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报记者 叶浩博 叶炜婷
通讯员 项素兰 胡春麟 章宁

7月 20日,一辆装载近 2000箱
“龙泉茄”的货车，从龙泉市上垟镇
生源村出发，运往 1600 公里外的
首都北京。

都说要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龙
泉茄”是龙泉市知名的生态农产
品，以皮薄、色鲜、形直、肉嫩的特
色著称，通常种植在海拔 500 米以
上耕地里，更是早早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经过数年的发
展，“龙泉茄”种植面积已达 10000
多亩，种植户 3000 余人，而且已经
成功打开了长三角市场。

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产
量增加，长三角市场竞争愈发激
烈。“农业部门除了做好技术指导，
还要做好市场方面的服务，为龙泉
种植户打开销路，增加收益。”龙泉
市农业农村局经作站负责人张世
法说，通过市场调研，龙泉发现南
方茄子已在长三角处于比较饱和
状态，而在北方却有较大的市场份
额可以争夺。

“中国北方产的茄子都为球
形，而南方长条形茄子对于北方市
场具有天然的差异化魅力和市场
号召力，加之龙泉生态农产品的品
质保证，走俏北方并不难实现。”在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专家的介绍和

建议下，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着手联
系北京市场的一些销售商，并邀请
他们到龙泉基地查看茄生长环境、
品质等，最终与一直在北京做茄子
生意的批发商达成合作，把“龙泉
茄”基地的茄子直接发货到首都北
京。

“通过三四天试销，效果很不
错，今天就正式用泡沫箱发货，量
增加了几倍，仅一家就将近 1000
箱，成功减轻了‘龙泉茄’在整个长
三角市场的销售压力，同时也增加
了种植效益。”张世法欣喜地说。

“龙泉茄”打开北京市场，最开
心的莫过于种植户。龙泉市競诚
家庭农场多年来种植“龙泉茄”，种
植面积 400 余亩，主要销往温州、
宁波、上海等长三角城市。“销往北
京，茄子价格会更高一点，一箱能
多赚 5—10 元，每亩每年能增加经
济收益 1500 多元。”競诚家庭农场
负责人丁先敏算了一笔增收账。

“北京市场很大，我们要首先
确保茄子的品质，绝不能砸了‘龙
泉茄’的招牌。”张世法说，今年“龙
泉茄”主推上垟和城北两家基地，
再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增加销售
量，在获得更多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和信任的基础上，推动“龙泉茄”发
展再上新台阶。

“龙泉茄”进京记

红耀绿谷 强基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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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我们
设立‘大樟树下议事堂’，实现百姓
事百姓议，并组织村干部、网格员
开展‘晚饭后半小时’连心走亲活
动，通过走村入户收集群众诉求、
开展专项宣传、推动矛盾化解，让

‘ 未 来 乡 村 ’建 设 更 有 方 向 和 奔
头！”昨日，莲都区联城街道港口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德福深
有感触地说。

党群连心助发展，网格走亲解
民忧。今年 6 月以来，丽水全面贯
彻落实省委有关部署，坚持把党建
统领网格智治作为现代社区建设的
基础性工程，通过大力实施“党群连
心、网格走亲”活动，着力打造具有
丽水辨识度的社区党建品牌。

活动中，全市各地村社书记、网
格员、楼道（栋）长、下沉干部、志愿
者等网格团队成员下沉一线，通过
全网走亲、破难连心、考赛提效，确
保“走得近”“走得深”“走得实”。目
前，全市 2.8万名网格团队力量已全

面深入网格，4834 个网格全覆盖建
立“走亲台账”，有效推动网格员与
辖区群众互融互动。

当前，丽水正大力推进一体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通过“浙丽
网格”“基础治理通”等场景，以“走”
促“用”完善“一键采录”等功能，构
建网格全量信息图。目前，已采集
实有人口 231.9万人，关联标准地址
225.3万人。

社区活动阵地、公共区域、环境
卫生、安全隐患必看，流动人口、空
巢老人、特殊人群必访，人员情况、
需求问题必清⋯⋯根据网格划分情
况确定走亲路线，注重网格团队分
工协作，专职网格员聚焦人员复杂、
治理任务重的重点区域和年老体
弱、低保低边等重点群体，其他人员
对包联网格逐门逐户走访。

为提高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电
信诈骗防范意识，网格员纷纷通过
微信推送、电话叮嘱、面对面讲解、
发放反诈宣传单、悬挂防诈标语等

方式，揭露诈骗“套路”手法，帮助村
民练就“火眼金睛”。为全面推进新
冠疫苗接种，构筑群体免疫屏障，网
格员们深入开展“敲门扫楼”行动，
进一步摸清住户信息、掌握疫苗接
种情况、了解群众困难需求，并广泛
宣传疫苗接种政策，全力动员广大
居民“应接尽接”“能接尽接”。

小 事 不 出 网 格 ，大 事 不 出 社
区。解难纾困，是网格走亲的核心
任务。通过重点了解每家每户人口
底数、从业状况等，形成一个网格一
本民情账。同时，同步梳理一批网
格建设重点问题和优化方向，排摸
一批热心群众工作的志愿者队伍和
兼职网格员人选。

“身为社区‘银色护居队’大队
长，我带领队员每日开展辖区巡逻，
穿梭于每一幢楼宇之间，熟悉每一条
街巷，与每位居民相识相知，用行动
守护万家灯火，为打造和谐、安全、稳
定的社区环境贡献‘银色力量’。”松
阳县西屏街道城南社区老城区第三

网格网格员林青青激动地说。
目前，全市已组建“红色议事联

盟”等组织 96 个，整合小区党组织、
物业企业、业委会等力量，通过召开
议事会、协商会等方式，分级分类解
决 群 众 诉 求 ，收 集 意 见 建 议 3342
个，已协调解决 2665个。

为推动联系服务见行动见实
效，我市用好机制激励，有效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通过构建源头信息
采集、矛盾前端化解、应急快响处置
等 7 方面指标考核体系，建立“红黑
榜”制度，选取 15 个核心指标进行
日晾晒、周研判、月通报，形成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市县乡三
级联动实行扁平化指挥，就网格体
系架构、组团走亲、人员配置等问题
定期下发工作提示，实时跟踪调度，
构建“上报快、反应快、处置快”的网
格“快走真连”机制。

着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社区党建品牌

丽水“党群连心、网格走亲”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记者 曾翠
通讯员 吴俊杰 刘婷

景文高速是全省大通道建设的
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桥隧占比近
80%，被称为“浙南天路”。眼下，全
长 68 公里的主线工程刚刚完工，施
工团队顶着烈日争分夺秒摊铺沥
青，完成项目建设最后一道工序，力
争确保项目年底前通车。

上午 7 时，太阳已经爬上山头，
浙西南崇山峻岭间的山谷里，回响
起阵阵敲击声。景文高速一标段沥
青班组的放样工，正用铁锤把 70 根

70 厘米长的钢筋桩打入道路两侧。
他们要赶在中午前完成 350 米的标
线放样，以便完成一标段李宅隧道
至包山大桥铺设底层沥青。

刚打完桩，班组成员又马不停蹄
拉钢丝标线。放样工罗德学负责核
查标线是否处在同一水平线。由于
山区地势起伏大，每一根钢筋桩的标
准高度都不同，他带着刻度表，一根
一根比对调整。太阳直射下，钢筋桩
十分烫手，但为了把误差控制在1毫
米以内，老罗脱掉手套，徒手测量、捆
绑。不一会儿，双手就变得通红。他
说：“要看平整度，不能差，如果有一

点误差，这一条线就要重新放。”
不同于其他项目可以避开高温

施工，景文高速的沥青摊铺要在中
午气温最高的时候完成。景文高速
6 个标段，400 多名沥青工人，每天
都要在最热的时候抢铺沥青。12
时，沥青摊铺正式开始，两台摊铺机
沿着标高线，缓缓前进，卸下沥青。
摊铺机上装载的温度表显示，地面
沥青的温度达到了 155 摄氏度。班
组里最年轻的唐敏江，承担了最热
的工作——沥青调平。每隔 10 米，
他就要踩上刚铺好的沥青，弯腰用
标尺测量沥青厚度，确保与路边的

标高线一致。粘稠的沥青很快沾满
了鞋底，每隔半小时，他们就得用冷
水冲刷鞋底。唐敏江说，如果不浇
水，脚底就会烫出水泡，就干不了活
了，鞋子也经不住穿，一两个星期就
烫坏得换新的。

经过 3 个小时通力合作，全路
段沥青摊铺基本完成。为了让沥青
尽快冷却成型，班组派来洒水车给
路面降温。水柱一接触滚烫的沥青
路面，瞬间就化为了水蒸气。

目前，景文高速全线的底层沥
青摊铺工作正倒排计划加速推进，
预计 9 月底前完成所有三层沥青摊
铺。与此同时，3000 多名工人正坚
守高温一线，同步推进房建、机电、
交安等各类附属工程，确保景文高
速年底前建成通车。届时，被大山
峡谷阻隔的景宁、文成两地，车程将
由两个半小时缩短至 50分钟。

景文高速3000多名工人争分夺秒抢进度——

高温下的坚守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黄晓俊 通
讯员 吴慧萍 刘基霞）日前，浙江省
首批绿色农田建设项目——庆元黄
田镇绿色农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加之已于 4 月开工的松阳古市镇绿
色农田建设项目，我市已有两个绿
色农田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拟建设
绿色农田 3702 亩。该项目的顺利
推进，标志着我市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迈上了新的台阶。

据介绍，去年，省农业农村厅会
同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了绿色农田建
设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全省共有 24
个项目入选，其中，我市的龙泉市小
梅镇绿色农田建设项目、庆元县黄
田镇绿色农田建设项目以及松阳县

古市镇绿色农田建设项目榜上有
名 ，拟 建 设 成 绿 色 农 田 共 计 5402
亩。

目前，除庆元、松阳已经开工的
两个项目外，龙泉市小梅镇的绿色
农田建设项目也已完成招标。

记者了解到，庆元县黄田镇绿
色农田建设项目位于黄田镇双沈、
李村、姚村 3个行政村，总投资 1190
万元，拟建设成绿色农田 1700 亩。
建设内容包括改善农田基础设施、
开展数字农田建设、加强耕地地力
建设、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强化生产
综合利用、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将建
成庆元首个“生态好，土地沃、产品
优、农民富”的省级绿色农田样板。

青山相依，小河流淌，稻田遍
布，鱼鸟竞跃，位于整个黄田绿色农
田建设项目核心区的大田农场，面
积约有 500 亩。在经营的 5 年时间
里，大田农场不断地为附近几百户
村民提供着就业机会，助农增收。
项目开工当天，该农场负责人李辉
政信心满满地说：“绿色农田建设对
我们大田农场非常有利，项目建成
后，农场在机械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产量
也会提高，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

据了解，黄田镇绿色农田建设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包括加强宜机化
改造，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确保田
间道路通达度达到 100%，有效保障

农业运输和农机下田。与此同时，
还将因地制宜设置智慧病虫害监测
预警、数字化农旅交互空间、智慧尾
水循环监测等系统，推进全省农田

“一图监管”。该项目的实施，将全
面提升农田基础设施，优化土地利
用结构与布局，实现集中连片水稻
种植，发挥规模效益，加快促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
实基础。

“项目预计12月建成，‘小丘变大
丘’之后，这片农田会变成全县最现
代化、风景最优美的农田。”黄田镇副
镇长王卢松表示，届时将管护好这片
绿色农田，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全力
扶持绿色农业发展。

我市又一省级绿色农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盛夏时节，在遂昌县
金竹镇百胜村，今年种植
的水稻绿意盎然，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从空中俯
瞰，翠绿的稻田宛如绒毯
一般，蜿蜒曲折的田埂就
像丝带一样缠绕着梯田，
蔚为壮观。图为百胜村杂
交稻制种千亩示范方。

记者 雷宁 特约摄影
记者 章建辉 摄

美丽稻田

本报记者 钟根清 朱敏
通讯员 黄绮贤

“这次省党代会报告中有许多
丽水元素，尤其是明确提出要支持
丽水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
示范区，这对革命老区遂昌来说是
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日前，遂昌俊浩来料加工厂内
热闹非凡，一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
精神宣讲正在火热进行。妙高街
道妇联主席雷仙爱，从身边的变化
说起，讲故事、谈感悟，以小切口的
形式给工厂内的职工们上了一堂
红色“党课”，把理论宣讲转化为推
动创新创业的生产力，让省党代会
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天的宣讲很成功，不仅及
时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了我们，也
为我们鼓了劲、加了油。”党员职工
傅长升兴奋地说，通过这场宣讲，
他对党的政策、“共富工坊”的意义
都有了更深体会，同时也对今后的
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

遂昌俊浩来料加工厂与所在源
口村紧密合作，整
合各方资源优势，
实现人才共育、发
展 共 谋 、示 范 共
建。通过“企业发

包业务、经纪人承揽调度、农户按需
生产”模式，为周边村（社区）提供了
大量就业岗位，让低收入农户和妇
女在家门口就能致富创收，实现年
人均增收近6万元，每年发放来料加
工费600多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加工厂还通
过村企结对、联盟共富，分别在应村
乡、大柘镇发展了二级经纪人并设
立加工点位，目前共吸纳127户农户
就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工坊”。

今年以来，遂昌坚持党建引
领、集成共享，积极开展全域“共富
工坊”建设，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在
共富进程中的生力军作用，整合组
织资源，多措并举推动农村产业发
展和农民就业增收，在共同富裕建
设中出真招、见实效。

“下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宣
讲员走进企业、走进工坊、走进车
间，通过集中开展理论宣讲、面对
面进行政策解读等方式，推动党代
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人心。”遂昌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用“接地气”的家常话讲“大道理”，推动省党代会

精神“声”入人心——

“共富工坊”里的红色“党课”

本报讯（记者 杨敏 汪峰立
通讯员 麻正政 丁浩茹）“乡里的
急救站建起来之后，对全乡的老百
姓而言，绝对是重大利好。”近日，
在及时将辖区一位 90 多岁高龄的
卢姓脑出血病人转送到县人民医
院救治后，从事基层医疗工作 30
年的缙云石笕乡卫生院院长杜美
亮评价道。

石笕乡是缙云最偏远的山区
乡镇之一，在急救站成立之前，“从
县级医院调派 120 急救车转诊病
人，需要 1.5小时左右，现在缩短到
了 50 分钟。”杜美亮介绍，这大大
提升了患者转运效率，为车祸、卒
中等危重病人赢得了更多抢救时
间。

与石笕乡同步建设乡镇急救
站的还有大源镇、大洋镇、新建镇，
缙云卫健部门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提升了“乡镇急救圈”的“颗粒度”，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近享受高质量
医疗资源。

其中，大源急救站已经率先

于 4月开始运行，目前已累计急诊
出车 28 趟，救护车平均到现场时
间 从 原 先 的 1 小 时 缩 短 至 13 分
钟。今年 5月，大源镇柿坑村一村
民不慎被一根超 30 厘米长的树枝
穿插身体，致重度外伤，经过镇、
县、市三级医疗机构接力，三小时
完成了转诊救治，“放在以前，起
码需要 4 个多小时。”大源镇卫生
院负责人介绍，目前该伤者已治
愈出院。

近年来，缙云稳步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区域医疗卫
生资源，通过持续实施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不断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以省市民生
实事建设为契机，打造“乡镇急救
圈”。目前，上述急救站点配备的
4 辆负压救护车已全部到位，为提
高患者救治成功率提供了更加坚
实的基础，遇到危重病人，还可以
开通绿色通道，实现转诊无缝对
接。

“前置”医疗资源“厚发”共富活力

缙云新建四家偏远乡镇
急救站托底百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