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麻萌楠 朱敏 通讯员 廖浩平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在遂昌县金竹镇梭溪塘岭村，
有这样一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他名叫黄子长，
虽已 93 岁高龄，但身体仍旧硬朗。他说，《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是他永生难忘的歌，现在还会时而哼
唱。

“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却还像发生在
昨天。那些人、那些事一直在眼前出现。”黄子长老
人边搓手边回忆。随着老人的思绪，记者回到了那
战火纷飞的岁月。

黄子长的老家就在梭溪塘岭村，从小困苦的生
活，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刚毅的性格。1951
年 1 月，在村里得知抗美援朝征兵的消息时，他立马
就报了名。“有机会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去。”黄子长
说，虽然自己没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但当时就是
想去当兵。

响应国家号召，24 岁的黄子长入伍成为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的一名战士。在部队锻炼近一
年后，1952 年，他踏上了奔赴朝鲜前线的征程。

“那时候敌人的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经常俯冲
着向地面的房子和遮掩物进行轰炸，到处是烟雾，看
不见东西。”黄子长说，当时他是前线某部队 3 营 10
连的一名步兵，炮弹的轰炸声和雨点般的机关枪扫
射声，让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他尤为震撼。

据黄子长回忆，在朝鲜的日子里，危险四伏。有
一次，他和战友正在执行任务，发现一名可疑的美国
士兵正在巷子里埋地雷。他和战友当机立断，从巷子
的不同口子进入，直接捉住了敌人，这才化解了地雷
隐患。

还有一回，黄子长和副班长及另外两位志愿军战
士在执行任务期间偶遇美军的碉堡。碉堡的形状类
似一个巨大的三角体，他们四人分头行动，从碉堡的
不同方向绕过去，布好炸弹，随后引爆，成功炸掉了敌
方碉堡，也因为这次英勇的表现，他们荣立了三等
功。但遗憾的是，他的两位战友后来牺牲了。黄子长
回忆，刚才还在说话的战友，转眼就牺牲在眼前，那种
悲痛难以形容。说到此处，黄子长老人红了眼眶。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后，黄子长留在新川和战
友们一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1956 年 3 月，他
复员回到家乡，在当地的煤矿工作。但黄子长的膝
盖和股骨都在战争中不同程度受了伤，股骨头至今
仍有后遗症，时而作痛。“虽然身体受了伤，但比起
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已经十分幸运了。他们为祖
国和人民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在我眼中，他们才
是最伟大和最可爱的人。”黄子长说。

如今，闲暇之余，黄子长经常给子孙们讲述当年
抗美援朝的故事，把他当年在朝鲜打仗的经历细说
一遍，让孩子们不要忘记英雄先辈们的付出。经历
过枪林弹雨的岁月，黄子长更加感叹现在美好的生
活来之不易。在老人心中，这段历史刻骨铭心，永生
难忘。

黄子长：

和平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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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系列报道

日前，龙泉 89 岁的老
战士江德芳老人，向前来
慰问的龙泉长运青年团干
以及少先队员代表们介绍
自己的勋章，并深情讲述
了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的战斗故事，为孩子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记者 戴昕律 叶炜婷
通讯员 周一力 摄

“多亏了用水用气报装一件事政策，项
目用气外线施工很快对接上，现在花园路
上的天然气外线改线已完工，可以为我们
工程节省两至三个月的工期。”近日，市区
江滨商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孙志敏说。企业
完成投资项目备案，华润燃气公司市场部
主动上门服务，提前对接设计方案，并代办
外线施工审批。

此事得益于我市进一步推进用水、用
气报装便利化行动。今年，我市着力推进
深化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 2019年完
成用水用气报装“431”目标任务基础上，再
提标提速，今年 9 月，实现用水用气报装 3
个工作日内 2个环节 1份材料，其中企业投
资新建工程项目用水用气报装实现“零上
门、零材料”申报。

据了解，主要是采取紧扣“三个精简”，
铺设惠企“报装快道”。一是精简用户报装
环节。用水用气报装压减至“用户申请、装
表接通”2个环节，并通过开展“一站式”服

务，接受用户委托，全程代办设计方案、行
政审批手续办理、施工等工作。二是精简
用户报装材料。通过政务平台共享相关办
理信息，严格执行“四免”原则,取消与用
水、用气报装无直接联系的一切材料，将用
水、用气报装申请材料减少至 1 份（含）以
内。三是精简用户报装时间。根据企业用
户需求，及时开展现场勘查，确定设计方
案，加快外线、装表施工、竣工验收，为企业
报装做足准备，从用户申请到通水通气不
超过 3个工作日。

改变之处还在于，原先企业报装用水
用气，各行政审批部门自行组织现场踏
勘，不仅企业需多次接待，效率也较低。
推行用水用气联动报装便利化改革后，根
据企业用户需求，组织行政审批部门进行
联合现场踏勘，实现踏勘一次到位。供水
供气企业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加快外线、
装表施工、竣工验收，为企业报装做足准
备。经过改革，用联合审批代替多头审

批，用联合踏勘代替分头踏勘，现场踏勘
次数从最多 6 次减少为 1 次。9 月 25 日，
丽水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和丽水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通过投资在线平台 3.0（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2.0），发起金周农
民新社区北地块项目的用水用气外线施

工联合审批申请。经初审，该工程用水用气
支管从花街路预留口接入，需挖掘城市道
路。建设、自然资源等部门组织现场联合踏
勘，并于 9 月 27 日办结外线施工联审综合审
批。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推行外线施工审批

承诺制，突出信用建设。制定占掘城市道路、
绿化等 13 个行政审批事项,按照企业用水、用
气接入工程施工要求和监管重点,统一制定审
批事项的承诺标准，实行“承诺受理、分项告
知、信任审批、全程管控”。丽水市绿谷信息产
业园北区块商住用房项目，确认用水用气预留
口均位于括苍路西侧，外线施工区域仅为人行
道，不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安全。企业线上提交
外线施工承诺书后，建设、自然资源部门即作
出许可决定。

加快推进我市企业用水、用气报装改革是
省级推动便民利企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也是
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化行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又
是深化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向公共服务领
域延伸的重大改革举措。接下来，我市将聚焦
用户体验，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加强部门协
同，汇聚“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合力，优化用水、
用气报装营商环境，形成具有丽水特色的新亮
点、新标识。

（李倩 撰稿）

紧扣“三个精简” 铺设“报装快道”

推进企业用水用气报装更便利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景）近日，景宁畲族自治县公
交公司将 1路、2路和 7路等三条公交班线延伸至东弄
畲寨、千峡湖码头等景点，并延长公交运营时间，方便
市民和游客出行。

近年来“旅游＋交通”融合发展已成为全域旅游的
一大特色，公交班线的优化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公交服
务保障水平和群众出行满意度，不仅助推了景宁“快旅
慢游”新型交通体系日益完善，也将进一步助力畲乡景
宁交通治堵和 5A级景区城创建工作。

此次公交优化调整主要立足三个方面：一是调整
三条公交线路始发站，将始发站延伸至东弄畲寨、千峡
湖码头等；二是增设公交站点，沿途增设了畲乡古镇、
三月三广场、金山垟畲族村等新站点；三是开通公交夜
班车，将 1 路公交末班车从 17：40 调整至 21：40，进一
步方便市民和旅客公交出行。

景宁优化公交班线
助力“快旅慢游”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云）今年以来，庆元
县交通局交通窗口以机构改革、人员调整
为契机，以教育、警示、监督为重点，做好

“廉政+”文章，打造“廉洁交通、廉政窗口”，
为庆元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廉政+文化”，纪律入脑入心。交通

窗口结合“最多跑一次”“网办”“掌上办”
等业务实际，积极参与有关廉政建设会
议、廉政知识竞赛 6场（次），交通窗口全
体人员集中学习党风廉政知识，每季度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谈话，大大提升了窗
口全体人员的廉政知识。

“廉政+防控”，严防腐败风险。针对
交通事项行政审批工作环节存在的潜在
风险，组织全体窗口干部查找廉政风险
点，制定防控措施，签订廉政承诺，推进
审批、服务示范建设。根据最多跑一次
要求，下放、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3 项，梳

理事项清单 152 项，进一步规范窗口审
批权力事项运行。

“廉政+服务”，护航交通发展。交通
窗口全体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做好服务工作。交通窗口将廉政教育与
跑团下乡服务相结合，共办理事项 29
件，接受群众咨询 90 余次，发放宣传资
料 200 多份，指导群众“网上办”“掌上
办”800余人。提升了全体人员清廉服务
能力。

庆元“廉政+”护航交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张靓）
10 月 27 日，全市农业农村局长读书会
（工作交流会）在丽举行，重点聚焦“三
农”工作，共谋丽水农业农村发展，为“重
要窗口”增添更多丽水“三农”风景。

读书会既是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又
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任务。莲都区农业
农村局介绍了生猪增产保供的工作方
法。紧扣“扩”“增”“稳”三字诀，通过政

策扶持助力、项目服务用力、技术支撑给
力，新建生猪增产保供项目投资近 10亿
元。预计到 2021年，全区生猪出栏产能
46 万头，自给率 256%，有望跻身全省重
要生猪供应基地。

庆元县农业农村局分享了《“一户一
策一档一干部”结对帮扶》工作，“一户一
策一档一干部”共有八个方面的措施，在
具体落实层面结合每位农户的具体情

况，宜养则养，宜种则种，宜工则工，政策
的叠加对于农民增收 15%以上的目标是
重要的保障。前三季度，全县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 4.79亿元，增长 3.2%，增速全市
第二；农民收入 15326 元，增长 8.1%，增
速排名全市第二。

“上级的政策进一步宣传贯彻，基层
的好经验得到提炼总结和交流。”市农业
局产业发展处处长林军明说，读书会让局

各个业务处室进一步了解了基层发展的
好经验，能够更好地结合部门职责进行推
广。各基层单位在会上作的工作分享，也
可以作为其他基层单位方法加以推进。

此前，市农业农村局还邀请了著名
“三农”专家就“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与重
构新型集体经济”作了专题讲座。既介
绍了产业分类，同时也强调了产业衔接
和融合，农业不应该仅仅注重传统的种
植业、养殖业，还要重视加工、物流以及
数字农业。

会上，市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黄力量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增
添更多丽水“三农”风景》为题作了专题
报告，并研究部署了 2021年农业农村工
作思路。

为“重要窗口”增添“三农”风景

全市农业农村局长读书会在丽举行

本报记者 丁罡 姚驰 刘奇

“氮肥长苗，磷肥促花。现在正是关
键期，施肥一定要科学高效；花田的排水
也要做好，收花的时候要是浸了水，品质
就会下降……”在四川省南江县红光镇的
杨梅套种金丝皇菊示范基地，汤碧荣仔细
叮嘱种植户。

“原来只是粗通农事，现在我可是地
地道道的农活专家啦。”汤碧荣打趣说。“今
年又是一个大丰收。”看着长势喜人的金丝
皇菊，红光镇副镇长李正东笑容满面。

汤碧荣是丽水市缙云县副县长，2018
年 4 月，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组织的重
托，他满腔热血火速入川到巴中市，挂职
任南江县委常委、副县长，成为了一名扶
贫干部。

南江县位于四川东北边缘与陕西省
交界处，属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12"
汶川大地震重灾县，境内地形复杂，溪沟
纵横，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截止 2017年底，全县仍有 2.74万人未
脱贫。来到南江后，汤碧荣第一时间深

入扶贫一线，围绕“精准扶贫”和“两不愁
三保障”抓调研，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就走
遍了各个部门乡镇和贫困村，用脚步丈
量民情，用真诚和群众沟通，尽全力找准
扶贫协作突破点。

越是深入了解越深感责任在肩，时
间紧迫。汤碧荣忘记周末、忘记节假日，
有的是翻不完的山，拐不尽的弯，在陡峭
山路上行进时，人在车里往往只见蓝天
不见路，汤碧荣暗暗下决心：即使再难，
我也要在这片蓝天下为老百姓找出一条
脱贫致富路！

产业兴则百业旺，产业扶贫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立足“南江所需，缙云
所能”，汤碧荣因地制宜，将缙云的强项茭
白产业移植到南江，把发展短平快的茭白
产业作为助力南江县脱贫攻坚的第一仗。

南江民风淳朴，但是信息相对闭塞，
群众缺少敢闯敢创的精神，接受新鲜事
物比较慢。“茭白是什么？怎么种？卖给
谁？”当汤碧荣兴冲冲地把茭白产业推荐
给村民时，村民的一个个顾虑为他的满
腔热情泼了瓢冷水。但汤碧荣没有气
馁，仍然耐心地挨家挨户作动员。

2018 年 4 月 6 日，经过 43 个小时长
途运输的缙云茭苗终于落地南江，“千里
送茭苗”，建立了红光镇茨竹村，长赤镇

莲池村、永新村 3个茭白试种基地，共试
种茭白 65 亩，是全省第一个启动、第一
个落地、第一个出产品的浙川东西部扶
贫协作项目。

那段时间，汤碧荣几乎天天“泡”在
茭白田里。通过努力，茭白试种终于成
功，长赤镇莲池村的贫困户刘昌国试种
的 2.1 亩茭白，亩产收益达到了近万元，
这比种植传统水稻收入提高了 10多倍，
茭白被当地群众称为烂泥田长出的“金
疙瘩”，也就是那时候起，当地群众开始
亲切地称呼汤碧荣为“茭白县长”，还用
他的名字撰写了一副“碧水青山，荣惠南
江”的对联。

一根茭白致富一方百姓，从试种成功
到大规模发展，茭白产业的高经济收益大
大激发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通过“千里送茭苗、千里送化肥、千里
送专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因地制宜
嫁接复制，南江仅用 2年时间就走完了缙
云 30 多年的茭白发展史，带动了周边
8600多名贫困群众受益增收，南江成为
了川东北最大的茭白种植集散中心，茭白
也成为了南江带不走的富民产业。

有了好效益，村民们的积极性自然
就调动起来了。此后，在汤碧荣的努力
下，杨梅、缙云烧饼、雷竹等产业扶贫项

目纷纷上马，不断激发南江群众脱贫奔
康的内生动力，实现输血向造血的升
华，就业向创业的升华，脱贫向致富的
升华。

谋划一件干成一件带动一片，2020
年，记者在南江县看到了浙川东西部扶
贫协作的成果：纬度最高的红光东魁杨
梅，家乡味十足的南江“缙云烧饼”，被称
为“美人腿”的南江“美人茭”，一地多收
的套种“金丝皇菊”，与四川腊肉绝配的
乌尖小叶“雷笋”，三年即可见效的大葡
萄，用高海拔千年南江大叶茶制作的“光
雾岩”茶……截至目前，南江已累计发展
浙江特色产业茭白 5100余亩、杨梅 6000
余亩、雷竹 6500 余亩、套种金丝皇菊
2600余亩，打通全产业链，成功打造了千
亩“茭海”“梅海”“竹海”“花海”“茶海”，
农旅融合，带动了 3.2万余名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很好地助力了南江脱贫摘帽向
乡村振兴的跨越衔接。

扎根南江三年，汤碧荣俯身秦巴山
区扶贫一线，用产业扶贫向脱贫攻坚宣
战。在他的努力下，资源变成了资产、资
产变成了资金，“两山”通道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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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汤碧荣，男，2018 年 4 月赴四
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挂职，任县委常
委、副县长。派出前任缙云县政
府副县长。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