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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通讯员
吴卫萍 何彬峰）霓虹闪烁、汽车飞
扬。近来，上海 4万辆出租车的后视
玻璃上一齐亮起“景宁畲族自治县惠
明茶”的标志，在上海大街小巷穿梭。

“像这样大规模地在出租车宣传
惠明茶已是第二次了，这得益于静安
区委区政府和静安寺的大力支持。”
景宁驻沪联络处主任叶巍巍介绍。

2019 年以来，景宁积极抢抓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主动作为“问
海借力”，成功牵手上海静安区，率
全市之先于 2019年 7月设立驻沪联
络处，努力当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排头兵和模范生。

从浙西南偏远山区转战国际大
都市，如何融入环境、如何发挥作
用、如何立根立足，是摆在联络处面
前的现实难题。

体制机制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
轴。联络处首先在机制构建上发
力，短短 2个月，牵头制订了景宁和
静安合作交流工作推进制度，明确

两地交流互访活动机制，建立专题
联席会议、工作任务交办等制度。
截至目前，先后组织召开专题工作
例会 8 次，累计交办相关任务 80 余
项，累计对接考察 150 余批次，达成
合作 30余项，全面形成“党政高层互
访、机关单位互动、社会团体互融、
市场主体互联”的生动局面。

“拥有惠明寺、惠明茶这么好的
资源，再有这个大项目，对我们村发
展的意义绝对是重大的。”敕木山村
党总支书记徐卫和近些日子特别高
兴，村民们期待已久的惠明禅茶文化
产业园项目在六月开工建设。该项
目是景宁“对接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的龙头项目，总投资 11亿元，包含精
品茶园 2 万亩，涵盖惠明寺扩建项
目、环敕木山畲寨提升工程等几大板
块，项目总建设期为5年。

大项目成了景宁对接长三角的
鲜明特点，也是驻沪联络处的工作重
点。驻沪联络处借势上海“非核心功
能疏解”红利，充分借助景宁民族、生

态及营商环境优势，同县级其他部门
一道，将优势梳理成一串串资源包、
一个个项目库、一条条政策链，并最
终在项目招引、企业入驻上打出了一
套套漂亮组合拳。截至目前，累计招
引长三角地区企业 85 家，总投资额
31.1亿元，涵盖贸易销售、建筑、电子
商务、物流、企业管理等领域。投资
12.5亿元的百鸟朝凤旅游度假区和
3.5亿元的畲族风情康养度假综合体
等旅游康养项目都在全力推进，年内
有望开工。同时，瞄准上海知名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高端“资源
库”，成功与普华永道、飞雕电器等优
质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在推动实体项目落地的同时，
驻沪联络处充分把握新形势、新业
态，顺势插位到新经济赛道，积极抢
抓《电子商务法》出台机遇，完成“筑
商”项目开发，打通注册、开户、报税
等一站式办理路径，成功招引易积
分、爱用科技、健康 724 等平台经济
企业，众多数字平台和平台上的经

营者正源源不断涌入景宁，目前已
注册个体工商户 2000 余户，个人独
资企业 150家。

“这次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
公益扶贫节目到景开展活动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黄晓明、薇娅等明星直
播带货 8000余万元。”在 6月的工作
笔记中，叶巍巍如是写道。当月，驻
沪联络处还牵头开展“静安·景宁”
文旅走亲活动，邀请中旅、上铁国旅
等知名旅游企业到景考察旅游资
源、包装精品旅游线路，并在将景宁
打造为静安职工疗休养“特选”目的
地上达成共识。

稳稳当好“桥头堡”，深度链接
“长三角”，是驻沪联络处干部们的
忠实写照。当第一缕阳光照射黄浦
江，他们挤入地铁；夜上华灯，他们
启程回家，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他们
一直都在。

当好“桥头堡”链接“长三角”

景宁驻沪联络处争当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排头兵

本报讯（通讯员 陈刘超）近日，
家地乡佳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到
一笔 4500 元的爱心款，这是景宁县
税务局工会向家地乡认领的 3 箱爱
心蜂箱款项。

在家地乡养蜂专业合作社，工
人们正在忙着打包爱心人士认领的
蜂蜜礼盒。“这些都是客人自己‘认
养蜂箱’产出的蜂蜜。”合作社社长

吴名扬说。
近年来，家地乡立足良好的生

态环境优势，探索中蜂养殖发展致
富产业模式，并将中蜂养殖作为重
点产业进行培育，带动农户增收。
目前，家地乡共有中蜂养殖户约 50
户，养殖中蜂 3000余箱，每年生产蜂
蜜 30000斤，实现产值 450余万元。
为进一步拓宽蜂蜜销路，助农增收，

家地乡推出爱心蜂箱认领活动，为
蜂农和消费者搭建甜蜜桥梁。爱心
人士可通过微信、电话联系认领，每
箱蜂箱 1500元，认领当年可获得 10
斤中华土蜂蜜。

眼 下 正 是 夏 至 蜜 成 熟 的 季
节 ，家 地 村 蜂 农 张 小 平 正 在 忙 着
割蜜、摇蜜 ,“我的土蜂蜜质量好、
营养含量高，去年养殖 200 箱，利

润有 20 万元。”今年，尝到甜头的
张 小 平 ，在 去 年 的 基 础 上 又 扩 大
了 100 箱的养殖规模。“现在还有
县 里 的 爱 心 企 业 来 认 领 蜂 箱 ，今
年的蜂蜜销路不用愁了。”张小平
信心满满地说。

“下阶段，我们将从引进优质蜜
源植物、改进蜜蜂养殖技术、加大对
特殊成分蜜研究等方面加大中蜂产
业扶贫力度，不断提高蜂蜜品质和
附加值，拓宽中蜂产业链，进一步助
农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家地乡相
关负责人表示。

家地乡开展爱心蜂箱认领助农增收

“三敢三比”丽水之干大比拼

常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通讯
员 林梅远）助推乡村振兴，引领
基层治理。省委组织部日前公布
第二批 51名省级兴村（治社）名师
名单，我市 4 人榜上有名，将充分
发挥传帮带和示范带动作用。

兴村 (治社)名师是我省村社
党组织书记的优秀代表，是促进
乡村振兴、城市基层治理的领头
力量。我市入选的 4人分别是：莲
都区紫金街道金苑社区党委书记
杜有雷、青田县油竹街道油竹上村
党支部书记陈文华、云和县石塘镇
小顺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明、松阳县
四都乡陈家铺村党支部书记鲍朝
火。

杜有雷退伍后扎根社区工作
18年，先后在三个社区担任党组织
书记，因“社”制宜善治理，2009年
任职金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后，针
对金苑社区老旧小区多的实际，通
过做强党建、做活治理、做实服务，
积极创建“和美金苑”，走出了一条
老旧小区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陈文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

间，曾被评为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
书，浙江省新时代万名好党员、丽
水市兴村（治社）名师等，所在村被
评为浙江省善治示范村、浙江省远
教示范点、丽水市民主法治村等。
2019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62.59
万元，相比2005年增长60多倍。

村民人均收入从 2011 年的
8332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 的 25773
元，村集体从开始的零收入到现
在每年有 20多万元固定收入……
陈小明始终坚持和合支部建设为
统领，团结带领两委干部和党员
群众投身村庄治理、产业发展等，
走出了一条“红绿”融合的小顺发
展路子，赢得了群众一致好评。

引进全球十大书店“先锋书
店”，云夕摩加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项目，多家精品民宿相继营业……
近年来，鲍朝火带领村党员干部合
力攻坚，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
经济，先后获得浙江省新时代千名
好支书、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
荣誉，并入围2019年度浙江省乡村
振兴带头人“金牛奖”提名人选。

第二批省级兴村（治社）名师名单揭晓

我市4名“领头雁”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 姚驰 通讯员
李露茜）“你好，我家有一袋纸板
箱和塑料瓶，可以兑换吗？”“您
好，您可以到我们站点兑换，或者
我们上门收购。”日前，云和凤凰
山街道居民陈余基打进了阜安门
社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服务热
线，做成了再生资源回收站的首
单“生意”。

再生资源回收站，是云和凤凰
山街道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
措。回收站兼具回收和宣传两种
功能。在该站点，专门设立了咨询
台、宣传展架，向居民宣传垃圾分
类的意义，介绍如何在社区资源回
收站进行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墙上
悬挂着再生资源回收物品收购价
目表，实行明码标价，废旧电池、灯
泡、过期化妆品、药品等都是可兑
换的可回收有毒有害垃圾，洗衣
液、肥皂、洗洁精等日常用品都是
供居民选择的可兑换产品。

“平时家里存着的瓶瓶罐罐、

箱子盒子，丢了又觉得可惜，不丢
又实在占地，现在社区有了再生
资源回收站，可以变废为宝，实在
是贴心又环保。”居民陈余基拿着
兑换的生活用品笑着说。

在回收站的储存区，暂时存放
着收来的各类废旧物品，回收站
实行废旧物品“日产日清”，每天
会将回收来的物品运送到环卫所
进行专业化处理。

“再生资源回收是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回
收站调动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 极 性 ，让 垃 圾 资 源 更 好 地 归
位。如果居民反响好，我们还将
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商店以‘代收
代储’的模式设立兑换点，提升回
收率，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凤凰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官新荣
表示。

凤凰山街道开设再生资源回收站

本报讯（通讯员 江涛）近日，市
人力社保局出台施行《丽水市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制管理实施
办法》。

该办法明确规定了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内容、学习方式、学时要
求、登记管理服务和系统搭建使用等
事项。在严格执行上级继续教育要
求的同时，对职称申报学时要求、高

研班项目供给、系统分级管理等方面
制定了更加贴心的管理服务举措。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时，继
续教育学时合格年限应与申报资格
规定年限一致且近两年学时合格
（初定专业技术资格规定年限少于
两年的，继续教育学时必须当年合
格）；参加经人力社保部门批准的国
家级、省级、市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研

班项目，给予相应学时并择优给予
办班经费资助。

此外，继续教育学时制系统已
建设完成并即将上线运行。该系统
通过与省级行业继续教育学习系统
纵向对接、与市级行业部门和继续
教育基地学习系统横向对接、提供
线下学习自主申报登记三条路径，
方便专业技术人员线上线下多途径

学习，实现学时档案完整、条目清
晰。同时，系统设置了三个层级的
管理权限，对继续教育学时进行审
核、登记及抽查复审，确保专业技术
人员学时登记服务工作更加到位。

相关人士表示，我市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制管理实施办法
及配套管理系统的推出，为构建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体系，提高专
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提
供了制度保障，为实现和加强管理
服务的系统化和信息化迈出坚实的
一步。

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制管理实施办法出台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魏笑林）近日，记者从市消保
委了解到，丽水首批特色伴手礼
名单揭晓，共评选出鱼跃少不了
礼盒、纳爱斯集团健康锦礼、遂昌
长粽等 15 件“2019 年丽水优选特
色伴手礼”，以及木玩伴手礼、姥
姥 家 红 薯 片 、龙 泉 黄 粿 等 20 件

“2019年丽水特色伴手礼”。
据了解，我市消保委于今年 4

月份在全省率先开展“2019 年丽
水特色伴手礼”评测活动。最终，
经过消费者线上评测以及专家评
委在现场评测会上的综合打分，
评选出 15 件“2019 年丽水优选特
色伴手礼”、20 件“2019 年丽水特
色伴手礼”。

在 35 件首批特色伴手礼中，
有创立 30多年的丽水传人笔业有
限公司带来的秀山丽水钢笔套
装，刻印着应星楼、处州府城、厦

河塔等丽水特色城市风貌，彰显
着丽水独特城市文化底蕴和品
位；有百年鱼跃推出的少不了礼
盒，新颖实用的酱醋组合已成为
旅游馈赠、走亲访友、宴席回礼的
最佳选择；有在水中百煮不烂、上
口软滑柔韧的缙云爽面，凝结着
乡土农家最深的乡愁……

“此次首批特色伴手礼评选，
将进一步促进我市持续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放心消
费在丽水’行动，提升丽水特色地
产商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助力我
市企业复工复产。”市消保委相关
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评选出的 15件“丽
水优选特色伴手礼”将参加“浙江
特色产品伴手礼”评选活动，有机
会推荐至上海进博会，为浙江优
质的产品和企业进一步打开知名
度，拓展市场。

丽水首批35件特色
伴手礼名单揭晓

缙云县大洋镇木栗
村地处偏远山区，距县城
58 公里。这个学期结束
后，这里一个只有两名学
生的教学点将被撤销并
入大洋镇。当地检察机
关一直牵挂着这两个孩
子，人虽少，但法治课一
堂都不能少。近日，缙云
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部门检察官王妃给两个
孩子送去了教学点撤销
前的最后一堂法治课。

记者 程子齐 通讯
员 李鹏程 李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