧菜做饭，聂云

仙负责接待南来北往的游客，公公婆婆种种菜，农家

乐忙的时候打打下手。

起初，聂云仙接待的多为散客，生意好，赚了钱，

增盖了新房。2018年起，聂云仙主要接待旅行团，不

仅提供各种菜肴，还装修出客房，提供住宿。

“我们夫妻俩是老实人，生意一直不错，最多的

时候一年有 100 多万元营业额。”聂云仙说，按照游

客口味，我们会烧不同的饭菜，接待上海、杭州游客，

酱油多放点；接待温州游客，烧点小海鲜，游客很喜

欢吃。

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花开春满园。经过 10多年

的发展，黄皮村旅游业渐成气候，最多时有农家乐 16
家、民宿 2家。

在农言农。黄皮村近年坚持不用化肥、农药、饲

料，打响有机生态农业品牌，茶叶、三叶青、七叶一枝

花等集聚发展，山茶油、百合等农特产品远销各地，蔬

菜、农家酒等特产还“触网”销售，广受好评。

朱文清介绍，黄皮村有 233户 736人，如今家家户

户都有增收渠道、致富门道。

“农民富了，村集体也壮了。”石练镇党委副书记

范军说，今年以来，黄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超过 20
万元，在全镇 12个行政村中“拔得头筹”。

凝心向文

在遂昌，班春劝农，声名卓著。400多年前，明代

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担任遂昌知县期间，举行

仪式奖励农桑、劝农勤作，成为春季一项重要民俗流

传至今。

2016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

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班春劝农”作为“立春”代表民俗活动被列入其

中，成为遂昌首个人类非遗项目。

“每年‘班春劝农’，我们村都很热心，村民们积极

排练节目，热情提供服务。”朱文清介绍，黄皮村祖祖

辈辈在农田耕作，农耕文化底蕴深厚，乡亲们对“班春

劝农”情有独钟。

黄皮村文化大礼堂，尤为气派。大礼堂能看电

影、搞演出、开宣讲会……临近大礼堂，村里布置了文

化展陈馆，有农耕系列器具、登台表演的戏服、唱念做

打的道具，角落里还堆放着一面面大鼓。

往里走，是黄皮学堂，村里的老人常会聚到此处，

叙叙乡情，其乐融融。

黄皮村最有名的数“黄皮婺剧”了，这一剧种流传

了 200多年。时至今日，60多岁的赵昌文还组建有戏

班，时常带着六七位队友排练。每逢节庆，“黄皮婺

剧”戏班还会拿出行头，给乡亲们演出。

近年来，黄皮村从升级“软硬”设施入手，全力实

施非遗文化建设，举办“村晚”、广场舞等趣味文化活

动，组建由党员干部、乡贤、技术能人等参与的农村文

化志愿者队伍，协助举办“七月秋赛会”“石练台阁”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不断壮大村文体队伍。

团结向上

朱文清家的桌子上，摆放着浙江遂昌抽水蓄能电

站黄皮村征迁图，图上密密麻麻写着村民的名字，所

有的名字下都打上了醒目的对号。

“32户村民全部签约了！”朱文清介绍，征迁工作

是 9 月上旬做完的，前后用了一个多星期，主要是村

民们都不在家，要不然两个晚上就能完成。

这就是“黄皮速度”。在开展非粮化非农化改造

时，全镇共涉及 700多亩田地，黄皮村率全镇之先提前

完成，“都是为了发展，乡亲们都理解”。

赖富裕，黄皮村的低保户，妻子常年生病卧床不

起，女儿在外上大学，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赖富裕

主要收入来源是种茶，偶尔在附近打打零工。

“算上低保补助，够日常开销了。等女儿大学毕

业，生活就会好起来。”赖富裕感受到乡亲们的关怀，房

屋由村里出钱修葺，装修也被村里列入“议事日程”。

黄皮村的乡贤们也常常挂念着家乡发展，出钱出

力帮助村里致富。乡贤叶松川，在广州办厂，把村里

很多人带在身边，共同致富。黄皮村遇到什么难事，

只要村干部张口，叶松川都会及时资助。重阳节，乡

贤们还会出资，请村里的老人吃饭过节。

“我们村最大的财富是团结。”朱文清说，近几年，

青壮年农民工和大学生回村创业，村里都会主动联系

开展免费培训，引导“互联网+”创新型创业，落实返乡

创业各类优惠政策，培育新型农民，培养新创富途径。

记者 邓其锋 朱敏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站在黄皮村村口遥望，稻浪滚滚，茶园满山，满眼都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黄皮村的美好生活

黄皮村村貌。 记者 程昌福 摄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