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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朱敏 通讯员
黄绮贤 金旭丽）“毛代表您好，金铺村有
位 89岁的老伯，子女都不在身边，接种疫
苗很不方便。”日前，遂昌县人大代表毛
卫强的“代表钉”，收到了弓桥头村网格
员毛彩珠发来的信息。

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毛卫强得知王
村口镇不少村都存在“留守老人疫苗接
种难”，他第一时间通过“浙里人大代表”
系统的“意见建议”应用场景，在线提交
留守老人疫苗接种的建议，同时向王村
口镇人大主席傅聪花建议，在“选民接待
日”上请相关部门共同商议此事。

“我们收到毛代表在线流转的建议
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会商研

究，并提出解决措施。”“选民接待日”上，
王村口镇卫生院负责人周卫林表示，卫
生院将采取提前为签约老人安排预约接
种、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组建接种小分
队上门提供接种服务等方式，解决留守
老年人“接种难”问题。

“代表建议快速得到落实，得益于我
们的数字赋能、迭代升级。”傅聪花介绍，
今年以来，王村口镇人大以省市县三级
人大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主动探索数字
赋能人大代表联络站，着力在“键对键”
更快捷，“面对面”更亲近上拓展代表联
络站的功能作用，推动人大代表联络站
迭代升级。

在王村口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墙上，

57 名进站的人大代表信息一览无余，代
表照片旁均附带专属“代表钉”二维码。

“群众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轻松联系
上代表，有事随时可以进行反映。”傅聪
花介绍，为了尽快落实群众的呼声建议，
王村口镇各级人大代表通过“浙里人大
代表”系统，对意见建议的分办、交办、办
理过程、反馈、评价等进行全过程跟踪，
并设置规定时限。

若承办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
复、办结的诉求事项，系统会自动进行提
醒和警示；两次提醒仍未办结的，代表可
向联络站申请开展线上监督，利用基层
单元“数字大屏”与承办单位进行“云座
谈”，进一步推动建议办理。

不仅发挥好“键对键”的功效，联络
站更是在提升“面对面”的温度上下足功
夫，既让代表主动联系群众“听事”“说
事”“找事”，更让群众能来、愿来、常来。

除了每月 15号开展的“选民接待日”
外，联络站还建立了代表坐班接待机制，
每日 9 点至 17 点，有至少一名代表在联
络站坐班。

“让有事的群众能随时找得到代表，
让没事的群众也能坐下来和代表聊聊家
常。”傅聪花说，许多民情民意，就是在不
经意的家长里短中发现的。

截至目前，王村口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已收集意见建议 10 条，其中本地研究
已处理 7条，提交上级人大处理 3条。

“键对键”更快捷“面对面”更亲近

王村口镇代表联络站为民服务迭代升级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员 王雯静）10月 8日，

一则关于#货车起火退伍军人狂追 5公里拦截#的话
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众多网友讨论。截至目前，
该话题阅读次数超千万。新华网、中国蓝新闻、美丽
浙江等主流媒体纷纷点赞。拦截下起火货车的正是
松阳退役军人郑晓潇。

记者了解到，10月 5日凌晨，一辆货车正行驶在
松阳县水南街道程徐村的公路上，而此时车辆左后
方轮胎正在冒烟着火，但司机却毫不知情，情况十分
危急。

当日，退役军人郑晓潇和妻子开车行驶在回家
的路上，夜间行车，光线不佳，为防止突发状况，保证
安全，两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就在行驶至红绿灯
处，准备右拐回家时，两人突然发现对面车道等待直
行指令的货车情况不对，它的左后方轮胎冒烟，隐约
还能看见火光。“坏了，着火了得赶紧通知司机。”此
时郑晓潇的车辆已来不及刹车，两人右拐后在路口
迅速掉头，面对已经开出很远距离的着火货车，郑晓
潇立刻按响喇叭并试图大喊提醒司机，但司机并没
有察觉。

见此情况，两人在夜色中加速上前，前前后后追
了 5公里，过了 3个红绿灯，终于在开阔地拦住司机
并拨打消防电话成功灭火，解除了隐患。“当时起火
货车上载的是一车石板，因为及时发现并灭火，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货物也完好无损。”松阳县消防救援
大队通信员毛孟涛告诉记者。在得知自己的事迹上
了热搜后，郑晓潇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
过是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而已。”

据了解，郑晓潇曾服役于武警苏州支队，2007年
入伍，2012年退役，在部队期间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网友们在得知这件事后，纷纷为他正义的行为点赞，
并赞许他“退役不
褪色”是“可以永远
相信中国军人”。

凌晨开车狂追5公里

松阳退役军人
成功拦截起火货车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近日，市民们在
欢度国庆假期的同时，积极践行“光盘行
动”，倡导绿色、节约的用餐方式，文明用餐
成市民共识。

长假里，不少市民趁着假期与亲朋好友
相邀聚餐、联络感情。连日来，位于市区南
明湖畔的一家家餐厅生意火爆，前来“下馆
子”的市民络绎不绝。

“您好，您可以先点这些菜品，如果分量
不够，之后还可以再增加。”在市区大猷街附
近一家餐厅，服务员推荐了店内的招牌菜品
后，贴心地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确保不造成
浪费。

“原本我们准备多选几个菜，尝尝不同
的口味。”正在店内和家人聚餐的市民刘超
说，餐厅内花样繁多的菜品，一不小心就会
过度点餐，“幸亏服务员提醒，最终菜品的分
量刚刚好。”

刘超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明餐桌、
杜绝餐饮浪费的大力倡导和宣传，文明的用
餐习惯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如果实在
没吃完，我们也会打包带走，不浪费粮食。”

除了服务人员贴心提醒外，餐厅里“文
明餐桌”“光盘行动”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节俭用餐，营造文明
用餐的浓厚氛围。

“妈妈，我今天又光盘了。”在市区宇雷
路“徐记鱼丸”餐饮店中，一名小女孩吃完了
碗里所有馄饨，自豪地向母亲占女士说道。

“不管在哪里吃饭，我们都会鼓励孩子，
能‘光盘’就要‘光盘’。”记者了解到，占女士
的孩子刚上幼儿园，平时在家长和老师的鼓
励下，孩子养成了顿顿“光盘”的好习惯。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即使我们衣食无
忧，也不能忘记节约粮食的美德。”占女士
说。

据该店工作人员介绍，针对一些胃口比
较小的顾客以及孩子们，店内特别准备了小
份菜品，让大家按需选择，避免浪费。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餐桌节约”
“光盘行动”的深入推进，前往市区各个餐厅
用餐的顾客，均能自觉做到理性节约用餐，
文明用餐的习惯越来越深入人心。

远离浪费 崇尚节约

文明用餐
成市民共识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员 林静）近日，伴随着
云和县丽龙高速河上大桥桥下空间二期改造工程的
完成，原先脏乱差的桥下荒地实现华丽蜕变，一个绿
意盎然、空间宽敞的新空间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好
去处和点缀城市环境的风景带。

过去，由于丽龙高速自西向东贯穿云和县，沿线
经过的村庄较多，一些大型桥下空间成了村民进出
的必经之路，倾倒垃圾、摆摊设点等现象层出不穷。
而如今，随着游步道、篮球场、足球场、健身区陆续建
起，桥下空间不断改造提升，不仅美化了市容市貌，
还让市民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这样的改变源于云和县有关单位和部门探索出
的一条“以用助管”的发展路径。为了让“灰空间”变
身“绿公园”，云和对桥下空间实施保护性利用，按照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单位（个人）、经营单位
和属地乡镇（街道）三方通过协议，明确各自管理权
利、责任和义务。

“一期改造工程已于去年上半年完成，主要对通
道两侧的环境进行了整治，铺设了石板路，增设了花
坛、宣传栏等景观和功能性设施。”浙江省交通集团
丽水管理中心养护管理人员钟峰莹介绍，经过一期
改造，倾倒垃圾、摆摊设点、污水横流等乱象得到了
有效整治，随着二期改造工程完成，这个曾经“被遗
忘的角落”重新焕发了生机。

“以前高速桥下是一片空地，环境杂乱，杂草丛
生，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和伙伴一起到这里打篮
球，散散步。”云和市民杨平说。

下一步，云和将继续加大高速桥下空间的改造
和利用力度，盘活城市剩余空间资源，并做好日常
维护和管理工作，形成桥下空间管理长效机制，让
桥下空间为城市品质提升和城市活力释放提供更
多可能性。

云和盘活桥下空间
丰富市民休闲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夏建微 杨雅索
胡金贤）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土为粮之母。耕
地是粮食安全的载体，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
基本盘，最根本在于保护耕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
田”之称的青田，耕地分布极为零散，耕地保护工作
难度大。

对此，今年以来，青田县自然资源局依托省域空
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全面贯通“耕地智保”场景应用，
通过“人防+技防”手段对耕地实现监控、巡查、管理，
耕地保护能力显著提升。当前，青田已完成搭建 134
个铁塔视频探头，累计开展“田长”巡查 2177 人次，
巡查员巡查 8075人次，巡查量居于丽水市首位。同
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田长制”责任体系，设立各
级“田长”、巡查员 922人。

据了解，“耕地智保”作为浙江省域空间治理的
重要应用场景，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

“非粮化”，确保“田长制”落准落细落实的重要技术
支撑。通过该场景，各级“田长”可以利用高清铁塔
视频监控、遥感监测、卫片执法等数字化手段，全天
候、全时段监督县域耕地现状变化，并且通过个人的
智能终端及时报告、制止、查处违法违规占用或破坏
耕地行为，耕地保护形成可视化闭环。

“方山乡是‘稻鱼共生’系统的发祥地，耕地面积
达 8800 亩。为保护好首批入选世界农业遗传的项
目，我们要求‘田长’巡查队伍一边巡查耕地，一边在

‘耕地智保’应用上传实时数据图片做好记录。”方山
乡副乡长吴特勇深有感触地说，有了这批铁塔探头
每天替我们盯着良田水稻，监管保护轻松多了。

“耕地智保”
守护青田万亩良田

秋高气爽，碧绿湖水里，云和湖畔上演一场“湖鸟”童话。近日，云和县石塘镇规溪村云和湖畔的爱心岛上，各类鸟儿聚集在这里嬉戏觅
食，数百只白鹭在灌木丛中时而穿梭、时而停留。近年来，随着该镇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过冬，与人类和谐相处。

记者 程昌福 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 摄
“湖鸟”童话

日前，丽水市留
联会与龙泉市委统战
部、市侨联、西街街道
联合举办 2022 年“喜
迎二十大，龙泉话共
富”留学人员卫生文
化进龙泉活动。活动
期间，丽水市中心医
院专家团队在龙泉市
西街街道西新社区开
展全程免费义诊，为
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记者 戴昕律 通
讯 员 张 超 宇 王 镇
西 摄

喜迎二十大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林泽
瑜）“十一”国庆节期间，景宁东坑镇深
垟村的雅景多肉基地新打造的多肉生
物多样性产学研用基地，成为了火爆
的网红打卡点。

今年，景宁大力开展全省首个生
物多样性产学研用试点县建设，东坑
多肉生物多样性产学研用基地是整
个试点县建设工作任务中第一个正
式落地的基地。该基地全面融合整
个雅景多肉基地，致力于打造出多肉
生物多样性在生产、学习、研究及利
用的全链条模式，做精、做深多肉的
生物多样性，让人们在观赏漂亮多肉
的同时，也能充分感受大自然生物多
样性之美。

走进雅景多肉基地，连栋大棚里，
成片的多肉植物品种繁多、萌态十足，
这也是全省最大的高山多肉生产、研
发基地，10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大棚，

通过电脑控制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
智能培育多肉。基地共种植多肉品种
400余个，常年基地存圃量 60余万盆，
2021年销售额达 1200余万元。

今年新建的多肉生物多样性产学
研用基地面积有 1040平方米，高度 8.5
米，主要分为科普、研学两大功能区。

“我们科普区域首期种植了 500多个品
种的多肉多浆植物，收集了包括景天
科、龙舌兰科、夹竹桃科、凤梨科、百合
科、番杏科、大戟科不同科的植物，全
部仿原生态景观种植，让参观游客有
进入多肉世界的沉浸式体验。”丽水市
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分管负责人吴彬
彬介绍。

多肉的认知、多肉的病虫害防治、
多肉的销售……在多肉生物多样性产
学研用基地研学区，80 多位村民集中
在一起上培训课，培训内容涉及多肉
的种植、防病和销售。

孩子们也能在这里探寻植物“秘
密”：观察植物、体验植物扦插，买回家
记录植物生长。

产学研用一体提高了多肉等植物
的产品附加值。在省农科院结对帮扶
和技术支持下，基地拥有了掐头嫁接、
移 动 苗 床 、微 喷 滴 灌 等 现 代 农 业 技
术。通过与省农科院食品研究所的深
入合作，多肉种植延伸到食品试验中，
基地成功研发了食用多肉、多肉蛋糕
等网红食品，开启了基地未来多肉产
业开发的重要方向。

多肉变产业后，借着景宁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的契机，基地所在的深垟村
成功打造出多肉石寨、桐庐莪山、平阳
石城等网红打卡点，成了“网红打卡
村”，年游客量超过 10 万人次，年产值
450万元，带动群众户均每年增收 2万
余元。

景宁东坑多肉基地成国庆网红打卡点
全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产学研用试点县建设成效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