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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敏
通讯员 赖智雅 叶雨佳

“这锅鱼头得配三碗饭，汤汁
拌米能舔盆底。”安徽籍货车司机
吴师傅捧着白瓷大碗、边吃边竖起
大拇指。在遂昌县焦滩乡焦 村
的“鱼头一条街”上，这样的赞叹声
几乎每天都此起彼伏。

二十年前，焦 村还是一个
典型的“空心村”：青壮年多数外出
务工，留下的村民守着乌溪江畔的
几亩薄田，人均年收入不足 5000
元；坑洼的黄泥路、摇摇欲坠的泥
土房，是村庄发展陷入停滞的见
证。

转机始于 2010 年，村党支部
书记江利明带着党员干部走访调
研时发现，村民们招待客人必上的

“鱼头锅”，总能让食客赞不绝口。
既然家家都会做鱼头，为什么不把
它做成产业？

在江利明和一众党员干部的商
议下，焦 村集体投入 500万元盘
活闲置资产，统一规划打造“焦滩鱼
头一条街”，让分散经营的渔家小馆

“抱团出海”。村里牵头成立鱼头馆
行业协会，制订《焦滩鱼头烹饪规
范》，从选鱼、腌制到炖煮形成标准
化流程，确保“家家有秘方，道道是
招牌”。乌溪江一级水源保护区这

一优势，也让“清水养鲜鱼”的生态
牌转化为天然卖点。

一碗鱼鲜引得百客来。去年，
焦 村共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
餐饮产值突破 3174 万元，同比增
幅达 23.3%。不仅如此，村民手工
制作的乌溪江鱼干、霉豆腐、千层
糕等土特产也借助鱼头声名远播，
人均年收入增长至 2.5万元。

长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吴土法
便是受益者之一，2010年，他响应
村两委号召，回村里经营鱼头馆，
凭借地道的鱼头烹饪技艺和热情
周到的服务，他经营的鱼头馆去年
营业额突破百万元。

焦 村还联合周边 4 个村成
立渔旅融合组团片区，通过资源共
享统一设计旅游线路，把鱼头美食
与红色研学、生态漂流串联成线；
以品牌共建方式推出“江鲜美食
季”联合营销，抖音话题“焦滩鱼
头”播放量破 137.9万次。

焦 村已入选首批山区海岛
县省级重点村项目、省第 4批未来
乡村项目，焦滩乡党委书记严育根
表示，将围绕鱼头一条街、沙滩景
观、沿江游步道和传统村落等资
源，推动焦滩鱼头品牌提档升级，
着力提升“吃鱼头、住民宿、游乌
溪”的农文旅体验，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

20年烹制一碗鲜香鱼头

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刘快快）近日，记者从缙云县水
利局获悉，缙云已全面完成 327
座单村水站改造提升任务，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182 个行政村 ,
18.3 万 名 山 区 群 众 实 现 用 水 无
忧。

七里乡黄村畈村村民李硕拧
开水龙头，自来水奔涌而出，捧起
一尝，清凉甘甜。“以后，不论刮台
风还是下大雨，都可以喝上好水
了。”

喝上放心水，村民期盼多年。
缙云县地处浙西南山区，山地占比超
80%，部分偏远村庄因地形限制、水
源不稳定等因素，多年来面临供水难
题。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供水安全
保障，实现城乡同质供水，缙云县
按照“能联则联、能延则延、能并则
并”原则，加快规模化水厂建设，创
新构建“日清周结保节点，全链协
同提效能”工作机制。通过“多色
图动态预警+清单化过程管控+周
报闭环管理”协同机制，每日对照
任务清单逐项销项，按进度偏差实
时标注预警图；同时，启动“专班攻

坚+资源倾斜”机制，确保进度可
控、问题可溯、责任可追。这一全
链条管理模式，高效推进水厂管网
建设。

为确保所有农村群众早日喝
上放心水、优质水，缙云县以列入
单村水站建管机制改革为契机，聚
焦县级统管，持续健全管护机制，
于今年 6月发布实施《缙云县县域
供水统管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
顶层设计，形成以规模化水厂带动
辐射乡镇水厂及单村供水工程的
以大带小管理机制，切实提升县域
供水统管运维能力。

自 2023 年，缙云启动本轮单
村水站改造提升行动以来，城乡
规模化供水覆盖率显著提升，城
乡供水向集约化、高效化转型。
缙云县三座规模化水厂投入运
行，15 个行政村、2.2 万名群众从
中受益。

缙云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打造县域供水综合管
理平台，依托数字赋能，全面提升
农村供水工程管护精细化、标准
化、信息化水平，让“放心水”成为
乡村振兴的“幸福泉”。

缙云全面完成
单村水站改造提升

18.3万山区群众喝上“优质水”

近日，由景宁总工会主办、景宁畲艺坊服饰有限公司承办的缝纫工技能竞赛圆满收官。本次竞赛是景宁工会服务职工成长、力促稳岗
就业的创新实践，三十余名选手积极参与培训并同台竞技，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6名及优胜奖若干。赛后，12名优秀选手当场与承办
单位签订就业意向书。工会创新打造“技能+就业”模式，打通赛场到岗位“最后一公里”，不仅为选手提供了新岗位，也为企业输送了熟练
工，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压力，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刘婷 黄松雅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吴季青）日前，庆元一起打击制售伪
劣农药的案例经县公安局以涉嫌生
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将犯罪嫌疑人闫
某、石某等9人移诉至庆元县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这是庆元“轻微侵
企”反映专窗解决企业遭受“小额度”
侵害的一个缩影。

“‘轻微侵企问题’反映专窗”是
庆元县公安局联合县司法局等部
门，针对企业遭受“小额度”侵害而
创新设立的新服务内容，目前“专
窗”设立在庆元县企业综合服务中
心并配备专职法律顾问。企业主仅

需到“专窗”填写一张表，工作人员
便会联络公检法司、综合行政执法、
市场监管等十余个部门专员，实时
组建专业团队，落实“查平台管理、
查关联事件、查利益链条”的“一事
三查”机制，对问题开展联合研判、
依法定性。

“我们在之前的工作中发现，假
冒仿制、物流刁难、刷单索赔等新型

‘轻微侵企’行为正持续侵蚀企业权
益，这类行为通过‘小、频、散’的侵
权形式规避法律追究，光凭一个部
门难以治理。”庆元县公安局民警姚
海江介绍说，为此，庆元公安联合相

关部门于去年 5 月设立“专窗”，通
过创新“轻微侵企问题”处置闭环，
将“小恶难惩”的治理盲区纳入规范
化、法治化治理轨道。以“一个窗
口”方便企业反映问题，推动多部门
开展信息碰撞、专业研判和集中办
理。

据了解，“专窗”目前编制了覆
盖平台经济、供应链、物联网、知识
产权、职业打假等 5 大领域 28 类风
险行为的《轻微侵企行为目录》和

《“轻微侵企”行为分类处置规程》。
“对存在‘轻微侵企’情形的，针对案
件类型，按照纠纷调处、行政监管、

刑事查处分类流转处置。”姚海江介
绍。

截至目前，“专窗”已经帮助当
地企业规避“轻微侵企”风险 200余
件，开展“小微”维权 45 次。此外，
在全国范围内，从本地“小额度”事
件挖掘线索，查处某“黑物流”团伙，
为 150 多家企业、商家挽回损失近
百万元；查处某“猪肉骗子”，涉及养
殖户和企业 30 余家，金额达 400 余
万元。庆元县公安局移送起诉的生
产、销售伪劣农药案，受侵害农户、
农业合作社达 800 多家，金额达 1.1
亿元。

帮助企业规避风险200余件，开展维权45次

庆元设立“专窗”处置“轻微侵企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杨华平）近日，一场“教科书式”跨区
域执法在瓯江温溪段上演：青田县
执法船发现可疑橡皮艇正非法布
网，嫌疑人逃窜至温州水域时，遭温
州执法船迎面拦截，最终在两地 4
艘执法船合围下束手就擒。这场 10
分钟内完成的“瓮中捉鳖”，正是温
丽两地深化“两市五地”护渔执法协
作的生动实践。

青田县温溪镇毗邻温州市，涨
潮时，海水会倒灌至此，使这片水域
成为刀鲚、鳗鱼等鱼儿的“天堂”。
非法捕捞者依托“边界优势”，在温
州与青田两地水域穿梭，以逃避渔
业巡查执法。

为切实维护瓯江流域禁渔秩
序，强化温丽交界水域执法监管，近
年来，浙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直属二支队、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

法支队和青田县农业行政执法队深
化跨区域渔业执法协作，完善联席
会议、信息共享等机制，联合开展

“春潮 3 号”系列行动，严厉打击温
溪段交界水域非法捕捞行为，有效
保护瓯江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
环境。

“今年以来，我们与温州联合
开展大型渔业执法行动 5 次，查获

‘三无’船筏 15 艘、网具 38 副、浮台

5 个，没收渔获物 150 余公斤。下
一步，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查处

‘三无’船筏制造和禁渔期渔获物
销售窝点，从源头上斩断非法捕捞
行为，切实保障瓯江渔业资源可持
续发展和河流生态环境平衡。”青
田县农业行政执法队专职副队长
郭永伟表示，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
拳，“两市五地”机制让瓯江护渔网
越织越密。

瓯江禁渔再亮剑

温丽两地跨域合围斩断非法捕捞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