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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 注重长效 坚决打赢“消薄”攻坚战
胡海峰赴莲都云和龙泉景宁暗访督查“消薄”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泰州）7 月 9 日至
11 日，市委书记胡海峰轻车简从，不排
预案、不打招呼、不搞陪同，随机抽取莲
都、云和、龙泉、景宁的 6 个乡镇 9 个行
政村，深入实地暗访督查“消薄”工作情
况。 他强调，要紧盯“消薄”攻坚任务，层
层压实责任，持续精准发力，坚决打赢这
场事关脱贫富民、强基固本的攻坚战。

马不停蹄， 连日来胡海峰冒雨前往
莲都区碧湖镇魏村村、河口村，雅溪镇金
竹村，太平乡太平村、巨溪村，云和县石
塘镇高畲村， 龙泉市砂达石街道季边村、
南弄村， 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浮丘
村等地，与村两委班子、驻村干部座谈，
看财务公开报表，察增收项目现场，深入

了解“消薄”情况。每到一地，胡海峰都仔
细核查村级财务收支账册和项目实施档
案， 逐笔逐项问询村干部，“光伏发电增
收项目投资主体是谁？ ”“村集体果园承
包期限是几年？ ”“村集贸市场摊位收费
有没有经过村民同意？ ”“漂流旅游项目
如何与邻村分配河道使用收益？ ”“帮扶
低收入农户措施有哪些？”一项项收支明
细，一个个具体问题，既是调研了解，也
是把脉问诊，在交谈中“消薄”攻坚之责
越压越实、 强村富民之策越议越清。 河
口村、金竹村等地依托自身优势，精准对
靶抓“消薄”，立足实际谋项目，自我“造
血” 能力不断增强。 胡海峰对此表示肯
定，强调要抓巩固、抓提升，建立长效增

收机制。 高畲村、巨溪村、南弄村等地发
展底子较薄，“消薄”任务相对较重。胡海
峰鼓励大家要摒弃“等靠要”思想，增强
信心，主动作为，真下功夫、下真功夫，积
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
径。

督查中，胡海峰指出，我市“消薄”攻
坚任务重、时间紧，各级组织要进一步强
化政治担当，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
力实现 “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人一户一
村掉队”。 要处理好当前攻坚与长远发
展的关系。 既要着眼当前，紧盯目标，倒
排计划，加快实施立竿见影的增收项目，
打赢今年“消薄”攻坚战；又要谋划长远，
扬长避短，固本培基，深入挖掘细水长流

的致富门路，打好长远“消薄”持久战。 要
处理好集体增收与村民致富的关系。不仅
要消除村集体经济之“薄”，还要消除低收
入农户增收之“薄”，深入谋划和实施一批
村民广泛参与、群众切身受益的增收致富
项目，把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性
发挥出来，实现集体经济发展与村民增收
致富双赢，让“消薄”成果惠及更多村民。
要处理好外源输血与内生造血的关系。在
用好用活村企结对、县乡统筹等各项“消
薄”帮扶政策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以干得
助”的强烈意识，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立
足各村不同的经济基础、区位特征、资源
禀赋，推动实施一批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不断提高集体经济“造血”能力。

我市结束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未来仍需重点防范次生灾害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王俊波）昨日 12 时，
市防办综合天气预报等各方面情况， 结束了应对本轮
强降雨的Ⅳ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防
范次生灾害的工作。

市气象部门预计， 昨日我市以多云到阴为主的天
气，部分地区有时有阵雨。 受高空槽、副热带高压等多
重因素影响，12 日至 16 日，我市仍将有阵雨、雷雨或
大到暴雨等天气。 17 日起，副热带高压明显加强北抬，
我市将逐渐转受副高控制， 梅汛期降水集中期有望结
束。 预计 12 日到 16 日北部地区（瓯江以北）累计雨量
为 100 至 150 毫米，局部 200 毫米以上，南部地区（瓯
江以南）50 至 100 毫米，局部 150 毫米以上。

市气象部门指出， 由于进入梅雨期降水集中期以
来，我市已多次出现大范围的大雨暴雨天气，累计降水
量大，未来五天我市仍有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还需继续
做好持续降水和短时暴雨可能引发的洪涝、山体滑坡、
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同时，17 日开始梅
汛期降水集中期有望结束， 建议各有关单位合理调度
江河水库水位。

市防办指出，连续经历强降雨天气，我市水库山塘
蓄水率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饱和，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 加强水库山塘和小流域山洪与地质灾害易发
区的巡查，继续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洁净家园共行动 文明形象再提升

万名小荷志愿者服务活动共创最美莲都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蓝俊 通讯员

洪心漪）“70 年丽水变化硕果说也说不
完， 丽水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丽
水之赞’引领处州快马又扬鞭。 ”昨日 8
时，莲都区“洁净家园共行动 文明形象
再提升” 万名小荷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区
启动。 一曲群口快板 《七十周年丽水变
化大》， 在活动一开始就将气氛推向高
潮。

莲都区小荷志愿服务 队 成 立 于
2015 年 10 月。三年来，“小荷”从最初的
1 支队伍 16 人，发展到现在 133 支分队
21279 人， 成员从区级文明单位参与发
展到现在的市 、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以及普通市民 ，成为丽水
市规模最大的一支志愿队。 截至目前，
小荷志愿服务队先后开展了 1000 人以
上的志愿服务活动 119 次，万人以上的
活动 25 次，日常志愿服务活动 8000 余
次， 全城共 40 多万人次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

昨日，莲都区小荷志愿者代表共一
万余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 ，“文明出
行我表率”“洁净家园我出力 ”“垃圾分
类我先行”“文明经营我带头 ”“我的健
康我做主 ” 等相关子活动在莲都区全
域开展。 一件“小荷志愿服务”红马甲，
成为所有人身上最明显的标志，交通劝
导 、整理单车 、入铺宣传 、捡拾垃圾烟
头等等文明服务成为所有人的统一行
动。

“垃圾分类我践行， 垃圾分类我先
行！ ” 垃圾分类小区家庭代表丁绍良上
台表态说，莲都变成大花园，垃圾分类是
关键！ 分类投放事虽小事，却事关万家！

他承诺从自身做起，用心参与垃圾分类，
践行绿色消费， 创造优美环境———守住
绿水青山，给未来更多希望。

洁净家园共行动，文明形象再提升。
昨天的活动为的是调动和激发更多群众

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用实际行
动为经常化创建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仪
式还发布莲都区一季度、 二季度身边好
人榜， 亮相了小荷公益协会倾力打造的
8 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并为

莲都好人颁发荣誉证书，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授旗。

图为万名小荷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蓄势待发，共创最美莲都。 记者 王秋蕊 摄

免费提供热菜热饭

临时食堂温暖了
青田受灾群众的心
本报讯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章一聪 王宇）“这些

阿姨都很热情，我们一来就立马烧了鸡蛋面给我们吃，
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昨天中午，在青田县祯埠镇陈
篆村避灾安置点的临时食堂， 受灾村民邓益朋父子俩
吃上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我们今天从早晨 5 点多开始，粥烧了烧粉干，粉
干烧了烧面条，基本上没停过，到中午就已经烧了五六
批了。 ”正在厨房洗菜准备晚餐的村民赵三兰说，虽然
比较累，但能为大家做顿饭，帮上点忙，她觉得非常有
意义。

记者了解到，受暴雨影响，祯埠镇不少村庄的道路
路面被水淹没，无法通车。当天一大早，在陈篆村，得知
不少村民因受灾头天晚上都借宿在亲戚朋友家， 或暂
住在村委办公楼里， 不少村民就自发组织为受灾村民
张罗做饭。

经镇村干部商量， 决定在陈篆村避灾安置点设立
临时食堂为受灾群众提供伙食。不一会儿，茄子、豇豆、
鸡蛋、米、面粉……村民们陆续从家里搬来了充足的食
材。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受灾村民都能吃
上热菜热饭。 ”张兆妹是此次临时食堂的参与者之一，
她对灾民的辛苦特别能感同身受。 她说， 在 2014 年
“8·20”洪灾中，她家受灾非常严重，导致她一个星期
都做不了热饭。 当时她也得到了很多暖心干部的帮
忙，所以这次她也想出点力。

考虑到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用餐时间各异，临时
食堂除了相对固定的用餐时间安排之外， 还为错过正
餐的灾民“开小灶”，实行“随到随烧”，方便灾民。 正说
着，又有两位还没吃午饭的村民走进了临时食堂，正在
准备晚餐的几位阿姨， 马上又为两位村民的午餐忙开
了。

大雨无情人有情。在此次防汛抗灾过程中，除了村
民们自发组织的暖心餐， 祯埠镇的党员干部们也彻夜
奔波，熬红了双眼。从 7 月 9 日夜里到 10 日凌晨，全镇
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到各个村进行救灾工作， 共出动了
应急抢险队伍 9 支 96 人次，车辆、船舶 27 辆，转移安
置受灾群众 107 人，解救被困人员 25 人。

一步不松懈 一直在奔跑
———记省担当作为好干部，丽水工业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管兴标

本报记者 徐小骏 余俞乐 通讯员 金鑫

自 2016 年 12 月到丽水工业园区任
职以来，管兴标一步不曾松懈，一直奋力
奔跑， 以砥砺创新在莲都大地上树起一
个实干标杆， 以奋勇实干带动丽水工业
园区亮丽升级，成为“丽水之干”的先进
典型。

任职工业园区之初， 管兴标面对的
却是莲都区高溪区块逐年提高的债务问
题，但他没有知难而退，而是用短短 8 个
月时间成功引进丽水万洋低碳智造小镇
项目，不仅盘活了一个区块，开创了一种
模式，还创造了多个奇迹。

2017 年 5 月，当他了解到万洋集团
情况后，立即开展对接洽谈，仅用 4 个月

就完成了从谈判到签约的全过程。 项目
开工后，一期区块供电、通讯、用水、排污
等配套设施， 在管兴标等园区干部日夜
“督战”下，经过紧张有序施工全部投入
使用。而为给土地出让工作提速，园区全
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一期土地使用权出让，到 4 月 2
日第一份施工许可证出炉， 在各部门的
审批时间不超过 20 天。

随后，小镇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开工
不到 5 个月，完成第一栋厂房结顶；总投
资 7.25 亿元的小镇基础设施 PPP 项目
开标后， 谈判小组仅用 7 天就与候选中
标人完成三轮谈判并签署备忘录；2018
年底，签约入园企业达 132 家；今年 3 月
底，7 宗地块开工建设， 建筑面积 46 万

平方米，56 幢厂房结顶。
万洋低碳智造小镇如今被称之为

“莲都经济腾飞的航空母舰”，6 号区块
已有 11 家企业投产。 莲都区委主要负
责人曾表示， 该项目是莲都经济发展史
上的奇迹， 它的成功靠的是有一个较好
的合作企业、 一个好的体制机制和一个
敬业能干的领导团队。

成功引进万洋低碳智造小镇后，面
对如潮般的盛赞，管兴标实干的步伐却不
曾停歇。 作为丽水工业园区的“当家人”，
他针对园区企业规模小的现状，积极实施
筑巢引凤工程；为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
展好，他又开创性地为企业
搭建起各式平台。

如今， 在丽水工业园

区，无论是“招工难”，还是员工安置、员工
子女入学问题， 只要企业遇到麻烦事，园
区工作人员都会按照管兴标提出的“让我
们：用心、用情、用力；换企业：省心、省事、
省力”的要求开展工作。

凭借着优质服务，去年，工业园区新
增企业 190 家，落地 63 家；新增规上企业
13 家，超过前五年总和。 同时，园区还被
丽水市委评为 “争做 ‘丽水之干 ’表
率———优秀攻坚团队”，成为莲都区唯一
获奖团队， 并在全市经济开发区综合考
核中排名第二，获得园区成立 18 年来的
最好成绩。

龙泉农技专家田间指导农户救灾复产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讯

员 季卓奕）连日来，龙泉市普降大到暴
雨，多处田坎垮塌、农田被淹 ，水稻 、玉
米、蔬菜、中药材等农作物和机耕道、灌
溉水渠等田间工程均遭受到不同程度损
毁。 为尽快帮助农户做好灾后自救至全
面恢复生产，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分成五
个防汛抗灾小组， 同时邀请浙江大学汪
炳良教授、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蔬菜科科长胡美华等农业专家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指导救灾。

7 月 9 日， 在屏南镇合兴村百步自

然村茄子基地，现场一片狼藉，成片的茄
子树浸泡在雨水当中， 有的茄子树倒向
一边，还有的茄茎被硬生生吹断。 “我不
想再多看一眼， 我现在很担心就是被雨
水浸过后的茄子树，产量会受影响。 ”正
当种植户袁生法一筹莫展的时候， 专家
一行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

“倒伏的茄子树，要及时扶正、固定
和处理叶面污泥。 ”农业专家表示，茄子
树长期浸在水中， 容易导致产量大幅减
少甚至绝产，所以对受淹时间不长，能抢
救的茄子树要马上增挖排水沟， 及时抢

排积水，以保证其根系有良好的通透性。
同时要及时喷施叶面肥， 确保茄子树健
康成长。而对于受灾严重的地块，建议等
天晴的时候，对茄子树在四门斗上面 10
厘米位置处进行修剪， 最大限度地减少
灾害损失。

“现在水稻正值幼苗期，幼苗被大雨
和泥沙冲走、淹埋了许多。现在我只能尽
量去周边看看， 有没有完好的秧苗可以
去补救一下，减少点损失。 ”在竹垟畲族
乡金田村，受强降水天气的影响，种粮大
户钟刘磊的 400 多亩水稻也大量受灾。

在受灾现场，农业专家们向钟刘磊详细询
问了具体的受灾情况，并根据地形和气象
预报，制定出一套救灾方案，指导他如何
灾后自救。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粮油站站长连晓
梅表示，天气放晴后，还会注意农作物灾
后的病虫害等问题，并组织人员根据各种
病虫害及时进行防治，确保灾后田间管理
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他同时提醒广大农
户， 雨后农作物要因地制宜排除田间积
水，及时松土，增强土壤通透性，并要注意
预防病虫害。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好干部

一户一册 入脑入心

云和把扶贫政策
送到低收入农户手里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王凤凤 项大圣）
“这么多产业扶贫政策全在手册里，一目了然，这下我
们就不需要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东奔西跑、 问这问那
了。 ”昨日，云和县石塘镇泉溪村低收入户刘沛武拿着
工作人员发放的 《云和县低收入农户产业扶持项目补
助标准明细》宣传手册，边看边夸赞。

“新种植山地蔬菜（0.5 亩以上）补助 500 元/亩”“新
种植黄精 、浙贝母中药材 （0.5 亩以上 ）补助 1000 元/
亩”“新种植水干果 0.5 亩以上补助 1200 元/亩 ”“ 新
种植雪梨（0.5 亩以上）补助 1400 元/亩 ”……连日来，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工作人员和各乡镇（街道）扶贫
干部来到田间地头，将 2019 年新编制的《云和县低收
入农户产业扶持项目补助标准明细》宣传手册和《云和
县推进精准扶贫若干扶持政策》 小折页全部发放到全
县 2925 户低收入农户手中，做到一户一册，家喻户晓。

据了解，《云和县低收入农户产业扶持项目补助标
准明细》宣传手册共 18 页，主要由种植中药材、雪梨、
茶叶以及新发展家禽养殖等 18 条产业扶持政策组成，
每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云和县推进精准扶贫若
干扶持政策》小折页由扶持范围与对象、扶持政策内容
两个部分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