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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
梦雨）在松阳县赤寿乡赤岸村、楼塘
村，乡、村干部身影连日活跃在田间
地头、农户家中。“本周必须完成地
勘，确保移民项目三季度开工！”“下
午约了农户再动员，还有那户在外
地的也得抓紧联系。”……他们围绕
项目谋划、实施、政策处理等全周期
环节，深入践行“民情地图促服务”，
用细致工作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今年 4 月，赤寿乡启动总投资
约 1.29 亿元的产城人融合发展项
目，涵盖历史经典产业振兴、和美移
民乡村建设两大内容，包括产业服

务中心建设、老屋修缮、公共服务配
套等。项目涉及面广、农户多、户情
复杂、土地权属交织，从前期摸底到
开工推进，每一步都是挑战。

如何破题？6 月，松阳县出台
《关于进一步构建“民情地图”促服
务机制推动乡镇工作全面提升深化
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
型政府”的实施方案》，深化“民情地
图促服务”机制，重点绘好“项目建
设图”。通过专项培训、“项目谋划
季”活动、编制《工作指引》等，为乡
镇干部提供清晰路径和专业支撑。

赤寿乡迅速响应，因地制宜制

定“民情地图促服务”细化举措，提
升干部项目谋划能力，建立动态项
目储备库。干部同步走好群众路
线、挺进项目前线，实现项目谋划建
设“双提速”。“以民情地图服务项
目，是发展惠民、锻炼聚力的双重载
体。”乡党委委员丁诗怡介绍，“我们
建立完善了干部‘包联村企、包联农
户、包联项目，走访群众、接访诉求、
拜访能人’的‘三联三访’机制，穿透
底数形成‘村情清单’，有力保障项
目推进，持续营造干群共谋共建共
享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眼下，赤寿乡 30余名干部正全

速奔跑在项目一线。截至目前，产
城人融合项目已完成 61 亩“连片
建”区块地上附着物清理，拆除不协
调建筑、危旧房 5000余平方米。

赤寿实践是松阳绘好“项目建设
图”的缩影。放眼松阳，古市镇千年
古城复兴等 37个项目正如火如荼推
进，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能。松阳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民情地
图’促服务机制效能，全力绘好‘项目
建设图’，识别‘奔跑者’与‘蜗牛者’，
树牢‘谁能干谁上，谁干成奖谁’导
向，营造担当实干的浓厚氛围。”

“民情地图”引路 项目引擎轰鸣

松阳干部“落地跑”跑出攻坚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周春丹 邱雅琴）“我去社
区小铺剪了头发，只要 7 块钱，便
宜得很！”莲都区联城街道娄丰堰
社区党群服务街区里，7 月 7 日刚
刚开业的“新邻居·小铺”热闹非
凡，88 岁的李奶奶正享受着理发
屋的“高龄惠剪”服务，作为 80 岁
以上的老人，平日里她只需支付 7
元钱，就能让理发师把头发精心打
理一番。

从“新邻居”到“好邻居”，用
“心”服务做好大搬快聚后半篇文
章。联城街道娄丰堰社区创新推
出“新邻居·小铺”，通过“空间活
化、服务便民、就业赋能、志愿协
同”四维联动，打造党建引领下的
社区治理新范式。以“新邻里·安
居梦”党建品牌赋能社区发展，闲
置空间蜕变升级为集惠剪理发、邻
里咖啡、便民修补等多元服务于一
体的互助平台，编织着邻里互助与
社区共富的新图景。

“我们的‘高龄惠剪’收费模式
是 60 岁以上 9 元、70 岁以上 8 元、
80 岁以上 7 元，基本低于市场价。
此外，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免费义
剪活动，最大限度让社区居民们乐

享服务。”娄丰堰社区党委书记毛
森芳介绍。

从太平乡大搬快聚而来的“新
邻居”俞春燕正是理发小铺的首批
签约理发师，“社区很贴心，‘小铺’
免费提供，我们剪发收的钱就是我
们的纯收入，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了。”俞春燕高兴地说。

俞春燕口中的“小铺”，是娄
丰堰社区探索“强社经济”与“乐
业安居”双轨并行的生动实践。
面对“大搬快聚”居民融入与就业
的迫切需求，社区盘活闲置空间，
打造多功能融合的“新邻居·小
铺”。这里不仅是理发屋、咖啡
吧、修补站、志愿服务站，更是一
个通过社区投入基础建设、强社
公司运营管理、商业收益反哺社
区公益，可持续“造血式”的公益
枢纽，“小铺”也将成为娄丰堰居
民们心中“下楼即享、上楼念想”
的幸福港湾。

“这不仅是一个便民小铺，更
是党群连心的红色驿站。我们将
持续推出‘大搬快聚·社区好声音’

‘家门口夜话’‘大搬快聚调解铺’
等活动，让党建联建优势转化为居
民幸福指数。”毛森芳说。

小铺子服务串联邻里心
联城街道“新邻居·小铺”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胡春麟 黄鸿鑫）炎炎夏日，全国各
地时令瓜果集中上市。眼下，寒香
蜜、甜脆李、翠冠梨等龙泉特色水果
相继成熟，迎来了采摘销售期。

“一棵树能产三四十公斤李子，
今年行情不错，批发价每公斤有 6
元。”在剑池街道刘建伟家庭农场
里，负责人刘建伟正忙着采摘甜脆
李。今年，他种植的 100 多株甜脆
李预计可带来 7 万多元收益，加上

50多亩桃形李，仅这两样水果就可
带来 1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

近年来，龙泉抢抓现代农业发
展机遇，充分利用气候、土壤、水质
等优势，积极打造精品水果种植基
地，发展特色水果产业，有效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去年，龙泉市园林水
果产量 5478吨，产值 6474万元。

连日来，兰巨乡桐山村杨志杰家
庭农场的种植大棚里，葡萄架上挂满
了一串串寒香蜜，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采摘品尝。“每亩产量在 1000公斤
左右。”农场负责人杨志杰介绍，寒香
蜜6月15日开始上市，采摘期可持续
至本月中下旬，今年产值近15万元。

“最近，每天能采摘 1000 多公
斤 ，今 年 预 计 总 产 量 有 1 万 多 公
斤。”在竹垟畲族乡盖竹村的永盛水
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邹永星正爬
到树上，和工人们一起采摘杨梅，一
颗颗如乒乓球大小的东魁杨梅让人
馋涎欲滴。“散称的每公斤卖 7 元

多，大果每箱 168 元，一箱只有 48
颗。这两年我们开始做直播，每天
发往外省的快递有 100多箱。”邹永
星表示，今年合作社的杨梅销售额
预计可达到 30多万元。

“我们按照‘适地栽培’原则，在
不同海拔地区推广种植适宜的品
种。接下来，将重点推广设施栽培、
机械化栽培，提升果品品质以及基
地抗灾能力。”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

特色水果种植促农增收

龙泉“小水果”链动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张清岚）盛夏炎炎，暑气蒸腾，
近段时间以来，青田县高湖镇九门
寨景区凭借一汪清溪，成了周边市
民 游 客 争 相 奔 赴 的“ 天 然 空 调
房”。走进景区，只见青山环抱间
潺潺溪流穿谷而过，串联起天然碧
潭、绿荫露营区与多样水上项目，
不少市民和游客驱车来到这里，在
山涧溪水的清凉怀抱中寻找酷暑
里的一抹惬意。

碧潭中，两艘适配山涧的“气
球龙舟”正在破水前行，船身上
的市民跟着节奏同步挥桨，溅起
的水花和荡漾的碧波在水面上
来回翻涌。不远处的水域，五颜
六色的水上桨板更显自在，游客
们 或 立 或 坐 ，握 着 桨 杆 悠 然 划
动，有的两两并排说笑，有的独
自凝神保持平衡，齐奏最鲜活的
夏日乐章。

“我是从温州自驾过来的，虽
然需要一个多小时，但来了之后发
现很值。”游客吴先生表示，他平日
里在城里空调吹多了闷得慌，今天
来到九门寨景区发现这里的绿谷
溪水清澈、露营基地成熟，体验感

非常好，“我和爱人在溪边的帐篷
煮茶、看山、看水，非常惬意，这才
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我特意从北京飞回来打卡，
果然名不虚传。划桨板到潭中央
时，抬头是云卷云舒，低头是鱼翔
浅底，比任何网红景点都治愈身
心，回去之后肯定还要拉上朋友再
来玩。”市民门女士则难掩兴奋，激
动地向记者说道。

近年来，高湖镇立足“山水资
源”禀赋，持续推进“亲水游”品牌
打造，通过整合辖区景点溪流资
源，清理河道、涵养水源，让“清水
绿岸”成为标配；因地制宜开发水
上桨板、溪谷潜水等特色项目，兼
顾亲子休闲与运动体验；完善停
车场、生态卫生间、溪边遮阳棚等
配套，让“玩水”更便利、更有烟火
气。

高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镇里还将持续推动“亲水游”向
全域化、精品化升级，打造群众乐
见、互动性强、浸润式参与的亲水
活动，营造“全民乐享、全域联动、
全季适宜、全景融合”的浓厚亲水
氛围。

高湖镇山涧溪流
变身夏日狂欢地

7 月 11 日，莲
都区白云街道五宅
底社区启动“薪火
相传非遗计划——
非 遗 识 趣 周 ”活
动。活动每天设
置不同主题，旨在
通过居民共同体
验非遗技艺，促进
交流互动，感受文
化魅力，拉近邻里
距离。

记 者 贾 恒
通 讯 员 王 璐 瑶
李许欢 摄

非遗识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