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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林剑平）“建立监
督网格防控风险、搭建数字化平台赋能
监督、开展专项检查促整改，是我们‘清
廉电力’建设的‘三大法宝’，大家眼前
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监督网格示意图，它
把整个电力系统划分成监督网格，每个
网格都设立了监督联络站⋯⋯”

近日，在景宁县“清廉国企”建设
现场交流会上，作为 2020 年度创成示
范型“清廉国企”的标杆单位，国网景
宁 供 电 公 司 代 表 化 身 为“ 清 廉 帮 带
团”，为全县 2021年申报“清廉国企”的

7 家国有企业代表就“清廉国企”建设
的有关经验和做法“传经送宝”。

全程指导、经验共享是“清廉帮带
团 ”发 挥 帮 带 作 用 的 两 大 实 招 。 在

“清廉帮带团”机制的运行中，实施创
建成果“一月一报送、一月一晾晒、一
月一会商”机制，“清廉帮带团”针对
每月清廉建设推进情况进行分析会
商 ，亮 晒 清 廉 建 设“ 模 范 生 ”“ 后 劲
生”，及时向各创建单位反馈存在的
问题，提炼总结可学习、可复制的创
建经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不仅如

此，“清廉帮带团”还牵头制作了“清
廉建设口袋书”，制定《2021 年清廉畲
乡创建指引》，确保清廉建设既有“导
师”又有“教材”，为工作落实明晰了
方向。

此外，景宁县纪委还将清廉畲乡
建设列入年度政治监督项目化选题，
明确“清廉帮带团”督导责任，依托片
区协作机制开展联合督导工作。国网
景宁县供电公司在积极推进督导工作
过程中，配合“清廉帮带团”提炼总结
出“ 九 查 九 看 ”督 导 清 单 ，从 组 织 领

导、工作举措、成果展现上对清廉国
企建设推进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提供
创建督导参考，进一步夯实巩固了帮
带作用。

截至目前，“清廉帮带团”已开展
清廉畲乡建设各类监督检查 4次，检查
单位 12 家，发现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7 个，推动问题整改 6 个；组织专题
调研交流 2 次，帮助 20 余家清廉创建
单位相互交流、促进，初步形成各具特
色的清廉机关品牌 15 个，清廉村居品
牌 6个。

国网景宁供电公司“清廉帮带团”助力清廉畲乡建设

我们的节日

—— 中秋节

本报讯（记者 曾翠 徐丽雅 通讯员 钟晓佳 张青
青）“谢谢你们还挂念我们这些老人家，今年的麻叶麻糍
和月饼都很好吃，麻叶刚摘的吧？新鲜得很啊！”日前，
收到党员志愿者送上门的中秋礼物，景宁郑坑乡的雷月
良老人满脸笑意激动地说。

又是一年中秋时。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向
深入。郑坑乡党员志愿者与村民们一同动手制作麻叶
麻糍和月饼，并走村入户分发给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共
庆团圆佳节，回忆光辉党史。

郑坑乡是景宁县内畲族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郑
坑麻叶麻糍是畲乡特色小吃，曾亮相 2019 年中央电视
台《中秋大会》。制作麻叶麻糍要将新鲜采摘的高山麻
叶加工后与水、优质大米粉一起揉捏，制作成各种精美
的形状后上锅蒸熟。在制作过程中，志愿者们和村民围
成一团，你一句我一句地拉家常，现场不时传出一阵阵
爽朗的笑声。

品美食，听党史。郑坑乡吴布村81岁的畲族老人雷
玉隆，用畲语为大家讲述他叔叔雷延会烈士在革命年代
的英雄事迹。年轻党员同志也踊跃发言，深刻感悟党为
人民群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家在中秋传统文化的
氛围下忆苦思甜，坚定信仰，共话团圆。

“ 恰 逢 建 党 一 百 周 年 之 际 ，我 们 希 望 借 传 统 中
秋 节 的 文 化 氛 围 ，让 郑 坑 乡 党 员 干 部 学 史 力 行 ，以
实际行动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
一 步 增 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成 效 。”郑 坑 乡 党 委 副 书 记
陈叶敏说。

走村入户度中秋 忆苦思甜学党史

景宁郑坑党员志愿者
为群众送别样中秋礼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郑佳仑 通讯员 徐文翔 柯
欢素）中秋佳节倍思亲。近日，莲都区人力社保局联合
丽水万控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举办“才聚浙丽·留
莲忘返”——中秋茶话会，为来自甘肃兰州、酒泉等地就
业实习的 44 名学生送上节日的问候与关怀，纾解外来
学生的思乡之情，解决他们在实习工作中的“急难愁
盼”。

茶话会上，大学生代表各抒己困、交流互鉴。“我是
甘肃庆阳的，来莲都实习两个月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企
业跟政府对待我们像家人一样，之前为我们举办了满月
会，今天还特意给我们送来了中秋的问候，很感动。”万
控科技公司的周义繁这样说道。

现场还邀请实习“前辈”作经验分享。“我是 16年毕
业来莲都的，从‘万控班’出来以后，直接到车间的基层
管理岗位上，就业情况很明朗，这边的企业文化和人社
部门关心也让我非常满足现在的工作状态⋯⋯”毕业于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陈自帅，于 2016 年加入莲都人社
部门联合企业开办的“万控班”，毕业后来莲就业，在经
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后，如今已是丽水万控科技有限公司
的一名车间主任。

“人才服务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好人才，将心比
心，急‘才’之所急、解‘才’之所忧、干‘才’之所盼，用真
心换真情，使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下、活出彩、展
新姿。”莲都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兰丽琴表示。

“我们的角色就像‘娘家人’，让她们感受并热爱莲
都这片土地，也尽快适应这边的工作和生活。”莲都区人
才中心主任项连平表示，为了让学生们更快融入莲都，
消除地域差异产生的焦虑情绪，莲都区人社局专设岗前
培训和古堰画乡特色小镇游览活动，实行“实习班主任”
制度，统一管理学生生活，不定期地开展班级团建活动，
真正把关爱落到实处。

“为打造具有山区特质共同富裕的莲都样板，莲都
区人力社保局做细做优人才服务工作，为人才、院校和
企业打造互联互通的立交桥，让企业、院校和人才做到
信息互通。用真心比真心，用真情引真才，以情怀留人，
为莲都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一剂强心剂。”
莲都区人力社保局局长梁永光说。

“真心”引才“真情”留才

莲都打“情怀牌”
让人才留“莲”忘返

中秋佳节之际，庆元县消防救援大队留守儿童俱
乐部的“蓝爸爸”们邀请 14 位结对留守儿童来到营区，
开展手工制作月饼、视频连线远方的家人、篝火晚会等
多彩活动，共同欢度中秋节。这也是该消防大队十四
年来一直与当地留守儿童结对关爱的活动之一，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与关爱。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童晓峰 摄

近日，青田农商银行向腊口镇龙山头村“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整村授信 3000 万元，更好满
足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需要，为建设成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金融支持。今
后，当地农户授信额度将大幅提高、贷款程序将更加便捷，村民在发展农业产业、开办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等方面进行贷款时将“不再难、不再贵”。

记者 程昌福 钟根清 通讯员 林晶晶 摄

本 报 讯（记 者 麻 萌 楠 通 讯 员
兰荣霞 梅明益）金秋时节，正是梨果
上市的季节，云和举办了第四届农民
丰收节暨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用当
地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云和雪梨距今已有560多
年的栽培历史，皮薄、肉嫩、汁多，素有“中
华名果”之称。如今，云和县的1.1万余
亩雪梨，每年能产梨约5000吨，产值达亿
元，已成为梨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今年的梨王争霸赛在云和县元和
街道沈村村举行，一大早，雪梨种植户
们都带上了自家个头最大、品相最好的
雪梨来参加梨王评选，检验今年的丰收

成果。“我们家雪梨的甜度高，品相好，
不怕比！”凤凰山街道雪梨种植户朱细
松此次来参赛非常有信心。

现场，全县十里八乡的梨农们都
会拿出自家最好的梨来参赛，经过农
业专家对梨的大小、色泽、果形、糖度
等进行一番评比之后，今年的云和雪
梨“梨王”诞生。

今年参赛的 2 号选手蓝日高，凭
借单个 2.475 公斤的雪梨，成功摘得
第四届云和雪梨“梨王”称号。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乐、
体验、小吃等区域，供游客免费体验
品尝，共庆丰收。“梨园秋色”“不梨不

弃”“土梨（里）土气”等 50多个雪梨创
意菜品一一呈现，每一道菜品，都蕴
含一份乡愁和故事。

“这个雪梨节比我想象中要热闹
得多，人气也旺，雪梨我吃了，非常
甜，我准备买几斤回去给家人尝尝。”
游客邓伟琳说。

“希望通过此次梨王争霸赛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云和老雪梨，同时
也想通过节庆活动来动员引导我们
辖区的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雪梨的
种植当中来，通过产业实现乡村振
兴，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元和街道党
工委书记周世福说。

2.475公斤巨梨夺桂冠

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庆祝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李杨 汪峰立
通讯员 刘萍）机声隆隆，麦浪滚滚，
丰收在望。在缙云县新建镇新湖村
葛湖自然村的田畈里，沉甸甸的稻穗
迎风荡漾，翻滚出阵阵金色浪潮⋯⋯

“ 今 年 农 场 共 种 植 了 520 余 亩
水 稻 ，预 计 亩 均 产 量 能 达 到 600 余
公斤，相比较去年提升了 20%。”业
盛家庭农场负责人陶沪秋向记者介
绍 ，“ 依 靠 全 程 机 械 化 收 割 、烘 干 、
运输，大概 20 天，就可以完成从稻
田到谷仓收储的整个过程。”

陶沪秋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农

人”。2015年，为了让家人、亲友能吃
上安全质优的粮食，同时也是看见了
优质安全粮食的广阔市场前景，他放
弃在上海的生意返乡种地，开办农业
合作社，2018 年创办业盛家庭农场。
从最初承包 400多亩土地，6台机械，
发展到现在承包 520 余亩，拥有了喷
灌机、旋耕机、育秧流水线、插秧机、
收割机、拖拉机、粮食烘干机等系列
农机设备，农业机械化道路越走越
宽。

敢于吃“螃蟹”，引进最前沿的
新型农机为业盛家庭农场的发展带

来了甜头和效益。“机械化生产不仅
可以减少收割损耗，机插、机防的效
果也明显增强。陶沪秋介绍，同等
条件下，机耕、机插、机防、机收、烘
干一条龙机械化生产，能使每亩地
的收益提高 300 元，整个家庭农场大
约提高 15万余元的经济效益。”

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
重要内容。近年来，新建镇高度重
视现代化农业建设，多措并举推进
镇区农业发展，将其作为共同富裕
的重要抓手。大力引进推广机械化
新机具、新技术，加强科技示范、引

领作用，扩大服务半径。截至目前，
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1.5 万千
瓦，农业机械保有量 5100 余台，水稻
种收获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高
效植保机械化率达到 88%，稻麦机
械化烘干率 75%，秸秆处理机械化
率 85%。

如今，新建镇已建成省级农业
“机器换人”示范乡镇、省级绿色发展
示范区。业盛家庭农场建成省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省水稻绿色高产
高效创建千亩示范片，其农场自有的

“农家湘”“米曼青云”等商标产品，荣
获省、市级“好稻米”金奖等荣誉。

下步，新建镇将以科技强农、机
械强农为切入点，振兴农业产业，通
过技术转化和成果转化，提升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持续普遍
增收，奋力打造“双强行动”示范区，
全面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穿上机械“马甲”插上科技“翅膀”

缙云新建机械化农场初显现代化农业实力

普惠金融
守望相助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李
烨 林明）急流勇进 ，一竹可渡江 。
日前，在景宁大均乡梅花圩至善水
桥段的瓯江小溪里，该县独竹漂协
会的运动员驾驭一根“竹竿”在急流
中漂流 10 余公里，以“浪中独步”的
漂流技艺展示民族体育文化。

独竹漂是少数民族独创的传统
体育项目，漂流者需赤足站立于一根
直径 15厘米左右，长约 8米的笔直楠
竹上，手拿一根直径约 5 厘米，长约
4.5 米的笔直小竹竿当桨，左右交替
在水上划行。一人一竹，颇有“水上
芭蕾”之妙。早在 2019年，景宁就举
办过首届独竹漂比赛。选手们通过
比速度，比耐力，秀水上“轻功”。

要实现“一苇渡江”可不容易。
畲乡独竹漂队队长雷延华打小水性
就好，4年前开始练习独竹漂。“水里
不比陆地，一开始光能在竹竿上站稳
都不容易”。花了好几天时间反复练
习，他才能漂流几米。正划、倒划、转
身、撑杆、换杆⋯⋯每一个在岸上简
简单单的动作，到了水面上都对人的
体力、耐力和平衡感提出了很大的挑
战，稍有不慎，就会摔入河里。但掌
握技巧能越漂越远甚至可急流勇进
后，雷延华坦言“很有成就感”。

培养一名独竹漂运动员“起码要
花三四年时间”。靠着不服输的勇
气和毅力，不仅雷延华坚持到了今
天，景宁参与这项运动的队伍也渐
渐壮大起来，目前景宁独竹漂队已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 25名。

每年 5 至 10 月是畲乡独竹漂队
的集训期，雷延华每天都带着队员
们在小溪里练习三个小时。他们还
摸索出了由七八个动作组成的一整
套独竹漂表演，作为当地特色演出
项目在大型活动中为游客演出，并
受 邀 前 往 青 田 、台 州 等 地 进 行 表
演。“我们想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发展
好这项民族体育运动。”雷延华说，
这是他们的初心。

景宁独竹漂
再现“一苇渡江”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朱敏 通
讯员 王泽 廖浩平）“这里山好、水
好、空气好，气温很舒适，农家菜很可
口，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度假休养，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了！”日
前，在遂昌县高坪乡高坪新村“山里
红”农家乐，来自扬州的游客任锦诚
激动地说。

眼下虽已入秋，但高坪新村的农
家乐避暑游生意仍是热度不减。在
一家名为“闲雅农家”的农家乐内，传
出悠扬的弦乐声，几名老年游客正聚
在一起办小型“音乐会”。

“我们都来自上海，从 2016 年开
始，我们每年都会结伴来这里住 3 个
月以上。”游客黄国强表示，像这样和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碧水蓝天中
玩音乐、散散步、下下棋的闲适日子
让他分外喜欢。

红烧肉、素鸭、油焖笋⋯⋯临近
中午，农家乐里饭菜的香味也开始四
溢。一道道地道的上海菜摆满了餐
桌，让人垂涎欲滴。黄国强自豪地
说：“我们从五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开
始，就教这家农户烧上海菜，现在他
们真是烧得比上海人还地道啦！这
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让我的退休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

“闲雅农家”生意越来越红火，户
主一家的生活也蒸蒸日上。今年，农
家乐收入已超过 10 万元，入住率超
过 90%，6月至 8月几乎天天满房。

高坪乡是遂昌境内海拔最高的
一个乡镇，大部分村落和梯田海拔都
在千米以上。高坪新村海拔 880 米，
全年平均气温 13.4摄氏度，七月份平
均气温也只有 24 摄氏度。当地抢抓
天赐“凉”机，大力发展避暑经济。

“闲雅农家”只是高坪新村依靠高
山避暑旅游打通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
缩影。如今，高坪新村拥有农家乐民宿
97 家，床位 1400 余个，实现了现代农
业、避暑旅游业、服务业等有机结合。

去年，高坪新村综合收入 1800万
元。今年以来，高坪新村暑期避暑游
收入已超 1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
仅 7 月至 8 月期间，累计接待游客便
超 8万人次，入住率达 90%以上。

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近年来，村里积极探索绿化生态建
设，带领全村人开展房屋、道路整治，
扎实完成垃圾分类工作，并整合村内
农家乐，成立农家乐协会，实现了“统
一宣传营销、统一分配客源、统一服
务标准、统一内部管理”四统一原则，
走出了一条“农家乐协会+农家乐经
营+高山蔬菜合作社”的发展道路。

高坪新村党总支书记祝青锋表
示，下一步，高坪新村将继续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积极与发达地区公司开
展交流合作，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在
巩固高山旅游的基础上，发展会议经
济和研学经济，让高坪新村在共同富
裕的新征程上走得更快、更远。

避暑经济红红火火 百姓日子蒸蒸日上

遂昌高坪抓“凉”机淘金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