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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朱
朝晖 胡杰）近日，丽水市审计局深
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
革工程”，以主题教育为契机，积极
开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调研活动，
聚焦产业发展，优化营商服务，激发
创新活力，赋能山区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
据悉，丽水市审计局已于 2023

年初组织开展丽水市区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专项审计调查，主要聚焦市
场主体需求、服务效能提升、减轻企
业负担、保护企业权益，重点关注项
目审批、工程招标、助企纾困等政策

措施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发现
惠企政策措施落实、资源要素优化
配置改革等 7 方面 32 个问题，并撰
写 7 篇专报信息，提出审计建议 21
条。

据审计部门介绍，此次走访调
研主要围绕审计发现问题，积极听

取被审计单位、基层单位、当地企
业、办事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分析深
层次原因，并尝试从体制机制上提
出意见建议，助推打造最优政务环
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经济生态
环境，从而为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保驾护航。

丽水审计助力优化提升营商“软环境”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应
丽芬）“宝爸宝妈碰到这些情况，一
定不要着急，我们要避免抗生素的
滥用。”“宝宝的这些‘消极行为’，我
们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暂停’。”……
近日，在位于龙泉的浙江国镜婴幼
儿照护服务驿站，龙泉市托育综合
服务中心的保健人员为前来的婴幼
儿家庭开展了健康宣教等服务。当
天，参加活动的家庭还一起做了早
教游戏，现场气氛热烈。

为满足群众“幼有所育”“幼有
善育”需求，提高 0—3岁婴幼儿家庭
服务的可及性、便捷性、专业性，我
市卫生健康部门依托全市已有的国

家级、省级“向日葵亲子小屋”建设
示范点，同时不断扩大“向日葵亲子
小屋”项目覆盖面，并强化建设婴幼
儿照护驿站。截至 2023 年，我市 9
县（市、区）全部建成“向日葵亲子小
屋”，共有 22家投入使用，在龙泉和
景宁则有 4个婴幼儿照护驿站投入
使用。

走进红黄蓝早教机构“向日葵
亲子小屋”，占地 1200平方米的空间
内充满了温馨感，小屋集活动区、游
乐区、阅读区、感统区于一体，为居
民提供亲子互动、亲子教育、亲子阅
读、亲子手工等多项服务。

“各地卫健、教育、妇计中心、社

区等部门和单位联合起来，依托现有
托育机构、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小区物业用房等场所，建立了独
立型、综合型、协作型的‘向日葵亲子
小屋’，通过亲子活动、家长课堂和入
户随访等形式，促进婴幼儿运动、认
知、语言、情感、社会行为等能力发
展，增强家长对婴幼儿照护的意识和
技能。”丽水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
与妇幼健康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婴幼
儿照护服务驿站则面向婴幼儿家庭
开放，提供育儿技能指导、亲子游戏
陪伴、临时托管等服务。驿站依托县
级妇计中心等，定期开展家庭养育小
组活动，常态化组织开展健康宣教、

亲子互动、早期学习，深受家长喜欢。
一间间“向日葵亲子小屋”和婴

幼儿照护驿站的开放，让越来越多家
庭感受到了我市普惠性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的成效。“我们是双职工家庭，
大的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小的才
8个月大，平时也不知道去哪里带娃，
婴幼儿照护驿站就是很好的选择，又
能玩又能学，也很方便。”经常参加驿
站养育小组活动的兰女士表示。

目前，我市共有 85 个亲子小屋
辅导员，去年累计开展亲子小屋活
动 660场，服务群众 9437人次，开展
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服务活动 131 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 158258份。

22家亲子小屋全市覆盖，4个婴幼儿照护驿站投入使用

我市全力满足群众“幼有善育”需求

为促进旧衣物资源回收
再利用，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
的环境保护意识，近日，莲都
区紫金街道星湖社区联合紫
金街道强社公司、新湖国际幼
儿园组织开展“‘童心同行’旧
物置换环保公益活动”。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将小朋友们提
供的旧衣物进行回收，并为其
免费置换日常用品，现场还为
居民普及“强社惠民、旧衣回
收”的意义。

记者 商政君
通讯员 张梦斓 摄

童心同行
旧物置换

近日，松阳县水南街道携手云峰社区、江南社区、街道侨联、街道乡
贤联谊会和南山村文化礼堂等共同开展腊八送温暖活动，200 多份热气
腾腾的腊八粥让工地工人、环卫工人、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仲迎春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近日，
浙江省林长制机制创新十大典型
案例公布，我市庆元、景宁两地入
选。

据介绍，此次典型案例评选
重点聚焦全省各地在强化林长履
职、优化部门协作、深化源头治
理、完善考核激励、鼓励社会参与
等五个方面的机制创新实践。

近年来，庆元县以林长制统
领林业保护、发展、改革，以“林
长”促“林兴”，打通林业共富路
径，走出一条“林业提质增效、自
然和谐美丽、林农富裕富足”的生
态发展之路。

在优化协作方面，庆元县深
化“林长+警长”协作机制，首创

“绿野寻踪”非法狩猎预警模型，
推送预警信息 55 条，预防违法案

件 30 余 起 ，案 件 数 量 同 比 下 降
43.6%，被公安部发文列为全国推
广项目。

景宁以“全面落实林长制，努
力打造全国东部生态‘绿心’”为
奋斗目标，积极探索符合本地森
林资源保护发展的工作方法，写
好“管绿”“护绿”“富绿”三篇文
章，构建起治理稳定有序、多方共
治共享、经济循环共生的森林生
态。

在社会参与方面，景宁创新
开展“百名林长说林长制”主题大
讨论 400 余人次，同步推送《一图
读懂林长制》及“林长说”评论；与
国开行合作投资 43亿元盘活森林
资源，设立兴村富民基金 10亿元，
实现村集体年保底分红 1600 万
元。

我市两地入选
省林长制机制创新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张
艳）“成为一个优质的主播，自信是
必不可少的。就像我们美食类主
播，没有过硬的厨艺，对菜品没有过
硬的认知，对产品没有充分的信心，
当然也就没有信心站在镜头前。”这
是莲都区白云街道新乡贤、吾饭“共
富工坊”的负责人吴焕江培育当地
主播时的肺腑之言。

其公司作为莲都区唯一一家线
上粉丝超 500万的O2O电商企业，创
新建设直播“共富工坊”，2023 年销
售额近 1.5 亿元，为白云街道增收
2120 万 元 ，直 接 解 决 就 业 100 余
人。同时培育 28 名带货“农民主
播”，累计帮带“创业新农人”85人，
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 105个，人均年
收入增加 1.8万元，在莲都电子商务

产业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吾饭”这样的乡贤在莲都并非

孤例。从带动就业到共同劳动致富，
从乡风文明建设到基层社会治理，莲
都的发展中处处有乡贤们的身影。

“在这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我
将以求是挺进的精神，铆足实干的
劲头，把乡村振兴的使命扛在肩上，
构建‘科技+农业’新格局，蹚出共同
富裕新路子。”这是莲都区碧湖镇新
乡贤金林美的承诺。

在共富之路上，金林美以“合作
社+社员+农户+市场”的运行模式，发
展社员 322户，其中种植蔬菜年收入
超过 12 万元的社员超过 80%，带动
周边县市农户 5000 多户，年销售额
近亿元，仅育苗基地年产 800万株优
质蔬菜种苗便为农民增收 1000多万

元。2018年至 2020年莲都区与四川
省剑阁县东西部结对帮扶期间，金林
美作为莲都区新时代乡贤代表，主动
参与东西部对接，出资帮助四川省剑
阁县健康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引进蔬菜新品种、新技术 10多项，示
范带动当地农户 300多户，示范发展
蔬菜基地1500多亩，创新增收500多
万元。

在雅溪镇，引入乡贤等社会力
量的雅溪镇协治会，进一步统筹相
关部门资源，组建调解“智囊团”，以

“1 个协治会为平台、5 大片区为阵
地、3 支队伍为支撑”，打造“153”基
层治理新模式。两年来，600多件矛
盾纠纷在雅溪镇政府层级得到有效
化解，“有事就找协治会”已成为当
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共识。

“乡贤在村里、镇里都有一定的
‘地位’，受到百姓的信任，他们的资
源也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成
为我们依靠和发动民众的‘关键一
招’。目前，雅溪镇所辖 19个行政村
逐步形成了‘从一把手包办到引导
民众干、村民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
参与’的村级治理新体系，共建共治
共享的良好局面正加速形成。”雅溪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聚“贤才、贤智、贤资”资源，
一批批乡贤自发“回巢”，一个个项
目“雨后春笋”般进驻……莲都“乡
贤朋友圈”正涌动起蓬勃动力、凝聚
起发展合力。

莲都乡贤“归巢”聚合力促发展

本报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叶益鹏

“恭喜入市！”近日，“90后”周
恩君领到了一本全新的营业执
照。这意味着，作为首批入驻云
和县青年驿站的创业者之一，他
有了属于自己的食品生产企业。

周恩君是云和县石塘镇朱村
村的“创业”青年。

2023 年 4 月，全市首家“想创
就创”青年驿站落地云和。当时
正经历人生第二次创业的周恩
君，头一次从朋友口中听说“青年
驿站”这个概念。为了给自家作
坊生产的朱村面条打开销路，他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站点，并
认识了他的创业“有缘人”、该县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吴王焕。

朱村面条是云和地方特色
美食之一，吴王焕也早有耳闻。
了解到周恩君的情况后，他与驿
站的创业导师们第一时间推荐
了企业化发展这条路。而想让
产品入驻连锁超市、扩大销路，
食品生产许可证和 SC 认证是必
不可少的，要拿到它们就必须拥
有营业执照，成为正式的食品生
产企业。“只有跳出小作坊的圈
子，朱村面条才能做大做强。”吴
王焕说。

系列认证与厂房环境条件、

企业资金又“环环相扣”。为了让
这位年轻人顺利圆梦，2023年 6月
至今，云和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多次走访周恩君的面条作坊，
现场指导其改进工艺流程、做好
厂房标准化建设，并手把手科普
正规食品生产的各项要求。

了解到朱村村当地有不少居
民从事面条生产后，青年驿站积
极谋划，联合云和县农商行推出
了“朱村面条贷”服务，为从事朱
村挂面加工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和
农创客提供资金支持，并对接石
塘镇强村公司，签订投资意向书，
为周恩君的企业注资 40 万元，让
朱村面条有了升级设备、提高产
量、冲刺市场的底气。

在青年驿站的联络推广下，
如今，朱村面条已正式入驻云和
县域多家超市和门店，同步销往
丽水 9县（市、区），广受好评。

不止“朱村一面”，创立至今，
青年驿站累计走访调研 70余家市
场经营主体，借助“面对面”创业活
动培训学员600余人，培育“名特优
新”个体工商户 52家，另有 16家市
场经营主体获评丽水市首届知名
老店、特色小作坊、网红店铺，已逐
步形成了“1个总站+5个基层指导
站+13个社区服务点+55个零创工
位”的“一站式”筑梦平台。

“老”面条“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