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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创文明城

热 闹 的 文 艺 演 出 、周 到 的 志 愿 服 务
……日前，美丽城镇雾溪畲族乡雾溪村
热闹非凡，云和县民政局联合多个单位
来到这里开展“进百村、入千户、关爱万
名留守老人”活动，在寒冷的冬日里为留
守老人送去别样的温暖。“我们不仅收到
了日用品，还观看了精彩的演出，真是太
幸福了。”雾溪村留守老人陈金庆高兴地
说。

自 2018 年云和开展“机关党支部主题
党日进百村、入千户、关爱万名留守老人”
活动以来，全县 143 个单位党组织与 71 个
村，3000 多名机关党员与 4700 余名留守老
人达成结对帮扶关系，通过定期走访慰问，
有效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幸福感，让老
人们共享美丽城镇生活美。

云和县财政局第一党支部结对的紧水
滩镇大源村地处偏僻，常住人口屈指可
数。村里 91岁留守老人温章坤腿脚不便，

平常很少出门，除了相依为命的老伴，很少
与外人交往。

自从“百千万”活动启动后，县财政局
的党员经常来他家，陪他聊天，为他干些家
务活，定期对他进行心理慰藉，排解老年人
心中的苦闷，这让温章坤十分开心：“他们
经常来看我，看我行动不便还送来了一张
轮椅，感谢党的好政策。”

“通过结对帮扶工作，不仅增强了机关
党员的为老服务意识，也为留守老人送去
了更多的关爱。”云和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多年来，全县各机关党支部扎实做好
关爱留守老人工作，进一步营造起了全社
会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得到了老人的一
致好评。

安溪畲族乡下武村留守老人柳苏菊生
活困难，前些天，云和县人力社保局机关党
支部党员来到她家中，为她送上生活用品，
帮助她度过寒冬。活动中，党员干部们走
进留守困难老人家庭，为老人们送去大米
和食用油，也通过走访慰问，力所能及地为

老人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温暖他们的心
灵。

通过一次次“百千万”活动，让党员志愿者
感受到“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他们将
持续奔跑在基层服务一线，为更多的人带去爱
与温暖，让更多人感受到幸福感和获得感，助
力美丽城镇创建工作。

据了解，2020 年，云和县各机关党支部已
组织党员进村 379 次，累计帮扶 3607 人次，自
筹帮扶资金 72 万元，发放各类帮扶生活用品
3703件，形成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心有人爱、身
有人护、病有人医、难有人帮”的结对帮扶关爱
网络格局，助力云和县美丽城镇生活美、人文
美建设。

云和：“百千万”工程提升美丽城镇留守老人幸福指数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程鹏鹏 季秀飞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
讯员 崔建霞 曾泽宇）“老底蕴中融入
新元素，西街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了！”暮色四合，华灯初上，龙泉西街历
史文化街区与夜色融为一体，古韵生
香、如梦似幻。经过整体改造提升，龙
泉西街在去年第三届世界青瓷大会上
甫一亮相，便刷爆了当地人的朋友圈，
也成为众多外来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龙泉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最核心的部分，是中国
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随着时代发
展，这里的整体建设以及设施道路相
对老旧，如何在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进
程中找到适合的发展路径，让老街成
为延续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提升
城市品质的重要载体？

对此，2019 年以来，龙泉将西街
历史文化街区列入名城提质重点工
程之一，采取“不停业、不封街、不大
拆、不大建，市场化、渐进式、微改造”
的方式，循序渐进地修复、活化、培
育，通过挖掘老建筑、老街区在当代
的实用性，优化提升商贸文旅方面的
功能，让老街老而不衰，魅力常在。

“修复改造西街，对于龙泉打造一
座独具匠心的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
义。”龙泉市名城保护利用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改造过程中，大家十分
注重“活态”传承和保护，为的就是让
西街“活”起来，“活”得更长久、更精
彩。

去年 6 月份，龙泉正式启动新华
街西侧西街入口、公园路东侧西街入

口整治工程。改造过程中，当地坚持
历史+创新，利用现代施工手段，提升
现状建筑文化内涵，使整条街区风格
流畅、新旧兼容。而在业态规划中，注
重示范引领，陆续把历史文化街区内
30余间国有房产改造后引进新业态，
既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丰富
老街的商旅功能。

位于西街 61 号的“潮玩无界”就
是一个多月前刚刚入驻的新业态，这
家主打图书、文创产品经营的店铺，为
了迎合消费需求，店里特意设置了休
闲咖啡吧，简约风格加小资情调尤受
年轻人喜爱。店铺负责人游尚红介
绍，很多人都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店铺
的打卡照后赶过来的，来这里看看书、
赏赏瓷、喝杯咖啡，成为老街一道靓丽

风景。
不仅新业态带来新活力，老行业

也迎来了新春天。“以往冬季时节老街
会比较安静，而现在客流量比旺季还
要热闹，尤其是晚上和周末，外地客人
特别多，我们的生意也从线下发展到
了线上。”龙泉市民毛丽兴在西街经
营了 25 年棕铺店，他开心地说，改造
后的西街不仅环境美了，人气也猛增，
自己的生意每天大单小单不断。

如今，这条不过 300米的老街，林
立着大大小小近百家店铺，从手工老
行当作坊、传统老字号、地方土特产、
青瓷古玩等特色商业业态，到酒吧、书
吧、咖啡、休闲轻餐等现代业态，不仅
满足文化旅游的基本需求，也成为龙
泉城区游的有益补充。

打造一座独具匠心的文化名城

龙泉“活态”传承保护唤醒沉睡老街

为提高群众疫情防
控意识，近日，松阳团县
委联合县司法局、龙丽
高速等 6 家单位开展志
愿服务广场活动，走上
街 头 进 行 疫 情 防 控 宣
传。

记者 兰雷伟 通讯
员 王雯静 罗怡 摄

疫情防控宣传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
员 夏建微 邹丽）近年来，青田
发生多起外市工程运输车辆装
载泥土运至青田辖区非法倾倒
的事件，对青田市容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近期，青田又查处了一
起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建筑垃
圾的案件，温州某某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被依法予以警告，并处以
罚款4万元整。

据调查，2020年 11月 23日
傍晚 5 点许，当事人温州某某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陈某指
挥公司驾驶员驾驶 6辆重型自
卸货车，到温州市瓯海区瓯海
大道某在建工地，装运该工地
施工建设时产生的弃土、弃料、
砖块等建筑垃圾，并于同日晚
上 9 点许，将上述建筑垃圾运
输至青田县温溪镇温小路封门
殿门口路段，倾倒在道路边侧。

在查明案情后，青田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认为，当事人的

行为已违反《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虽然案发
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但由于其倾倒建筑垃圾方量较
大，且此前当事人因同一类别
违法行为已被温州市鹿城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处罚过 2 次，青
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遂依据相
关法规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予
以警告并处以罚款人民币 4万
元整。

当事人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全额缴纳罚款，青田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将继续督促当事人
对非法倾倒的建筑垃圾进行清
理，确保整改到位。

下一步，青田还将加大对
该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守
护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新的美丽青田。

青田重拳整治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温州一企业在青倒建筑垃圾被罚4万元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朱
敏 通讯员 龚隆淼 唐王裔）上
门宣传、登记信息、指导防疫
……连日来，遂昌县妙高街道
各社区正积极带领和发动广大
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五级联防”机制，坚决
筑牢城区疫情防线。

妙高街道是遂昌主城区所
在地，下辖 8个社区、27个行政
村，拥有常住人口 9万余人，占
到全县常住人口的近5成，是全
县人口流动最密集、商业活动
最频繁的区域，防疫形势严峻。

为此，遂昌县妙高街道在
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社区
— 网 格 — 小 组 — 小 区 — 楼
（道）”层层递进、环环严控的
“五级联防”机制，并充分运用
思维导图模式全方位调动各方
资源和力量投入其中，坚决做
到不留死角、不存盲区。

据该街道城东社区党委书
记唐美华介绍，社区负责辖区
内防疫的全面工作，网格员和
小组长配合社区做好自身范围
内的防疫工作，小区及楼（道）
负责人则更多的是直面群众，
大家都要投入到信息摸排、值

班值守、宣传指导等防疫工作
中，是各有分工又彼此相连，
共同织起了一张巨大而严密的
防疫安全网。

“如今，防疫形势严峻起来
了，我们更要提高意识、加强
作为。”继去年春节奋战了 3个
多月后，城东社区小组长项慧
琴和陈兵 13 日一大早便赴文
明路开展防疫宣传和人员摸排
工作，并第一时间将各类信息
上报至社区。

在守好“大门”的同时，
“小门”也尤为重要。走进位
于城中社区的青云小区，记者
发现，原来三个出入口现已关
闭至一个，并且有保安和志愿
者共同值守，严格落实好亮
码、测温等工作。“小区内不仅
有 300 多户住户，还有数十家
经营户，每天进出多达好几千
人次，可马虎不得。”今年 70高
龄的老党员陆延勇主动报名参
与疫情防控。

截至目前，妙高街道已发
动志愿者 800 余人，发放倡议
书 4 万余份，悬挂横幅 70 余
条，张贴宣传海报 100余处，摸
排出市外返乡人员近 3000人。

在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实行最严密管控

妙高街道“五级联防”
织密城区防疫网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余
俞乐 通讯员 任斌 金晶）近
日，莲都区碧湖镇 1800多家商
铺签订防疫承诺书，并在商铺
门口醒目位置张贴。商铺负责
人承诺自己戴好口罩的同时，
日常经营中会严格做到“测
温+亮码+戴口罩”，把疫情联
防联控落到实处。

入冬以来，为做好冬春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莲都
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
实疫情防控“四方”责任，持续
做好核酸检测、人物同防、隔
离管控、物资供应等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织密筑
牢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疫
情防控网。

疫情防控“四方”责任，即
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责任
担当。1 月 17 日起，碧湖镇疫
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就印制了
2000份商铺防疫承诺书，并在3
天内指导完成辖区内所有商铺
签订，并晾晒了承诺书，压实了
属地和单位、个人的责任。

此外，莲都区还根据疫情
防控的新形势，对重点人员健
康管理实施提档升级，按照非
必要不举办的原则，取消各类
团拜、慰问、联欢、文艺汇演、
体育赛事、展览展销、农村集
市、公园广场舞等活动。

不组织大规模聚会聚餐，
家庭聚会聚餐控制在 10 人以
内，莲都全区按照喜事缓办、

丧事简办，宴请不办的原则，
丧事确需举办的，明确审核报
批程序，人数严格控制在 50人
以下，进行实名登记，并提倡
在莲务工人员就地过年，并出
台相应补助政策。

为增强抗疫效果，莲都区
政府组织召开疫情防控专题部
署会，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
势，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工作
分工，做到来（返）人员排查到
位，要求从严从实从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莲都“党建+网格”体系充
分调动网格员、楼道长等群
体，集中性对省外、区外返乡
人员开展点对点、人对人的全
覆盖排摸，做好重点人员信息
登记、健康监测等工作。

通过在村、社区悬挂条幅、
张贴海报、小喇叭播报、入户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等多样化的
形式，莲都不断宣传普及个人
防护和科学防疫知识，引导居
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专
题制作“主播说防疫”小视频，
及时发布疫情相关通报，避免
传谣信谣。

最后，莲都区专门建立了
物防专班，每周派出3组采样监
测组，对农贸市场、医疗机构、
餐饮店及食品从业人员、外卖
小哥等进行采样检测；加大对
进口货物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排
摸、检测等力度，实行进口冷链
食品闭环管理。

群策群力 严防严控

莲都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阮春生 通讯员 王焱

老人家紧紧握着医疗专家的手，不停地
用方言表达感谢，并祝愿各位专家也长命百
岁。

这一幕发生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城正
达阳光城小区的百岁老人朱燕真家。1月12
日，由丽水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医护人员组
成的专家组，坐上“健康大篷车”将健康服务
送到畲乡，让10位长寿老人在家免费体检。

朱燕真老人今年刚好100岁，“健康大篷车”
的专家走进家门，就受到了老人的热情迎接。
她儿媳妇说，老人得知市里的医疗专家要来帮
她检查身体，一大早就坐在阳台等候大家。

血压测量，B 超、心电图、血生化等检
查，长寿老人主动配合，医疗专家们悉心检
查。医疗专家们还仔细询问老人们的生活
习惯、既往病史及家族病史等，为他们建立
健康档案，提出了健康管理建议。医务人员
还给老人们带去了取暖器等物品，送上冬日
关怀。

朱燕真的儿媳妇在一旁笑着说，老人家脾
气很好，从不生气，平时喜欢吃点零食，喜欢跟

人聊天，年纪越大就越来越像小孩子了。“今天
这么多人来看她，她心里特别开心。”

家住红星街道岭北村的 104 岁老人张
宝隆，是这次“健康大篷车”上门服务的最年
长者。虽然已如此高龄，但他还能自由行
动，时常在门口平地散步，平日还喜欢喝点
小酒。医疗专家为他做了细致的健康体检，
现场出的体检结果显示身体状况非常好。
老人的孙女婿说：“爷爷从旧社会一直生活
到如今的全面小康社会，现在社会对长寿老
人这么关心，老人家好福气！”

“健康大篷车”畲乡之行，除了为长寿老
人做健康体检外，还对老人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社会行为、精神心理等可能与长寿
相关的影响因素做了全面调研和记录。市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钟根龙博士说，希
望通过调查研究长寿老人的生活细节以及
健康体检和随访研究，进一步揭示丽水市作
为“长寿之乡”的健康奥秘。

健康体检和咨询服务结束时，长寿老人
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健康大篷车”缓缓
启动，冬日暖阳下，长寿老人们脸上露出了
温暖的笑容。

市医疗专家组团赴畲乡景宁送服务——

“健康大篷车”开到百岁老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