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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 报 讯 ( 记 者 蓝 倞 通 讯 员
陈晓华）近日，在圆满完成驰援任
务后，丽水援衢流调队 20 名队员
平安回到丽水。

为支援衢州疫情防控，3 月 14
日，丽水援衢流调队迅速集结，抵
达衢州的当天晚上，队员们就立即
投入到了紧张的流调工作当中，和
病毒展开了争分夺秒的赛跑。电
话询问、数据分析、报表汇总⋯⋯
流调指挥部中电话询问声和键盘
敲击声此起彼伏，传遍了屋里的每
个角落。

丽水援衢流调队队长邱理杨

告诉记者，要完成 1 个病例的流
调，往往需要打上百乃至几百个电
话，有时还要前往现场调查确认。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为下一步疫情
防控工作争取时间，队员们只能连
轴转工作，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
成为常态，最多的曾连续工作 40
多个小时。

据悉，驰援衢州期间，丽水疾
控“战士”克服困难，连续奋战，负
责完成 12 个病例的全程流调，协
助完成 15 个病例的流调，先后到
现场调查处置 6次，有力支援了衢
州的疫情防控工作。

丽水援衢流调队平安返回

本报讯（记者 赵泰州 通讯
员 陈俣谕）郁郁葱葱的蘑菇型古
树，怪石搭建的醒目景山，古朴的
四角亭台，崭新的塑胶篮球场⋯⋯
在景宁梧桐乡梧桐坑村小溪河畔，
一座精致且配套完善的滨水公园
坐落河畔，成为了村民们每天聊天
散步必到的打卡点。

近年来，景宁立足生态禀赋、
民族特色，紧紧围绕山水林田湖生
命共同体系统治理和幸福河湖建
设，以“治水患、兴水利、享水福”
为着力点，把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工作作为保护山水生态、
提升人居环境、激发发展动能的

“ 头 号 民 生 工 程 ”，提 出 构 建“ 水
岸、山间、云顶”三位一体农村水系
治理立体版图，打造极具乡情乡愁
和生态诗韵的幸福河，树立南方山
区性河流治理示范样板。

在试点县工作激发下，将初
始的废弃矿洞改造重建为高端山
水资源乐享度假胜地——“浮游”
在水岸悬崖上的“天空之城”；在
千峡湖畔的渤海镇，随着水系的

综合治理和产业基础的完备，集
垂钓、婚纱摄影、水上娱乐、皮划
艇培训等于一体的千峡湾农文旅
基地正在建设⋯⋯“以水泽民，以
水兴业。不仅在项目谋划，景宁
还在水利管理和水旅融合方面写
好‘水文章’。”景宁水利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河湖作为沿岸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其重要性日益
凸现，已成为撬动山区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

让一汪清水“流金淌银”，自
2019 年景宁入选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试点县后，以流域内山、水、
林 、田 、湖 、路 、村 等 各 要 素 为 载
体，将水利、农业、林业、交通、旅
游、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连线成
网，充分挖掘涉水工程与乡村振兴
融合的“水经济”，加快水生态产品
向生产要素的高效转变。自试点
县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7.26 亿元，系统推进县域内 50 条
河道综合治理，治理河长达 116.35
公里、治理水域面积达 55.5万平方
米。

聚力推进“水美”乡村建设

景宁让一汪清水“流金淌银”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朱敏 通
讯员 王泽）连日来，在遂昌经济开
发区孵化园，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
厂房装修和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为
今年新落户园区的宇恒新能源储能
电池项目准时投产而连日奋战。

“多亏了开发区的大力支持，我
们克服了疫情、厂房建设等一系列
问题，并计划在四月开始试生产。”
宇恒电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
重威感叹道。

宇恒新能源储能电池项目的顺
利推进，得益于遂昌抢进度、稳投
资、强服务的一系列举措。今年以
来，遂昌为 120 个在建项目拔钉破
障，推出跟踪督查服务，针对项目推

进情况，现场督办解决问题，为投资
项目落地打通堵点、早日入统，形成
有效投资。

“我们一般一个月开展一到两
次督查，主要目的是帮助政府部门、
国企以及社会单位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此更快、更
有效地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
有效投资结构。”遂昌县扩大有效投
资工作联合督查组工作人员蓝纯真
说，截至目前，当地共印发 2022 年
项目复工情况通报 11 期，督查通报
3期。

创优服务当好项目建设“服务
员”，全力做好招商“后半篇文章”，
遂昌好招、实招还有很多。今年以

来，当地全面普及重点建设项目在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模块中应用，同
步推进数字化项目库建设工作，打
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各部门项目
从谋划储备到项目计划编制再到项
目实施推进工作无缝衔接，高度实
现项目管理数字化。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让无数重点
建设项目受益，遂昌县综合博物馆
项目便是其中之一。该项目总投资
1.3亿元，总建筑面积 13155平方米，
主要建设主展陈馆及其附属设施，
包括展演、培训、教育、会议等功能，
打造城市会客厅。

为提高项目建设管控水平，高
效完成配套建设，综合博物馆项目

设置了监理员，由其拍摄施工现场
相关照片上传到项目协同管理平
台，以颗粒化任务设置节点，以时间
轴的方式全流程展示推进情况，及
时对接、处理施工当中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加快项目进度。

扩大有效投资是确保一季度、
上半年乃至全年经济平稳运行的重
要支撑。下步，遂昌将继续紧紧围
绕做大做强“生态工业、数字科创、
新型城镇化”三大发展主平台，把精
准服务送到项目建设一线，通过挂
图作战，晒一晒目标，比一比进度，
真正把项目带动作用发挥出来，为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抢进度 稳投资 强服务

遂昌扩大有效投资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
讯员 陈阳 王路遥）人勤春来早，农
家备耕忙。清晨的暖阳刚晒进田
垄，一阵阵“突突突”的声音便开始
在莲都区仙渡乡南源村一块平坦的
耕地上响起。翻土、起垄，几位农民
正人手一台机器，在田间有条不紊
地操作着。“这么大片的地，我们几
个人用机器没两天就能弄完，还不
费劲。”中场休息的农户周丽君黝黑
的脸上透着感慨。

周丽君口中所说的“机器”，是
指乡强村公司专门购置配备的微耕
机和割草机。近年来，随着科技强
农、机械强农的农业“双强”行动在
全省全面铺开，符合山区县需求的
农业主导产业政策及农机具购置补
贴政策接连落地，政策引导下，微耕
机等小巧灵活、价格实惠的农具得
以全面推广。2021年莲都区共申请
小型机械补贴 716 台，补贴金额达

59.52万元。“省力型”农业模式开启
后，农户的积极性“芝麻开花节节
高”，春耕备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
新气象。

同时，莲都区还顺利入选 2022
年度省级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项目建设，总投资达 4450 万元。作
为项目建设主体区的仙渡乡，在项
目牵动下，不仅耕作方式迅速更新
换代，农业资源变革重塑后的腾出
发展新空间也成了有力的经济增长
点。南源村里的近百亩农田如今却
已然成了全乡番薯产业规模提升的

“新托盘”。
“南源地块是去年仙渡乡‘非粮

化’整治地块之一，动工前我们就计
划开发后和乡里已落地实体运营淀
粉加工厂项目结合起来，没想到还
争取到了这么好的项目。”仙渡农技
站站长叶炜说，“现在是春耕备耕关
键期，农时耽误不得。和丽水市中

农智康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以
后，覆膜、追肥、插苗等工作就立刻
开展起来了，现在已经完成了 50 亩
土 地 整 理 及 20 亩 小 香 薯 幼 苗 种
植。”为了更好地提升村集体经济

“参与度”，该地块已交由乡强村公
司雇用当地农户进行种植。几十名
农户在家门口就轻松收获了日薪
200元的好工作。

不仅有利好项目“加持”，日前，
在莲都区“早准备、抢开局、稳增长”
助力农业农村“开门红”签约仪式
上，区莲都农商银行还授信了仙渡
乡强村公司 1000 万元“共富专项资
金”。草长莺飞，增收在望，仙渡乡

业兴民富的乡村振兴图景又落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仙渡乡的“耕”新故事在莲都并
不是个例。去年莲都区率先完成全
市首批省级全程机械化农机综合服
务中心建设，山地轨道运输机安装
数量突破 3万米，规模全市第一；虎
年一开年即引入 6 亿元低息金融贷
款及 1.85 亿元项目资金“活水”，激
荡起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层层巨
浪⋯⋯“机器换人”、项目开花、金融
发力，务实举措接连落地，莲都区紧
扣山区县的发展定位，以“挺进师”
的冲劲在发展相对滞后的“三农”板
块奋力“破冰”。

革命老区“耕”出共富新“粮”

近日，在青田县章旦乡伯温茶园里，党员正在帮助茶农采摘新茶。据了解，今年以来，章旦乡积极打造“后花园”
共富党建联盟，推动 8 个行政村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收益共赢的方式，实现产业发展，助力增收致富。

记者 雷宁 特约摄影记者 张永益 摄
新茶采摘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董剑辉 刘林敏 叶火香）“喝过松阳
茶，品味春天味⋯⋯”昨日，第十五
届中国茶商大会·松阳云上香茶节
在“云端”正式启幕，松阳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温小运走进直播间，为天
南海北的广大网友倾情推介松阳茶
产业。

三月松阳，春茶飘香。本届大
会以“松阳茶·香天下”为主题，囊
括“云”系列主题活动和四大特色
活动，全力突出“茶人当主力、品牌
唱主角、文化穿主线”的概念。活
动期间还公布了 8 组“茶十佳”获
得者，他们代表着松阳茶的标准与
品质，展示了松阳茶人的匠心与努
力，赋予了松阳茶更丰富的内涵。

作为重头戏的“松阳香茶”直
播专场，烈儿宝贝、唐笑等“头部主
播”与当地茶人多点位连线、多场
景直播，多元化展现了松阳茶文
化、茶产业和茶科技。专场活动累
计在线观看人数超 100 万人，销售
额超 1000万元。

转眼间，中国茶商大会已经走
过 15 年，成为“中国茶事样板十
佳”。2008 年起的每年春天，四海
之宾以茶为媒，齐聚松阳。

在“云端春茶会”上分享亲身
经历的孔晓澄，因茶商大会结缘松
阳。2015 年，孔晓澄参加茶商大
会并考察松阳茶产业，之后他从深
圳来到松阳建立有机茶基地，并成
立 浙 江 悠 谷 春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好茶叶要从种植开始，来到松
阳，我感觉一切都对了！”

作为中国绿茶一类适生区，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大众
喜爱的松阳茶。截至 2021 年底，
松阳生态茶园达 15.3万亩，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 130亿元。

通过“云端”分享，在浙南茶叶
市场，可以看到茶市场的高速发
展。作为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
易市场，2021年浙南茶叶市场交易
额达 65.68 亿元，辐射带动周边 10
余个省市的1000余万亩茶园，惠及
茶农300余万人。松阳还在重点产
茶乡镇建立了3个标准化茶青交易
市场，让茶青直接成为商品。

在松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可以看到茶销售的创新实
践。近年来，松阳茶积极拥抱数字
经济，大力拓展电商模式。2021
年松阳实现茶叶网络零售额 26 亿
元，同比增长 139%。年轻茶人把
镜头对准茶农、茶园、茶市，让更多
人看到并爱上松阳茶。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碳中和茶叶
示范基地，可以看到“双碳”在茶产
业的实践。该基地利用水肥一体化
灌溉系统、物联网监控系统等科技
力量，探索出绿色生态茶叶种植和
生猪饲养相结合的生态循环种养模
式，基本实现零排放、零污染。

透过“云端”镜头，横山村的百
年老茶树、百亩新茶园，大木山的
万亩生态茶园、百里骑行茶道，松
阳县城的茶空间、茶文化街区以及
浙江省茶树种质资源圃等一众茶
业态，让广大网友充分领略到了松
阳茶文旅、茶科技的独特魅力。

作为农业第一支柱产业，松阳
县 40%的人口从事茶产业，50%的
农民收入来自茶产业，60%的农业
产值源于茶产业。近五年，全县农
民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展望未来，松阳将致力于打响
“中国有机茶乡”金名片，深入实施
“科技兴茶”首位战略，聚力打造共
同富裕承载平台，奏响茶旅融合旋
律，谱写共同富裕新曲。

看松阳茶产业演绎百种风情
第十五届中国茶商大会·松阳云上香茶节“云端”启幕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叶炜婷）
一张“执法清单”、一个“执法体系”、
一支“执法队伍”、一个“数字平台”、
一批“监管一件事”、一套“实施机
制”、一个“改革目标”⋯⋯近年来，
龙泉市以八都镇“一支队伍管执法”
省级试点为契机，从“七个一”行政
执法改革推进全领域“大综合一体
化”探索研究，把发生频率高、与社
会生活密切等执法事项，纳入执法
清单和执法监管数字平台。

今年以来，按照年初召开的全
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
进大会要求，龙泉市主动加快构建
一流法治营商环境，深化法治便利
化改革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新时
代“两个健康”示范区创建，打造公

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
执法扰企扰民行为，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

其中，一张“执法清单”包括“综
合执法清单”749 项、“专业执法清
单 ”3415 项 、以 及“ 全 市 执 法 总 清
单”5590 项。一个“执法体系”，重
点在实行执法事项划转、编制划转，
以 及 科 学 配 置 执 法 资 源 ，形 成

“1411”执 法 体 系 。 一 支“ 执 法 队
伍”，即八都镇“3456”改革试点，今
年再新增查田镇、安仁镇、小梅镇、
锦溪镇、上垟镇 5个赋权乡镇，梳理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赋权清
单，拟下放第一批行政执法事项 199
项，下沉行政执法人员，65%执法力
量下沉乡镇（街道）。一套“实施机

制”，即改革推进机制、队伍保障机
制和执法监督机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数字平
台”。为及时贯通省“大综合一体化”
执法监管数字应用，龙泉市在原有

“城事共治”特色应用上迭代升级，融
入省级应用平台，并与“县乡一体，条
抓块统”综合应用深度融合。

迭代升级后的乡镇（街道）综合
信息指挥室，将乡镇（街道）执法中
心与社会治理中心融为一体，强化
属地统筹协调指挥，确保基层“看得
见，管得了”、职能部门“管得了、看
得见”，有力提升乡镇（街道）属地执
法事项处置能力，确保各类问题隐
患在基层就能解决。

经过连续多年的改革，秸秆焚

烧监管一件事、管制刀具监管一件
事、文物监管一件事、瓷土开采监管
一件事、菇棚违法搭建监管一件事
等在龙泉老百姓能看得见的“一件
事”，也成为了行政执法管得着的

“一件事”。
今年，龙泉市构建出执法共同

体，开展了“最多查一次”联合检查
工作，旨在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
次到位，构建龙泉监管、执法、监督
三位一体制约监督体系，有效迭代

“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体系，切实
推进职能重组、流程重构、制度重塑
的全领域“大综合一体化”。

推进全领域“大综合一体化”探索研究

龙泉以“七个一”行政执法改革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