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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据小杜介绍，“上门代厨”收费标准根据菜的数量而定，两菜一汤需要38
元，三菜一汤48元，四菜一汤58元，八菜一汤则需要128元。

□ 记者 麻东君

本报讯 为了制止并预防违法捕捞、船舶超载、私

搭渔棚等违法情况，一大早，千峡湖库区综合行政执法

队的队员们便会来到千峡湖畔开展巡湖行动。这样的

巡湖，队员们一周至少要开展 3次，只为护好千峡湖一

池碧水，留住湖光山色。

千峡湖横跨景宁与青田两县，湖区面积 70.93平方

千米，蓄水量 41 亿立方米，为浙江第二大人工湖。今

年 5月，根据“山水万福地，诗画千峡湖”总体规划建设

和保护的实际需要，景宁整合行政执法、公安、司法等

力量建立了千峡湖库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专门对千峡

湖进行保鱼护水，助力全市“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

“过去，千峡湖渔业和船舶执法牵涉到的执法部门

有多个。”千峡湖库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柯杰介

绍，千峡湖库区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后，实行“1+3+X”

执法模式，强化了水陆执法联合机制，将千峡湖水上交

通、生态、资规、渔业等 5 个领域涉水行政事项监管到

位，有效破解“九龙治水”难题，真正实现了“一支队伍

管执法”。

丽水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全市辖区共有 2 米宽

以上各级河道 9467 条、2 米宽以下 20154 条，水库 388
座、重要山塘 1371座，水域总面积约 470.76平方公里。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水域实际，紧抓“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和数字化改革契机，围绕群众渴望优良水

质、企业需要节能减排、政府推进协同治水等需求，以

“治水”为切口，重塑全方位立体感知、全覆盖高效联

办、全链条闭环运转的河湖治理机制，管好仙侠湖、千

峡湖、云和湖、南明湖等“一片湖”。

除了“一支队伍管执法”走进千峡湖，我市还积极

开发上线“美丽河湖面”治理一件事场景应用，以河湖

面整治为切口，探索实践“立体式、全方位、无盲区”水

域监管新模式。不久前，遂昌湖山乡就借助该应用场

景，迅速处置了一艘非法船只。“以往对于非法船只的

管理，乡镇看得着管不了，执法部门管得着看不见，而

自‘一支队伍管执法’后，借助‘美丽河湖面’治理一件

事场景应用，执法队在日常执法巡查中可以兼顾执法，

效率大大提高。”湖山乡党委副书记兼任执法队队长吴

炜堃介绍。

去年以来，遂昌在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中，直接赋予云峰街道、湖山乡党工委统一领导水

域保护执法事项的相关处置权。从各部门分头执法到

“一支队伍管执法”，执法事项处置主体更精简、处置权

限更明晰，执法体系不完善、县乡职权不对等、管理力

量不协同、分头执法不高效等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有了破解之道。

正是借助“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我市不断推动水

域全生命周期管控。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稳

居全省第一，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县

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借助“大综合一体化”改革

我市持续推动水域全生命周期管控

□ 记者 谢佳俊

本报讯 近日，在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几位老

奶奶围坐在一起喝茶，还不时“炫耀”自己的凳子。

她们坐的凳子不仅经过“艺术加工”，还都有自己独

特的生活痕迹。原来，村里来了一位凳子“修复师”

单晓明，他把村民使用了十几年的凳子缝修补完整，

并通过艺术表达，把主人的感情和生活的痕迹融入

到修复的凳子上。

单晓明是一位青年艺术家，来到松庄村之前他

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作品到底能给村民们带来什

么？在探访的过程中，单晓明发现村里很多凳子都

有裂缝，他决定以凳子入手，开始自己的创作。

“奶奶去世前，我没有机会见她最后一面，这一

直是我的遗憾。”看着质朴的村民，单晓明想到了自

己的奶奶，于是他想做一些事情，让村子里的奶奶们

开心起来。

75岁的叶奶奶最先把凳子交给单晓明修复，她

扎着两根辫子，喜欢穿碎花的衣裳，时常在家里摆放

鲜花，是一个爱美的人。单晓明把花朵的元素修复

到凳子上，希望它能像墙角的一朵花给叶奶奶带来

快乐。

除了修补凳子的单晓明，还有许多艺术家到过

松庄村，将艺术创作和村民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

让艺术审美装点古朴的村庄。近年来，松庄村一直

在探索艺术乡建的可能性，让艺术、外来青年艺术

家、本地村民产生火花与链接。依托于当地的“桃

野”民宿，松庄村从 2020年引入“无恙”艺术展，开展

了“村口的涂鸦”“全球艺术家驻地”等项目，让村民

参与艺术创作。直到现在，在松庄村 61号桃空间老

屋，还在陈列着爷爷奶奶们 25 件水彩、油画和书法

作品。

村里的“艺术”也让更多年轻人关注到松庄、来

到松庄、“驻”在松庄。在不久的将来，松庄村还将

逐步建成艺术家工作室、陶艺体验馆、乡村工作站、

书吧、餐吧、共享空间等配套。艺术与乡村的融合，

不仅给守村老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添了色彩，也成

为更多城市年轻人了解乡村、回归乡村的理由。

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

将艺术融入乡村，村里来了位“凳子修复师”

□ 记者 杨潇

本报讯 最近，丽水涌现出一群年轻人，专门上

门帮人做饭，从买菜、做饭甚至是洗碗，都能帮忙完

成。那对于这样的“上门代厨”服务，你会下单吗？

“我自己比较喜欢做饭，就想着挣点零花钱。”缙

云的小杜今年 27岁，之前在餐饮行业工作了 5年，自

己也有专业的厨师证和面点证，于两周前开始从事

“上门代厨”服务。

小杜的“上门代厨”服务一般需要提前一天或半

天预约，食材可自行购买或花 10 元钱找小杜代买，

用餐两小时前厨师上门，两公里内上门免费，超过两

公里按照每公里 2元计费。

据小杜介绍，“上门代厨”收费标准根据菜的数

量而定，两菜一汤需要 38元，三菜一汤 48元，四菜一

汤 58元，八菜一汤则需要 128元。“做什么菜可以制

定，也可以告诉我人数由我来安排套餐。”

小杜坦言，自己刚开始做，目前接到的订单还不

多，做的多是家常菜，年轻人下单的比较多。“我还

是很看好这个职业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养生

的意识，自己不会做饭，在外面吃又不放心。而在家

做饭干净又卫生。”

而在市区，“闺蜜姐妹花”兰兰和小王也在从事

“上门代厨”的工作。

“我本身是做美容行业的，但是平时很喜欢做

饭，家人也觉得我做的很好吃，正好在网上看到很多

人在做‘上门代厨’的工作，就想着和朋友一起试一

下。”兰兰说。

与小杜不同的是，除了基础的服务，兰兰和小王

还制定出了详细的套餐方案，以供选择。其中包含

菌菇鸡汤、爆炒花甲、红烧排骨等 8菜一汤的套餐，

价值 385 元。此外，他们还能提供餐前、餐后清洁，

收费标准分别是 20元和 50元。

对于这样的“上门代厨”服务，会有人购买吗？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听听他们的看法：

郑先生（28岁）：我会考虑请人上门做菜。现在

年轻人上班很累，下班了又懒得自己做饭，餐馆外卖

吃多了又觉得太油腻，有人上门做菜，既能解决冰箱

内的剩菜，吃着也比较放心。

王女士（44 岁）：“上门代厨”之前在网上听到

过，但是内心有些疑惑。因为每个人对食物好吃的

定义不相同。目前从事这个工作的又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和中年人、老年人的口味不太一样，做出的饭

菜万一不合胃口，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胡先生（38岁）：“上门代厨”应该属于家庭服务

业，像我们熟悉的保洁、保姆，都需要持岗前培训证

书上岗，而且由家政企业统一管理。现在的个人接

单一旦出了问题或产生纠纷，雇主可能要自担风

险。而且个人上门做菜，不确保他一定有健康证，食

品安全也未必有保障。

丽水有人“上门代厨”，四菜一汤58元
可以提供买菜、做饭、洗碗一条龙服务，你会为此买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