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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心”赢得民心

遂昌党员干部扑下身解决小乡村用水难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夏小菲）“太好了， 下个月就能正常
用上自来水了！ ”近日，遂昌县柘岱
口乡尹家村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
建设现场一派火热景象， 十余名工
人挥动手中的锄把，正忙着挖沟渠，
为埋设新水管打好基础。 望着眼前
忙碌的场景， 村党支部书记尹德兴
一时感慨万千。

尹家村位于遂昌县西部， 是一
个依山而建的行政村 ， 全村共有
647 户 1289 人。1987 年尹家村通上
了自来水， 这些年由于路面硬化以
及水管自然老化等原因， 自来水管
网多处出现破损、 渗漏。 尽管村里

逢漏必补，但经常这里补好，那里又
漏了。村民家来了客人，正准备做饭
却发现没水了， 只能拿上水桶去附
近河里把水提回来。

小修小补，不是长久之计，但改
造全村自来水管网至少需要 50 万
元，尹家村村集体经济又较为薄弱。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遂昌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出“县
党员干部领着干、年轻干部帮着干、
村党员干部主动干”工作办法，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沉下心，走乡
入村入户深化“三服务”，切实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

遂昌县人民检察院党员干部

了解该情况后，第一时间走访了尹
家村。 原来，按照县里统排计划，村
里近两年已开展过自来水提升工
程， 但仅仅改造了源头蓄水池，根
本问题仍未解决。 为破解这一困扰
村民许久的难题，县检察院干部与
县水利、扶贫办等部门多次协调沟
通，最终为尹家村争取到全村自来
水管网改造项目，涉及项目资金 50
万元。

项目启动后， 县检察院党员干
部又先后十多次来到尹家村，与乡、
村干部及村民代表探讨设计方案，
进行现场办公。村民反映，原来只有
一根自来水主管网， 前端的村民一

旦用水量大， 后端的村民就会用不上
水，可一旦增加主管网数量，就会增加
好几万元的建设成本。为了让每家每户
都能用上“安心水”，干部们当即决定根
据村民意见，增加了两个主管网。 不仅
如此， 新的设计图纸上还增加了 10 个
消防栓，一旦出现火情可及时应对。

据了解， 该项目目前正在抓紧施
工中，等管网路线挖掘完成后，村里将
开始埋设水管 、安装水表 ，预计 11 月
上旬全部竣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让家家开出“致富花”
———记庆元县丽晔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吴青花

本报记者 杨敏 吴丽萍

“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一天
最多可以挣到 60 多元钱呢。 ”说
起县里的来料加工项目， 庆元县
岭头乡小际头村吴金英刚结束在
来料加工点的工作， 就算出了自
己当天的收入。

像这样既照顾了家里， 又能
赚到“外快”的活，如今成了庆元
乡村的新时尚， 说起这个项目的
发起人庆元县丽晔服饰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青花， 来料加工点的工
人们更是一个劲点赞。

“我进入这个行业，也算是机
缘巧合。 ”吴青花说，早年间自己也
只是个普通农妇， 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她接触到了来料加工。 当时
庆元尤其是东部乡镇，很多农村妇
女以及老人苦于找不到致富的门
路而只能在家里闲着，“这种模式
的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地把劳动力
和市场对接起来，应该很有市场。 ”
抱着这样的想法，2004 年，吴青花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过程。

一开始很多人不熟悉这种模
式，抱着观望的态度，吴青花从自
己熟悉的人开始，按月取货、按月
结款， 慢慢打开了闲置劳动力的
心扉。对于订货的厂商，她也一直
秉承诚信第一的原则， 绝不以次
充好。靠着这两点，她把来料加工
两头的“市场”牢牢把握在了自己
手中。

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她
又开始着手办理更多的加工点，
从东部乡镇一直办到了县城，原
本以中青年妇女为主的劳动力群
体，也渐渐扩大到了老年人。优良
的质量造就良好的口碑， 她的加
工点加工的货物，更是远销国外。

如今，她发展起来的二手经
纪人加工点 20 多个， 年加工产

值达 3800 多万元，解决了农村闲
散妇女、 残疾人就业、 增收等难
题。

今年， 在庆元驻义乌来料加
工办事处的“牵线搭桥”下，两位
孟加拉客商， 前来庆元考察来料
加工产业， 在走访了 8 家来料加
工点(企业)后，客商对庆元县的来
料加工伸出大拇指， 最终达成了
这笔意向订单，产值高达千万元。
自从吴青花 2013 年入驻庆元县
来料加工服务中心轮值， 吴青花
和客户之间提供便捷沟通与交流
平台， 使双方能够及时获取最新
信息，实现合作共赢；随之联系的
客户就越来越多，6 年来共接订单
6800 多万元，实现了双赢。

来料加工已成为庆元对外宣
传的一张“活名片 ”，吴青花和她
的来料加工大军通过“走出去”主
动对接市场、洽谈业务，一笔笔大
订单接踵而来。 “一进一出”，不仅
加快了庆元来料加工转型升级步
伐， 也为山区妇女架起增收致富
桥。

10 月 19 日 ，第七
届云和湖垂钓节在仙
宫景区拉开帷幕，来自
国内外的钓友相聚在
风光秀美的云和湖，融
“娱乐”于“渔乐”，上演
一场场妙趣横生的亲
子趣味垂钓 PK 赛。 惊
险刺激的水上航模体
验、闪亮酷炫的集体水
鼓、气氛火热的互动游
戏，钓鱼达人们欢声笑
语，乐在其中。

记者 张李杨 通
讯员 刘海波 程鹏鹏
摄 践行“两山”理念 创新工作举措

云和高标准推进
垃圾分类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程鹏鹏 钟骅）“通过游戏，我
们学到了许多垃圾分类的知识，
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 为保护
环境出一份力。”日前，一场以“垃
圾分类” 为主题的趣味游戏在云
和县新华书店举行， 数十位小朋
友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了垃
圾分类的能力和水平。 此举也在
全社会进一步营造起宣传垃圾分
类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 云和县紧密结合县
情实际，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领
导小组， 全面领导全县垃圾分类
工作， 对全县垃圾分类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

“去年，我们制定出台了《云
和县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 确立了生活垃
圾治理攻坚战 ‘一年见成效、两
年大变样 、三年全面决胜 ’的赶
超目标。 ”云和县垃圾分类办相
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 ，已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成区企事
业单位 127 个 ，实现机关 、事业
单位 100%覆盖； 完成 117 个建
制村 （村庄合并前 ）生活垃圾分
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建制村覆
盖率达 70%。

值得一提的是， 云和县在推
动垃圾分类工作中， 积极创新举
措，确定白龙山街道九和、金丰 2
个小区创建垃圾分类高标准示范
小区， 同时每个乡镇创建一个垃
圾分类示范村， 通过示范引领作
用， 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垃圾分类
取得更大成效。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落后，也
要勇当垃圾分类工作的排头兵 ，
共同守护美丽的绿水青山。 ”近段
时间以来， 云和县垃圾分类办组
织人员前往县内多个村庄和社区
与当地乡镇（街道）、村 （社）干部
一道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将
垃圾分类知识带到千家万户。

“我们制定并印发了《云和县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方案》，通
过发挥党员干部、妇女、学生等志
愿群体的示范引导作用， 积极推
动垃圾分类进机关、进学校、进村
（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商场、
进宾馆（酒店）、进窗口。 ”云和县
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说，下步，
他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将垃
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 确保圆满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累计减免税费收入 3.16 亿元

莲都减税降费为企业发展“加油助力”
本报讯 （记者 赵泰州 通讯员

郑梦妮）“感谢中央出台好政策，减
税降费大大减轻了小企业负担，对
企业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了。 ”日前，
丽水市丽新清洗保洁有限公司的财
务负责人王旭华来到办税服务厅办
理业务， 今年以来因为享受减税降
费政策， 她所在的公司已经减少了
近 2.5 万元税款。

今年以来， 减税降费政策密集
出台， 国家相继发放了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 深化增值税改革等
一系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为确保
各项优惠政策落地， 税务部门在政
策宣传和纳税服务等方面持续发
力，实现减税降费宣传培训全覆盖。
今年 1-8 月属期，莲都区累计减免
税费收入 3.16 亿元，预计全年可减

免税费收入 4-5 亿元。
各项政策陆续出台，政策落地

的效果如何？企业的感受如何？ “今
年税务部门为公司减免和退还了
社保费约 6 万元，我们真切感受到
减税降费的春风。 ”丽水市金瑞快
运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王秋爱
说 ，税务部门多次组织培训 ，热情
地上门送政策 、送服务 ，政策红利

和服务优化让企业实实在在的有了获
得感。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贯彻落
实好总局减税降费一系列决策部署 ，
以征纳沟通平台为依托， 线上云课堂
和线下实体课堂相结合， 创新优化宣
传辅导和纳税服务方式， 持续提升纳
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莲都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通过系
列举措， 确保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落实
到所有纳税人， 为企业发展 “加油助
力”。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龙泉远程教学让城乡学校同上“一堂课”
本报讯 （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项素兰 吴冰）“青溪小学五年级的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马上开始上课
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日前，在龙泉
市小梅镇青溪小学的教室里不见授
课老师，却传来了 40 多公里外龙泉
市绿谷教育集团音乐教师范杏蓉的
声音。 “准备好了！ ”教室里虽然只
有 12 名学生，但回答的声音十分响
亮。

课堂教学实时互动， 优质师资
资源共享。 如何让现代信息化教学

拉近城乡学校间的距离， 真正实现
城乡学生同上“一堂课”？今年以来，
龙泉对 16 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实
行结对帮扶， 先后投入资金 200 多
万元， 完成了学校的设备安装与调
试。自 9 月份开始，各结对帮扶学校
以“同步课堂”“网络研修”为主要形
式，全面开展线上帮扶活动。

一节课 40 分钟， 过得很快，两
地学生隔着屏幕挥手作别。 但为了
能上好这堂课， 范杏蓉老师花了不
少心思，除了精心备课，还制作了精

美的课程 PPT，“考虑到两校学生知
识面、学习情况等存在差异，我对教
学内容反复推敲和优化， 并提前跟
对方老师进行沟通， 让学生做好准
备，便于同步接受知识点。 ”

“由于青溪小学学生少， 全校
13 位老师承担着 6 个年级所有学
科， 在教学中有些疑惑和难题无法
像城区小学一样开展集体讨论，两
校间的网络研修正好解决了其中的
困扰。 ” 绿谷教育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与青溪小学签订结对帮扶以来，

已推出 20 多节音乐、数学同步课堂的
课，还开展了每月 2 次语文 、数学 、英
语、 科学等学科教师的网络研修集体
备课。

龙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
开展城乡学校结对帮扶， 可以实现支
援学校与受援学校管理互进、 教学共
研、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师生互动、差
异互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接下来， 还将研究探索远程专递课堂
等新形式， 让偏远乡村学校的学生同
步享受到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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