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丰智慧 通讯员 应
亦斌） 9月 24日，2019秋开化电大农民
大学生开学典礼暨主题教育思政专题讲
座在芹阳办事处密赛村乡村讲堂举行。

据悉， 为响应党中央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需要， 加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力度，为“三农”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助力
衢州“美丽大花园”建设，开化电大主动
作为，积极开展农民学历提升工程。今年
下半年共招农民大学生 462名， 占下半
年总招生的 92.3%， 其中涉农专业招生
100人。

本次开学典礼相比往年有所不同，
首次增加思政课，紧密结合“乡村振兴”

“三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等中心工作进行。

今后， 开化电大将继续抓好主题教
育，结合自身职能，在全县五个片区的中
心讲堂开设教学点， 让更多的农村学员
在家门口上大学。

开化电大举行
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

本报讯（记者 胡萍 通
讯员 张梦芸 钟民跃） 9 月
25日，村头镇前庄村、礼田村
等都在加紧实施新建公厕项
目，据悉，这只是村头镇苦念

“清”字经，深入推进全镇“四
大革命”的具体行动之一。

“我们镇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厕所革命’三
年行动计划。 2018年全镇新
建公厕 5 座、 改建公厕 23
座，今年将新建公厕 3 座、改
建公厕 21 座。 ”村头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 年还计划
对全镇 648 户“无厕户”进行
标准卫生间改造、对全镇 52

座公厕张贴制度牌、 温馨提
示等其他广告设计， 同时建
立专门的保洁队伍， 通过制
度化的保洁和常态化的督查
考核，实现公厕“上无网、下
无黄、常年飘清香”的目标。

除了勇打“厕所革命”战
役， 村头镇还千方百计借助
管网建设、志愿行动等力量，
确保河水清澈， 强势推进污
水革命。 2014 年以来，全镇
已完成 19个行政村、36个自
然村的截污纳管和终端建
设 ， 实现行政村覆盖率
100% 、 自然村覆盖率达
97.3%， 共铺设管网 12.5 千

米， 建设污水处理终端 37
个， 日污水处理量达 1375
吨。并全面启动集镇“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充分发挥镇村
河长“红马甲” 和民间河长

“蓝马甲” 的巡河护河作用，
以及每月 8 日的“巾帼志愿
者服务日”、15 日的“党员主
题服务日”和 19 日的“全民
护河日”活动载体，开展河道
保洁行动。

“我们还持续深化“网格
妇建’卫生保洁制度，把全镇
756 名 30 至 60 岁的留守妇
女划入 37 网格，充分发挥留
守妇女在环境整治与卫生保

洁中的‘半边天’作用。 ”该名
负责人相告， 为了确保环境
清洁，持续推进垃圾革命，镇
里 19 个行政村村村建有“垃
圾兑换超市”，全镇还建设有
机垃圾处理站 3个、阳光房 6
个， 通过合理的布局安排实
现有机垃圾处理全覆盖，日
处理有机垃圾 1800 公斤；常
规性开展“警民联系”“家校
合作”“小手拉大手” 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 使全镇人民不
仅积极主动参与到环境卫生
的整治与保洁中来。此外，还
加大农房管控、 拆后整治等
力度，为村庄梳洗打扮。

村头镇苦念“清”字经 深入推进“四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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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经信） 9 月 19
日，受省科技厅委托，县经信（科技）局组
织专家组对开化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承担的省科技计划公益类项
目———古田山自然保护区全境网格化综
合监测体系研究与构建进行验收。 专家
组通过听汇报、看材料、质询和讨论，认
为项目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指
标，同意通过验收。

该项目实施后，建成了全境网格化
动植物综合监测体系，开展了大中型兽
类和鸡形目鸟类种类情况和重点保护对
象黑麂、白颈长尾雉的活动习性的研究
和监测。实施期间共发表相关论文 6篇，
出版《钱江源国家公园鸟类图鉴》一书，
制定了《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网格化监测
技术规程》。 并在全球率先通过监测可
以掌握保护区内的动物种类和分布情
况，活动范围的变化、栖息地的变化，为
有效地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对生态价
值评估和生态效益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
全境网格化综合监
测体系研究与构建
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 胡卓姗 通讯员 余
俊卿） 近日，马金镇龙村村通过网格上
报了一处电杆底部断裂问题， 由于涉及
4个部门，处置相对复杂，不过,最终通过
力量统筹，各部门通力协作，问题得到了
有效根治。

近年来， 马金镇以大花园建设为契
机，做实运营商、电网等部门“捆绑服务、
靠前服务、精准服务”意识，破解现实顽
疾。龙村村上报的电杆底部断裂问题，存
在几个部门的光缆固定在同一根电杆上
的情况，导致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如果任
凭各部门“单打独斗”，问题就难以得到
及时有效地处置。

对此，马金镇“四平台”综合信息指
挥室针对网格上报的此类“高频问题”进
行分析研判，将电网、移动、电信、华数等
部门资源进行整合， 同时借助于县大联
动中心力量，形成“统筹协调、上下联动、
多方合力”的联处措施，增添隐患化解新
动力。

据统计， 今年来全镇已经化解此类
隐患问题 6处。

做实运营商捆绑服务
破解现实顽疾

“迎大庆、保平安”。 9月
26 日，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林业局、 应急管理局等单位
联合在德阳大厦广场开展森
林防灭火宣传， 向市民发放
宣传资料、展出图片展板。接
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华埠、杨
林、池淮、马金、村头等乡镇
开展森林防火巡回宣传，提
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

记者 丰智慧
通讯员 汪婵娟 摄

我我县县开开展展
森森林林防防火火宣宣传传

本报讯（记者 吴雅璐）
9月 24日下午 1时， 开化传
媒集团摄影记者丰智慧赶往
芹阳办事处密赛村， 浙江电
大开化学院农民大学生开学
典礼在这里举行。 拍摄完毕
后，丰智慧匆匆赶回办公室，
忙着挑选照片、 后期处理等
一系列工作。

“只在一线， 瞬间定格，
始终做一个有温度的新闻
人。 ”这是丰智慧作为一个摄

影记者的初心。 1984年走上
新闻岗位后， 她已经在这条
路上坚守了近 36 年，从一个
兼职多种工作的《边界经济
报》员工成长为《今日开化》
的专职新闻摄影记者、 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 并荣获衢
州市“华岗奖”名记者、浙江
省区域报“十佳记者”。 多年
来，她一直把“用镜头记录事
实、报道真相”看作是自己的
责任与使命。

1998 年“7·23”洪灾，华
埠镇出现重大险情， 丰智慧
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在齐腰
深的洪水中， 用 14 个小时，
拍摄了 4 名青年冒死营救 8
位“孤岛遇险”百姓的事迹；
2010年中秋节， 为拍摄一组
草龙传承人的图片专题，她
默默地在乡下呆了 3 天……
《衢州晚报》的编辑在给她的
短信中这样写道：“如此美好
的中秋节就被忙碌掉了，可

惜， 不过我真的敬佩你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 作为记者永
远在现场、永远在路上，你做
到了！ ”

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丰智慧说，
作为一名党员， 她将坚持初
心， 继续在新闻摄影岗位中
发光发热， 一如既往地奔波
在新闻一线， 用手中的相机
和生命的激情继续书写着人
生的梦想。

只在一线 瞬间定格 始终做一个有温度的新闻人
开化传媒集团摄影记者丰智慧：

一句话说初心

本报讯 （记者 方晓璐
通讯员 徐佳敏） 9 月 25 日
上午，县农业农村局将 10 吨
有机肥料送到华埠镇下溪村

“一米菜园”基地。“农房整治
后的闲置地肥力相对不足，
通过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土
壤的肥力， 促进蔬菜更好生
长。 ”实地调研指导的县委第
四巡回指导组组长邱伟明介
绍道，“我建议可以种一些本
土特有的蔬菜品种，让其成为
开化‘一米菜园’的亮点。 ”

自去年 4 月衢州市妇联
启动“百万妇女振乡村，万名
执委美庭院”行动以来，开化
县妇联积极响应， 探索出了
美丽庭院升级版“一米菜

园”，立足“党建+妇建”，发挥
1800 多名妇联执委在“美丽
庭院” 创建工作中的带头示
范作用， 鼓励村民利用家门
口的空闲地打造“一米菜
园”，使其成为村庄一道道靓
丽的风景线。

今年， 全县上下大力推
进农房整治， 为进一步巩固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县妇联
发动巾帼力量， 依托乡村原
始风貌，结合本土文化元素，
引导村民合理利用拆后土
地，打造门口“一米菜园”。

“我们前期通过开设巾
帼课堂、 聘请当地的土专家
和民间工匠授课、 名师带学
徒、妇干带群众等方式，开展

各类宣传活动 1200 多次，使
‘一米菜园’的惠民实质深入
人心，打通了‘一米菜园’创
建‘最后一公里’。 ”县妇联党
组成员杨金花告诉记者，为
了让“一米菜园”既有“颜值”
又有“产值”，县妇联结合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
主题教育精神实质， 请教各
行业名师强化学习助力服
务， 邀请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的专家名师到各村， 对菜园
位置、装饰风格、规模大小进
行规划指导， 同时多次邀请
市农科所专家、 县农业农村
局专家团队、 市政园林专家
到现场出谋划策，为“一米菜
园” 的种苗和施肥提供技术

指导。 目前，“一米菜园”的生
长势头良好，出苗率已达 80%。

“如今房前屋后绿意增
加了，乱堆乱放违建减少了，
村庄变得越变越美， 一些原
本不怎么愿意拆房子的村民
也慢慢转变了观念，从‘让我
干’变成了‘我要干’，一起参
与到‘一米菜园’的创建中。 ”
县妇联主席张孝萍告诉记
者， 接下来将建立“拆出一
片、治理一片、美化一片、富
裕一片”经济运行机制，通过
打造“一米菜园”，进一步提
升村级整体环境， 激发旅游
产业，产生美丽经济，助力消
灭经济薄弱村， 实现村集体
年年有收益。

“一米菜园”让拆后土地焕发生机
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 服务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