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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服务·实用

阅读提示

目前，“莲宿码”场景应用已在微信、浙政钉、浙里办等平台上线，累计服务群众
1.27万人次，点击量超90000次。

□ 记者 夏金地 通讯员 汤景婷 林奔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发改委公布数字社会系统场

景应用路演成绩综合得分，莲都区选送的“莲宿码”场

景应用入选《数字社会最佳案例集》。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莲都区聚焦“放心

住”的民生领域“小切口”，创新推出“莲宿码”场景应

用，通过游客服务端、业主管理端、部门服务端三大端

口，打造“健康管理、放心食品、疫情动态、安心出行、生

态康养、放心消费”6个“游客放心住宿”的子场景，“一

码管理、一码办事、一码宣传、一码学习”4个“业主省心

管理”子场景，以及“‘莲’合协查、‘莲’合审批、‘莲’合

评价”3个“部门高效服务”子场景，形成民宿全域“放心

住宿一张图”，“监管服务展示一平台”。

数据集成和物联网识别技术的融合运用是“莲宿

码”一大亮点。依托 IRS一体化数字资源平台获取健康

信息，“莲宿码”综合集成“阳光厨房”“透明保洁”“浙江

省减灾救灾信息”等跨部门数据，在现实场景创新运用

柔性 RFID 芯片技术，为每一件棉织物品、抹布附上专

属“身份证”和与之匹配的识别“标签”，确保客房清洁、

棉织品更换等卫生环节得到实时监控。

游客可以通过浙里办 APP“莲宿码”应用，查看卫

生保洁状况、床单被套等更换情况等信息，选择心仪民

宿。退房后，游客还可以开展入住评价，形成“放心-评

价-更放心”的良性闭环；在业主管理端，民宿业主可对

自家民宿进行全方位、智能化管理；“莲宿码”还聚合了

政府服务监管力量，重构多跨协同业务流程，以服务端

数据服务治理端决策，实现风险预警、精准执法。

“莲宿码”迭代升级，赋能民宿产业发展，还打造了

一码游、民宿贷 2个全新子场景，创设民宿指数，助推民

宿行业争先创优、打造精品；与商业银行达成合作，丰

富行业金融产品，加大对健康精品民宿信贷支持。

目前，“莲宿码”场景应用已在微信、浙政钉、浙里

办等平台上线，累计服务群众 1.27 万人次，点击量超

90000次；入选全省放心住宿“一件事”集成改革工作唯

一试点、全省卫生健康数字化“十佳案例”，解决了游客

入住民宿顾虑多、民宿业主缺乏智能内控措施、主管部

门监管取证难等民宿行业痛点问题。

“莲宿码”场景应用
入选全省数字社会最佳案例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杨小明

本报讯 11 月 24 日，来自丽水市、

福建南平市的笋竹产业农合联代表，以

及两地的竹制品、笋制品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代表齐聚庆元，共同见证了全

国首个跨省产业农合联——浙闽边际

笋竹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正

式成立。

据介绍，2021 年，我市竹业总产值

已达 80.6 亿元，产业规模较 20 年前增

加了 10 余倍。不过，由于环保因素影

响以及丽水地区竹制品行业核心竞争

力不强，劳动生产力和产品附加值不

高，竹材多功能利用能力和品牌影响

力低下等问题突出，近年来我市的竹

产业发展出现了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

现象，笋竹产业中游粗加工企业减少、

竹林失管问题日益严重，竹林抛荒和

本地大型企业从外地购进原料的矛盾

日益突出。

据了解，浙南闽北竹林资源丰富，

我市就有竹林面积 213 万亩，立竹量

3.2 亿株，是“浙江省第一毛竹产区”。

而南平市的竹林面积更是达到 652.7
万亩，其中毛竹林面积 643.5 万亩，占

全国的十分之一。此次，在丽水、南平

两地供销社的牵头组织下，成立浙闽

边际笋竹产业农合联，正是希望通过

将各类从事笋竹产业的农业主体进行

有序组织，从而盘活两地笋竹资源，有

效破解产业发展困境，推动浙南闽北

两地笋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携手走上

产业共富的道路。

“在国内率先成立首个跨省产业农

合联，将有效打破农合联原有的行政区

域限制，对完善产业农合联的市场组织

体系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丽水市

供销社主任汤碧荣介绍，此次成立浙闽

边际笋竹产业农合联，既是“三位一体”

改革的内在需要，又是产业兴旺的外在

要求，更是当前山区农民增收、跨省共

富的必然要求。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首次实现“高校、金融、农技、信用、

法律”进驻产业农合联，两地将实现跨

地域合作、跨系统联动、全产业带动、全

要素聚集的“抱团优势”。

据悉，首批共有 96 个会员加入到

浙闽边际笋竹产业农合联中，今后，该

产业发展组织将重点聚焦生产端、加工

端、流通端三个重要端口，充分发挥组

织、引导、协调、管理和服务五大职能作

用，通过推动产业技术迭代升级、优化

产业链结构、建供需对接平台、展出口

贸易服务等具体举措，全力打造跨省产

业共富样本，为浙闽边际农民增收、农

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全国首个跨省产业
农合联在庆元成立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徐庆 文/图

本报讯“欢迎各位小记者来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了解军人事迹，感受不一样的红色之旅……”11月26日，

35名晚报小记者走进丽水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近距离感受军人品质，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曾当了 18年兵的退伍军

人蔡跃新老师带领小记者们参观了整个展台，小记者

们了解了“军人的职责”“军人的誓言”“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峥嵘岁

月”“十大英模”“浙西南革命精神”“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等版块的内容，每到一处，小记者们一边看一边听

蔡老师介绍，还时不时做笔记。

在丽水退役军人风采栏前，小记者们学习了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丁泽林、浙江省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吴

子敬及浙江省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吴凯斌、沈梦可等人

的优秀事迹。

此外，小记者们参观了一代代老军人在战场上使用

过的各种枪械、服装和生活用品等。当各式新型的导弹

和飞机模型展现在小记者面前时，大家惊叹不已。活动

最后，小记者们还一同观看了喀喇昆仑边防官兵的视

频，通过视频了解了边防官兵保家卫国的故事。

“我在参观和学习中认识到了很多我们丽水的英

雄，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和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我也会努力学习他们的品质，勤奋学习，

争取以后去当兵。”小记者方艺皓说。

走进丽水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晚报小记者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练金燕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丽水石油分公司召开专题会

议学习传达二十大精神，部署下阶段工作，并创新学习方

式，以“学、思、践、悟”的方式在上下掀起学习热潮。

中国石化丽水石油分公司通过在党建阵地设立读

书角、制作“明白纸”、以微信推送等形式鼓励党员同志

在业余时间主动学习二十大精神，将本职工作与二十

大精神有效统一，在学习过程中书写学习心得。

带着问题学，践行思用结合。中国石化丽水石油

分公司各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引领作用，采用

“1+3”的形式，即一名党员带三名群众的方式开展小组

学习，通过学习结合实际岗位谈理解、谈感悟，并把学

习心得落实到工作实际当中。

此外，该公司还结合实际，一手抓学习，一手抓各

项工作的落实。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本单位本部门

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与自己的本职工作及要求结合

起来、与自身思想和执行能力等实际结合起来、与正在

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对二十大

精神的认识。

“学思践悟”让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