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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真 吴丽萍 通
讯员 鲍群玉 吴诗芸 吴梦飞）“大济
村有位乡贤就是食用菌领域的专家，
建议这次通过‘星期天工程师’柔性
引才机制把她引到我们工坊来……”
昨日一早，为了解决食用菌培育的技
术问题，庆元县濛洲街道食用菌“共
富工坊”的“红色管家”林欢欢提出了
自己的引才计划。

从宣传产业优惠政策到指导“共
富工坊”企业申报项目，再到邀请农
技专家来帮扶助农，今年以来，404
名像林欢欢这样的“红色管家”活跃
在庆元各乡镇（街道）的“共富工坊”
中，成为当地服务“共富工坊”工作中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载体，“共富工坊”近年来在
庆元迅速发展壮大。截至今年 3月，
当地已有各类“共富工坊”101家，帮
助 5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然而，“共富工坊”在建设或运营
的过程中时常会碰到各类问题，往往
需要联系不同的部门、相应的专家进
行沟通解决，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
问题，庆元“红色管家”制度应运而生。

“按照‘一坊四管家’联系制度，
我们为县域内的每个‘共富工坊’都
配备了专属‘红色管家’。”庆元县委
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结合工坊
实际需求和干部技能特长，庆元以金
融干部、乡村干部、技能专家、机关党
员、高层次技能人才等为主体，为每
个“共富工坊”配备了金融、技能、服

务和安全四类“红色管家”，为工坊提
供贷款融资、安全生产、就业招工等
各类服务，实现从“工坊多头找部门”
变为“干部服务送上门”，服务效能可
谓立竿见影。

在“金融管家”的帮助下，面临资
金问题的张村乡白芨“共富工坊”成
功办理“红耀百山贷”，保障了工坊的
有序运行；在“技能管家”的牵线搭桥
下，五大堡乡傻宝黄粿“共富工坊”顺
利得到专家的指导，成功试制出新工
艺配方，一举突破了黄粿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问题；在“服务管家”的争取
下，黄田镇中济村灰树花“共富工坊”
的灰树花被纳入地方性特色政策保
险范围中，为菇农有效规避了“烂棒”
的风险。

“每个月，工坊的专属‘红色管家’
都会主动询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
帮助解决。有了他们的贴心服务，工
坊的运营顺畅多了。”濛洲街道食用
菌“共富工坊”负责人叶亮说。

为了给“共富工坊”提供更周到
的服务，庆元的“红色管家”每月都会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沟通、查询“技能
百事通”应用程序等方式，了解“共富
工坊”的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
时提供各类帮助，并梳理出“服务报
告”。年底，庆元会结合服务成效、工
坊负责人满意度、工坊建设情况等综
合评定“星级管家”。

截至目前，庆元各类“红色管家”
已累计为“共富工坊”开展服务 360
余次，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78个。

变“多头找部门”为“服务送上门”

庆元400余名“红色管家”服务百个“共富工坊”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张靓）
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品春茗更为佳。昨日，
2024丽水市全民饮茶日暨茶品牌宣传推广
活动在市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茶文化研究会主
办，主题为“每天一杯茶，健康进万家”，旨
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丽水
茶。

栩栩意境盏中生，犹如一幅徐徐展开
的宋代人文精神画卷，活动在第九届中华
茶奥会“仿宋茗战”金奖获得者吴美婷的宋
式点茶表演中拉开序幕。

莲城雾峰、草木造物荒野茶、金奖惠
明……活动现场，莲都区、青田县、景宁县
代表上台进行品牌宣传推介；茶香集市上，
汇聚了来自 9 县（市、区）的 31 家茶企，红
茶、绿茶、白茶以及本土特色茶点，吸引了
许多市民交流品评。

现场还有制茶师傅展示传统手工炒
茶技艺，弥漫的茶香吸引市民纷纷驻足
围观；围炉煮茶等各式茶文化体验活动，
更是让大家深入感受到丽水茶的独特魅
力。

“感觉非常好，每家茶企的茶叶都各有
特点。”活动中，市民陈女士品尝了红茶后，
为甘醇耐泡的茶叶连连点赞。

世界绿茶看浙江、浙江茶叶丽水香。
我市宜种茶、出好茶，茶历史源远流长，三
国时期就有产茶记载，唐、宋、明时期均有
名茶列为贡品。

丰厚的文化积淀和茶人的匠心演茶，
让我市涌现出金奖惠明、松阳银猴、缙云黄
茶、莲城雾峰、青田御茶、遂昌龙谷丽人、庆
元荒野茶、龙泉红、云和仙宫雪毫等特色鲜
明的茶品牌，造就了“好山好水有好茶、养
心健身喝杯茶”的独特韵味，呈现了茶以文
扬、文以茶兴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茶产业还是新世纪以来丽
水成长最快的农业主导产业。2023 年，我
市茶叶种植面积、产量、一产产值分别是本
世纪初 2001年的近 4倍、8倍和 35倍；茶叶
全产业链产值（含二三产及市场交易额）突
破 170亿元，茶叶产能从本世纪初全省排名
第七跃居全省第一。

“未来，我市还将不断以茶为媒、以茶
为友，推广丽水区域茶叶品牌，按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要求，促进茶产业‘三茶统筹’，实
现可持续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市茶文化
研究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丽水市全民饮茶日暨茶

品牌宣传推广活动昨日举办

共同品味
丽水茶的香醇和魅力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一场
阅读速度与质量的比拼，一个
属于阅读爱好者的盛会。在世
界读书日到来之际，4 月 19 日，

“书香丽水 爱阅之城”丽水市
首届阅读大赛线下比赛正式开
赛，全市共 435 人报名参加，在
市图书馆、各县（市、区）图书馆
共设 10 个赛区，共同开展阅读
专注力与意志力的比拼。

大赛规则要求，选手需在
2.5 小时内快速阅读一本书，并
在指定时间内回答与阅读书目
有关的题目，比赛将根据选手的
阅读速度和阅读质量计算成绩。

比赛当天，人们早早来到市
图书馆线下赛场。不同于以往的
竞技比赛项目，在现场，同样有着
阅读爱好的选手们纷纷交流互
动、拍照打卡，气氛轻松愉快。

“报名参加比赛是为了享受
阅读的乐趣，没什么压力。”选
手陶醉告诉记者，从上学时起
她就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
首届阅读大赛的举办更是吸引
了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我想
感受与大家一同阅读的氛围，
也非常期待即将要读的书籍。”

上午 9时，随着主办方的宣
布，线下比赛正式开始。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选用
书籍为朱自清作品《论雅俗共
赏》。据主办方介绍，《论雅俗共
赏》涉及主题广泛，作为阅读大赛
书籍能够综合考查选手们的文学
素养、批判思维和阅读理解能力。

赛场上，选手们聚精会神投

入到阅读当中，除了翻动纸张
时的哗哗声、提笔记录时的沙
沙声，现场几乎听不到一丝其
他声音。

在主办方限定的最短阅读
时间 1 小时 45 分钟后，部分选
手顺利完成了书籍阅读。

“我觉得这次比赛选择的书
籍特别好。”完成阅读的选手易鹏
兴奋地向记者分享，《论雅俗共
赏》讲述了中国文学史，不仅让他
了解到相关知识，简洁明了的语
言更是适合阅读大赛的节奏。

“比赛时全身心投入到阅读
当中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易鹏
曾多次参加长三角阅读马拉
松，他认为，文化进步将进一步
助力城市发展，“希望今后阅读
大赛能够持续举办，我还会报
名参加！”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通过全
市联动开展阅读大赛，将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助力书香社会
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阅读氛围，引导社会公
众参与到阅读中来。

接下来，“书香丽水 爱阅之
城”丽水市首届阅读大赛还将
举办线上阅读比赛，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更多
市民学习阅读方法，培养阅读
习惯，让阅读成为生活新方式、
社会新风尚。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书香丽水 爱阅之城”
市首届阅读大赛火热开赛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张琳 雷莹莹）为加快技能人
才培养，提高政务服务质量，进
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近日，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
标准化培训基地在丽水技师学
院揭牌成立，标志着丽水经开
区在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
新步伐。

技能人才队伍的培育和壮
大是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涵养
人才发展生态的重要抓手。行
政办事员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
窗口经办人员，直接面对群众、
面向社会，不仅代表政务服务
形象，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其职业素养和能力水平直接关
系营商环境改革落地，关系着
企业群众办事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多年来，丽水经开区一直高
度重视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化
改革工作，全力做优“招、用、
育、考、留”全周期办事员生态
链。自职业化改革以来，丽水
经开区政务服务办事员持证率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达到 100%全
覆盖，窗口好评率 99.9%，办件
量增长 7.7 倍，“一网通办”率、
跑零次率等指标持续走在全市
前列。

好成绩的保持需要后期持
续不断的努力和坚持。去年 9
月，丽水经开区政务服务与大
数据中心对标窗口服务实际
需求，联合丽水技师学院开展
政务服务系统首批行政办事
员职业技能培训班，45 名政务
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经过
一个月的培训，成功全员持证
上岗，这为双方后续合作的再
深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
高技能人才是学院发展的永
恒目标，丽水经开区政务服务
标准化培训基地设在学院是
对我们能力的认可。今后，我
们双方会把基地打造成专门
针对行政办事员的全周期培
养基地，通过提高行政办事员
的业务素质能力来进一步优
化丽水经开区营商环境，为丽
水技工教育贡献更大力量。”
丽水技师学院校长贺陆军信
心满满地说。

丽水经开区成立
政务服务标准化培训基地

本报讯（记者 蓝倞 王拂晓 通
讯员 柳晓云 洪心漪 方晓屹）“真的
太方便了，在店门口就完成了个体户
变更登记。”前不久，在莲都区金汇广
场经营奶茶店的刘先生走进不远处
的商圈驿站，询问开店地址变更的事
情，谁知当场就可以办理。审批代
办、帮扶服务、政策宣传……小小的
一个“商圈驿站”，在推进政务服务增
值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 24
小时不打烊，成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
人。

万象街道辖区内老商圈林立，商
贸服务业发达，商居混合特点明显，
市场主体和辖区居民对优化营商环

境的需求较为迫切。去年，万象街道
聚焦民生所盼和商圈所需，在梅山社
区设立全市首个商圈驿站——万象
商圈驿站。今年以来，万象商圈驿站
不断增加覆盖面，融合了社区网格驿
站、共富驿站、城市书屋等功能，内部
设有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商户沟通
区、便民休息区、共富橱窗展示区等
功能区块，并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

“我们从商圈实际需求出发，在
商圈驿站推出个体户开业、变更、食
品经营许可新办等 7 类政务帮办事
项，同步推出创业就业服务、政策服
务、调解关怀等特色服务事项，群众

可在驿站实现 18 大类 133 个事项办
理。”莲都区政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我们还组建了跨部门高效协
同‘智囊团’，可以远程为市场经营主
体答疑解惑。”

不仅如此，商圈驿站还为府前菜
场商贩和送货人员提供了夜间中途
休息的场所。“夜里冷，有时候我们要
在冷风里等个把小时，商圈驿站为大
家提供了舒适的歇脚场所，真的很感
动。”一位菜贩告诉记者。

“我们商圈多种业态并存，市场
主体经营时间几乎覆盖全天，所以商
圈驿站是 24 小时对外开放。同时，
驿站还配备了AED、血压仪、微波炉、

咖啡机等供周边商户群众免费使用，
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渴了能喝水、热
了能纳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
的沉浸式暖心驿站。”万象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

此外，针对老城区商户与居民楼
距离较近、商户与住户矛盾多发等问
题，万象商圈驿站也成为群众纠纷调
解的主要场所之一。

据悉，万象街道目前已实现处州
府城、金汇广场、府前菜场、百货大
楼、粮油批发市场等商圈网格服务全
覆盖，商圈驿站累计开展矛盾调解、
儿童课后托管、公益课堂、政策咨询
等服务 4800余次。

莲都打造24小时不打烊“商圈驿站”

近日，松阳县在县育英实验小学开展 2024 年“流动少年宫”活
动。本次活动以“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现场设置了健康生
活馆、普法教育馆、流动科技馆、交通知识馆等 20 余个活动体验
区，让青少年们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知识。据了解，今年松阳县青
少年宫将以“流动少年宫”品牌公益活动为抓手，进一步整合各类
社会资源，计划开展 30 场体验活动，让学生们享受到更加优质的
校外教育。

记者 兰雷伟 商政君 通讯员 叶梦雨 叶朱萍 摄

眼下正是缙云黄茶采摘上市的时节。在缙云县大源镇龙坑村的缙云黄茶特色农业科
技园中，青翠的新芽吐露枝头，茶农们穿着采茶服，手挎茶篓，动作娴熟地采摘着新芽。据
悉，缙云黄茶是该县统一打造的地方区域品牌，经过精心培育和发展，全县现有黄茶面积
1.35万亩，年产量56吨，年产值1.2亿元。

记者 雷宁 汪峰立 通讯员 吕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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