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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叶慧书

“亲爱的侠姐，大家一直都想
叫你一声‘侠妈妈’，因为这么多
年来，您一直像妈妈一样关爱着
我们……”

看着手中的母亲节贺卡，泪水
轻轻从侠姐的面颊滑落。5月 9日，
100 个青少年齐聚市区南明门，有
的甚至是从天南海北特意赶来，只
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为他们心
中的“侠妈妈”送上节日的祝福，并
一起为她庆祝 48岁生日。

“侠姐”名叫贾维侠，人如其名，
有着一腔侠骨柔情。

早年，从安徽来到丽水的贾维
侠在市区办了一家来料加工作坊。
因为为人坦诚率真，来作坊干活的
姐妹总爱找她倾吐烦心事，而她不
仅是很好的倾听者，还是一个十分
用心的调解者，谁家两口子吵架，哪
家婆媳打冷战，只要经她一番开导，
心结总会很快打开。

一来二去，不仅作坊的员工，就

连左邻右舍也上门找贾维侠调解，
甚至有人特意从外地赶来丽水，指
定要她调解矛盾。于是，“侠姐”的
名号便叫开了。

2008 年 2 月初，侠姐通过招考
成为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白云派出
所的一名辅警，2018年，“侠姐调解
工作室”在白云警务室挂牌成立，身
为党员的侠姐有了一个新的口号：

“我是党员，我为你服务”。
十余年时间里，侠姐已调解了

1000余起矛盾纠纷。
“我们这 100个孩子中，有像我

一样，因侠姐而走上志愿服务道路
的‘侠二代’，也有她多年来曾经帮
助过的孩子。我们都很爱很爱侠
姐。”“90后”姑娘赖晨怡是这场特殊
生日会的发起人之一，去年从上海
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
到丽水，成为“侠姐调解工作室”的
一名全职志愿者。“我也想像侠姐那
样，通过帮助别人实现人生价值。”

10 年前，因一次偶遇，赖晨怡
认识了侠姐。“大家都知道侠姐热心

于调解纠纷，但其实，这么多年来，
她关爱呵护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
子、残疾少年所花的精力更多。”

男孩小雨是赖晨怡跟着侠姐去
帮扶的第一个“特殊孩子”，回忆起
这一幕，她记忆犹新。

小雨的父母离异后，刚刚念初中
的他只能跟着奶奶生活。缺少了父
母的关爱，这个男孩十分抵触和外人
交流。“虽然小雨一直不肯开口，但侠
姐总是面带笑容地和他聊天。一次
两次三次，那段日子，侠姐每周都会
去陪小雨，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小雨曾经跟侠姐说，自己长大
后要成为一名国际导游，这样就能

“顺道”去国外看爸爸。侠姐听后，
内心五味杂陈，但还是笑着不断鼓
励他，勇敢地去实现这个目标。

去年，小雨真的在杭州考取了
导游证，他把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
侠姐……

十多年来，因侠姐而积极面对
人生的孩子还有许多。2019 年 8
月，侠姐将放在心中多年的“陪伴者

计划”付诸行动，60 多名大学生志
愿者闻讯而来，和侠姐一道，定期帮
扶 300 余名特殊儿童。一年多来，
侠姐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她自掏
腰包买牛奶、水果等礼物，带着志愿
者下乡进村陪伴困难儿童，足迹几
乎遍布莲都区的每个角落。而对于
这位嘘寒问暖的“侠妈妈”，孩子们
也喜爱得不得了。

如今，侠姐曾经帮助过的很多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当天的生日会，
有人从西安、上海等地特意赶回丽
水，只为将玫瑰送给他们敬爱的“侠
妈妈”。

看着一张张写满感恩和爱意的
贺卡，侠姐动情地说：“虽然我很爱
这些孩子，很高兴跟他们在一起，但
我更希望需要志愿者去陪伴的孩子
能越来越少，希望天下的孩子们都
能在父母的悉心陪伴下，健康成
长。”

母亲节，“侠妈妈”的100个孩子为她庆生

争当市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本报讯（记 者 叶 江 通 讯 员
刘伟青）“凤鸣村，191.5 分，排名第
一；敏河村、港口村，190分，并列第
二……微信小程序里可以查看详
细排名。”近日，一份村社成绩榜单
在莲都区联城街道召开的党建统
领基层智治第一季度村社“六和擂
台赛”上发布。这是该街道线上运
行“六和智治”基层治理综合集成
应用考评以来，召开的第一季度数
字化考评擂台赛。

为解决基层治理力量分散、党
建聚和力不强等问题，联城街道于
2019 年实施了党建统领基层治理

“五联六和”工程，又在此基础上，
充分利用和对接全省政府数字化
转型成果，自主研发建设了集任务

交办、民情通道、待办清单、六和考
评、民情画像等应用模块于一体的

“六和智治”基层治理综合集成应
用，初步实现了基层治理“党建统
领、整体智治”。2021 年 1 月应用
上线以来，累计访问次数 70529次。

“五联指的是力量联合、工作联
动、品牌联创、家园联治、服务联心，
在此基础上研发‘六和智治’集成应
用。”联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海勇介
绍说，“六和智治”集成应用，主要可
归结为六大模块、三大流程、三大指
数。六大模块就是将基层治理任务
整合为“党建聚和、发展顺和、环境
畅和、社会安和、民生丰和、文化润
和”六个体系；三大流程就是围绕各
模块最小颗粒度事项清单的“任务

交办、执行监督、结果考评”三大环
节，进行场景化协同和数字化集成；
三大指数就是街道及村社落实基层
治理任务的“六和指数”、支部对党
员管理的“红心积分”、村社治理的

“家庭和谐码”。我们将通过街道、
村社、支部等几个层级，以手机移动
端实现任务执行全过程的监测、管
理、考核工作。比如第一季度的“六
和擂台赛”，就是通过线上量化考
评，明晰各村社扣分原因，得出该村
社第一季度在基层治理上的数字画
像。

“外出党员要按规定办理《流动
党员活动证》，主题党日、支部会议、
志愿服务等组织活动要积极参加，
要开展党员责任区联系服务群众的

走访……这些事项都是纳入支部
‘党员红心积分’考评的。”在主题党
日活动上，苏港村党支部书记陈成
满向与会党员认真解读“红心积分”
考核规则。在做好村社“六和指数”
动态考评的同时，联城街道还组织
22 个村社对各自支部党员进行了
线上的“党员红心积分”考评。

下一步，联城街道将以“六和智
治”集成应用的推广、升级、使用为
抓手，努力写好基层治理数字化改
革的“联城方案”，探索形成“党建统
领+精密智治+绿色发展”的乡村振
兴之路。

微信小程序联动线上线下

联城街道“六和智治”创基层数字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林兴亮）“我们原先的地名承载着
各个历史时期几代人的记忆，如果
没有这书，我们的后代可能都不知
道我们祖辈的根在哪。”近日，云和
县 编 撰 的《历 史 的 印 迹 ：云 和 县
2010~2019 年 注 销 的 行 政 地 名 概
况》正式出版发行，收到该书的云
和县凤凰山街道贵溪村村干部王建
跃非常感动。

据了解，因城市化建设和行政
村（社区）规模调整等原因，云和县
在 2010年至 2019年，先后共注销行
政村名称 115个。

为了将这些即将消逝的记忆乡
愁传承延续，云和县民政部门地名
办工作人员，历时一年多，将全县
所有被注销的 115个行政村的地名
资料，从行政村的建立、历史沿革、
名称来历、消失原因等方面进行重
新审核、考证并收录驻地资料照
片，尽最大可能保留消失地名的文
字、照片以及历史资料。该书编辑
成册，印刷出版后，分发给全县各
乡镇（街道）和相关社区、行政村以
及相关居民，获得了群众们的一致

好评。
“地名地名，因地而生，因地而

存。地名中潜在一种凝聚力和亲和
力，它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深刻的
含义。”云和县地名办主任陈小红
介绍说，“例如原元和街道古竹行
政村系城中村，在 2019年村改居中
注销了行政村名称。该村历史悠
久，据武威郡《廖氏宗谱》记载：‘廖
氏承宪偕弟承灵于明崇祯年间，由
闽漳宁林徒县之南古竹庄，因地景
美，碧水环前，川流不息，翠屏列
后，四序长春，屈指三百余年’。民
国 28年古竹属南溪乡一保，建国后
古竹建立古竹行政村，1961年改为
古竹大队，1984 年又改设行政村，
现如今，古竹并入了元和社区，从
此，古竹行政村的地名便从云和县
地图上抹去，不复存在了。如果不
及时将这些消失了的行政村概况收
集起来，后人就会不知道历史事件
发生的地点在哪了。”

“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地
名文化遗产，筑牢民众固有的精神
家园、永续乡愁。”陈小红说。

云和为“消失”的
行政村地名著书留史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兰天）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对业务系统进行迭代升级，租房
提取公积金实现“智能秒办”，该业
务上线以来，已完成智能审批 1331
笔。

据了解，我市租房提取公积金
去年已实现了零材料、掌上办。缴
存职工通过浙里办APP提交租房提
取申请，经人工审批通过后当日到
账。现升级后，由人工审批变为业
务系统智能审批，实现了“秒办理
秒到账”，进一步提升了缴存职工
的办事体验。

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加大对住房租赁市
场的扶持力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市场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住房
公 积 金 限 额 由 800 元/月 上 调 至
1000 元/月。政策利好叠加线上办
理便捷度，今年以来，我市租房提
取公积金业务快速增长，1—4月我
市办理租房提取业务 6932笔，同比
增长 104.54%，占全部提取业务的
30.62%。

“接下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将
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深化‘数智公
积金’建设，着力推进政务服务‘智
能网办’‘跨省通办’‘全省通办’，使
群众企业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更便
捷、更智能、更高效、更有温度。”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

“秒办理秒到账”

我市租房提取公积金实现“智能秒办”

母亲节前夕，景
宁畲族自治县浮丘
幼 儿 园 6 个 班 级 的
170 多位小朋友，在
巧 手 课 堂 上 用 纸 、
笔、剪刀等工具制作
各类送给妈妈的节
日礼物，并写上美好
的祝福语句，祝妈妈
节日快乐。

记者 陈炜 特约
摄 影 记 者 李 肃 人
摄

妈妈
节日快乐

本报讯（记者 杨敏 吴丽萍 通
讯员 张俊卿 吴雨臻）连日来，庆元
县岭头乡大际头村稻鱼共生基地
里，几台农用拖拉机有序耕作，村
民忙着堆积田埂，为接下来的插
秧、放鱼苗做准备。岭头乡依托

“十大产业能人”工作室这一平台，
引入稻鱼共生系统，发挥新农人作
为“领头雁”的带动作用，探索将闲
置田变为“致富田”。

该乡稻鱼共生基地由村集体出
资，前期投资约 18 万元，主要用于
购置机械、谷秧鱼苗以及人力费用
等，流转土地 300 亩，用于稻田养
鱼。

大际头村地处偏远，是一个传
统的农业村庄，年轻人外出务工，
村内留下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原
本肥沃的农田大多荒废，多年来村
集体几乎没有经济造血能力。

发挥强村公司的作用，加大“稻
田养鱼”品牌的建设力度。“稻田养
鱼不仅能促进村集体增收，还能消
灭水田中的越冬害虫、野草等，节
省肥料成本。”大际头村党支部书

记吴延平说，田鱼是生态大米的
“形象代言人”，这样的绿色产品，
销路肯定不愁。

大际头村的情况，在庆元东部
乡镇很普遍，岭头乡立足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着重攻克稻田养鱼过
程中的困难，积极与庆元县粮食收
储有限公司对接，由该公司负责收
购稻谷，为村集体解决后顾之忧。
同时邀请县级水稻种植专家深入田
间“把脉问诊”、开设现场课堂、小
讲堂等进行技术指导，在水稻种植
育苗、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方面“传金送宝”，更好
地提升水稻种植管理技术水平。大
际头村通过对产业转型升级，提高
专业合作社的科技素质和管理水
平，探寻适合自身的新主导产业，
实现长效“消薄”。

“消薄”工作关乎民生福祉。岭
头乡党委书记吴孔斌说，“将紧扣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重新梳
理规模化推进生态、高产型发展新
思路，形成连片、标准化稻田养鱼
的发展格局。”

新农人当“领头雁” 闲置田变致富田

庆元岭头乡
推进稻鱼共生发展新模式

5 月 6 日晚上 11 点 40 分，云和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与群众合力将
一落水男子救援上岸，并对落水男子进行人工呼吸与心肺复苏。目前，落
水男子正在医院救治中。

通讯员 胡昌清 李依朵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景）为进
一步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保障市民
和游客出行畅通，今年“五一”期间，
景宁连续第9年开展“节假日免费乘
公交”活动。经统计，五一小长假共
免费运送市民和游客13.7万人次。

景宁按照“全民共庆、实惠共享”
原则，组织开展节假日免费乘公交活
动。期间，全县所有公交车供广大市
民和游客免费乘坐，车前挡风玻璃统

一放置“节假日免费乘坐”服务标识，
方便市民和游客识别乘座。所有公
交车驾驶员也统一着畲族特色服饰，
加上畲乡特色公交站亭，成为县城一
道靓丽的风景，为“五一”小长假营造
出浓厚的喜庆气氛。

来自南京的游客张女士一家五
口 5月 2日来到景宁，得知这么多景
点都可以乘坐公交直达，全家人决
定采用公交出行。“我们觉得景宁的

免费乘公交活动和公交查询服务真
是太好了。从景点回来后，乘座免
费公交就可以直接回到宾馆，这种
感觉真的非常棒。”

经统计，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
每日公交载客量是平时的 2至 3倍，
每天有 365 个班次，约 2.74 万人次
享受到免费乘座服务。除劳动节
外，该县还会在每年的春节、畲乡

“三月三”、清明、端午和国庆节等重

大节假日期间组织开展免费乘座活
动。9年来，共有 125万人次享受到
免费乘座服务。

景宁县交通治堵办相关负责人
说：“该活动一方面倡导‘低碳出行、
绿色交通’理念，鼓励市民出行多采
用公共交通工具，解决了节假日出行
路上拥堵和停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也充分体现和诠释了‘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的理念，给乘客带来实惠。”

景宁公交“五一”长假免费运送市民游客13.7万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黄懿 邹逸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陆续出台了许多鼓励产教
融合的文件与政策，其中不乏一系
列税费优惠政策。

为帮扶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
策，缙云县税务局组织专家服务团
队，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开展上
门辅导，针对投资额界定范围、政策
执行期限、下属成员单位可否享受
优惠等问题进行集中答疑；并依托
征纳沟通平台，通过远程视频“云辅

导”的方式，定期为企业答疑解惑，
跟踪政策落实效果。

“通过几年的校企合作，我们帮
助丽水学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专业光源与照明，学院也为我们输
送了 600多位专业对口人才。‘产教
融合’模式一方面普及生产技术、促
进学生就业，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
堵住人才缺口、提升生产效益，现在
又有‘产教融合’税费优惠政策扶
持，我们对前景非常看好！”浙江山
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林

叶伟说。
据悉，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是 2019-2020 年度 106 家省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之一。企业创建
于 1993 年，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环形荧光灯和 T5
直管荧光光源制造企业，其 2018年
LED出口量达全球第一。通过数年
筹划推进，该公司已与丽水学院、缙
云县职业中等专科学校，联合建立
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设立专
项奖学金，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等方式进行深度合作。
依照相关政策规定，“产教融

合”试点企业可按投资额的 30%比
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费附加。作为全市唯一一家试
点企业，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预计将享受税收优惠 240 余万
元，目前已减免额度达 15万元。未
来缙云县税务局还将进一步加大扶
持力度，助力“产教融合”型企业发
展迈上新台阶。

税费优惠为“产教融合”企业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