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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更便捷、生活更美好
……池淮镇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
力推进惠民实事，民生建设成
果丰硕，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通过深入开展“最多跑一次”改
革，推动“四个平台”建设向村
延伸，实现了便民服务大厅前
后台分离，办理事件 1250件，

“跑”出便民加速度。实施低
保、五保动态监管、办理，开展
全民参保工作，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率超 95%；全力推进教育
现代化，教育质量提升显著，池
淮初中、中心小学、明德小学均
被评为文明校园，星口中心幼
儿园已投入使用。开展“健康
池淮”工作，县残疾人托养服务
中心即将投入运行，池淮中心

卫生院扩建征地全面完成；加
快计划生育服务转型升级，流
动育龄妇女登记管理工作率达
到 95%；地质灾害列入省库监
控点 20个，搬迁农户 24户 98
人，全部完成搬迁避让。

通过坚持经营理念，落实
发展规划，巩固了小城镇综合
整治成果。星口脱贫小区池
馨苑基本完成销售，渔公湾小
区建设有序推进。注重宣传
引导，建立商家引导服务小分
队，逐家劝导落实“门前三包”
制度，全年共累计开展 200余
次劝导行动。紧盯集镇卫生
脏乱、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
成立集镇整治小分队，以“十
拆十整”行动为抓手，通过“以
整促拆”“以拆促建”“以建促

转”，每周至少集中行动一次
巡街检查，彻底消除道乱占、
摊乱摆、线乱拉等现象，小城
镇整治成果得到长效巩固。
增强保洁队伍力量，落实分片
包干机制，全力抓好日常保洁
工作，逐步探索完善集镇环境
综合治理长效管理机制。

为加强安全生产属地监
管力度，池淮镇联合第三方安
全咨询公司，对镇域内65家重
点监管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查处并整改问题 353个。
严要求抓好森林防火工作，签
订森林消防承诺书8680户，签
订率达 93.1％，在黄庄村、路
口村增设物资仓库，完成83个
点共180余亩茅秆清理及绿化
工作，开设2357亩森林消防隔

离带。着力构建“134”社会治理
综合服务中心运行体系，全年办
理“12345”等各类信访件 258
件，市县交办积案化解率100%。

同时，池淮镇还积极要求
每一位镇干部在工作中要提
高效率、转变作风，进一步转
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通过依法行政全
面推进、运行效能有效提升、
廉政建设进一步巩固等方式，
着力抓好自身建设，不断提升
行政效能。在 2020年的工作
中，池淮镇全体党员干部将坚
持按照“一核一带两园多点”
发展主线，进一步统筹规划布
局、统筹政策资源、统筹工作
保障，努力绘就“九醉池淮”城
乡发展新面貌。

“九醉池淮”努力绘就城乡发展新面貌
不负韶华加油干 奋力前行奔小康

村庄变美了、农民变富了、
水果更畅销了、来投资的客商多
了……连日来，记者在池淮镇走
访时发现，随着春节临近，除了
返乡过年的在外务工人员增多
以外，来池淮购买无花果、“开化
红”等当地特产的外地游客也不
少。

2019年，池淮镇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生态立镇 工业强
镇 农旅兴镇”发展战略的指导
下，始终坚持把党建统领作为最
大战略，把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作为最大使命。不断加强
党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经
济，建设美丽乡村，使全镇经济
社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各项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获批
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市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先锋战队、市返乡农
民创业基地等荣誉称号。

记者 刘祺然 通讯员 舒楠

赏荷去潭头、避暑去虹
光、赏花去立江……池淮镇以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
手，坚持“农业+旅游”双轮驱
动，打造“服务+特色”双重看
点，努力让农业变强、农村变
美、农民变富。成功创建省级
3A级景区村 1个，A级景区村
2个，新建A级旅游厕所 4座，
提升AAA级旅游厕所3座，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组
织气糕、茶艺、月嫂、乡村讲解
员等专题培训，培训人数达
600余人次，旅游服务水平提

档升级；举办第五届畲乡美食
文化节、潭头冬祭年猪宴等活
动，全年接待游客 20余万人，
带动农家乐、农产品经营户增
收 60余万元，旅游人气集聚
提档升级；依托田间学校品
牌、省级金果采摘基地，深度
开发乡村休闲游、农趣研学游
等旅游品牌，农旅产业融合提
档升级。

同时通过制定《农创客孵
化园建设实施意见》，调整入
园门槛，提升服务实效，新增
引进中悦农业、爱净科技等 6

家经营主体；出台镇域茶产业
扶持政策，全力推进“三改三
提”工作，进一步引导“公司+
基地+合作社+茶农”生产模
式。大力推动“一村一品”“一
镇多品”建设，篁岸发展艾草
经济登上《农民日报》；开化小
甜枣等特色农产品在省农博
会上获常务副省长冯飞等省
领导现场点赞；模块化推进茶
产业项目做法获县委书记项
瑞良批示肯定，现代农业走上
了发展快车道。

浙江唯升塑业有限公司

年产 175万套婴童塑料制品
生产线项目、舒好家具有限公
司年产 100万件酒店家具生
产线建设项目、伊阳儿童用品
生产线改良项目、弘昇新型建
材 EPS模块新型节能建筑材
料生产线项目等落地投产。
池淮强势推进了问题企业整
治，优化了工业平台布局，关
停淘汰林峰炭业、宏峰铁锅厂
两家高污染企业，协助光华公
路做好搬迁工作。全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11.2亿元，同比增
长5%。

实施“池商”回归工程、邀
请乡贤为池淮发展把脉……一
年来，池淮镇召开乡贤大会，承
接杭州开化商会会员大会活
动，并借助“九醉池淮”微信公
众号集中发布8期招商引资推
介专栏，引进 20余批 900余人
次到池淮实地考察投资，成功
引进“十里金滩、万亩茶香”茶
产业示范基地、畜禽排泄物处
理中心等 4个项目，到位招商
引资资金7000万元，达成项目

投资意向资金3.8亿元。
全年盘活建设用地 49.2

亩，其中工业用地 18.9亩改建
农产品加工小微产业园，现已
启动国资回收程序。借助“组
团联村”“全科网格”机制，摸
清镇域国有资产底数，通过协
商沟通、法律诉讼等方式精准
施策，主动或协助有效收回国
有资产 5处，有效盘活 2处。
积极探索“产业集聚、产城融
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模

式，以主动对接引进优质主体
为抓手，全力推进坝头老茶厂
片区综合利用。主动服务易
世达实业有限公司，加快推进
坝头建材厂闲置用地盘活开
发利用。

全镇旱改水项目完成610
亩，超任务数209亩，居全县第
一；建设用地复垦项目立项
463亩，超任务数339亩。县级
重点建设项目总计9个，其中4
个续建项目全部按期完工；新

建项目 5个，移民创业中心项
目顺利结顶、归居农业生态旅
游观光休闲一期项目完成建
设、里河线（里洪至芳村段）公
路改建工程虹光段征地工作基
本完成政策处理工作、池淮溪
流域池淮段综合治理工程 45
天完成前期征地政策处理，完
成 457户 149亩的征地协议签
订、“十里金滩、万亩茶香”项目
9天完成300亩土地流转，创造
了池淮速度。

记者在池淮镇篁岸村村
口看到，沿路均设有大型礼堂
指示牌和红色文化墙绘，特别
是在 200余米的习语大道上，
设置的丰收农耕雕塑和文化
标牌让人眼前一亮，有特色、
接地气。

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全
镇上下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出台
《关于2019年度新建公厕及单
户型改厕实行以奖代补的通
知》政策，新建公厕47座，改造
公厕 27座。加强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建设，创建三星级农
村文化礼堂 4个，位居全县第
一；同时，全年新建文化礼堂3
个、文化长廊 3处。全力推进

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率先在虹
光村推广实施绿色树葬点 1
处，全镇新增生态停车场5处，
建成“四好公路”13.5公里，道
路提升8公里。保质保量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镇建
设农村田间道路 10.4公里，农
田渠道11公里。全力助推“甘
泉润万家”农村饮用水达标提
标工程建设，目前星口至虹光
段的主管网铺设主体工程已
完工，塘林、油溪、石门、星阳4
个村单村供水主体工程均已
完工，金井水厂全县范围内率
先完成收购。

为加强工业园区监管，严
格查处企业违规排放行为，用
好“线上千里眼监控、线下网

格员联动”监管模式，有效提
升监管效能。池淮镇联动民
间河长、水利执法部门、派出
所等力量，全年15次开展护渔
利剑行动，抓获非法捕鱼嫌疑
人2人，收缴地笼、丝网等工具
80余副；2次制止河道非法采
砂行为，为河道生态恢复打下
坚实基础。坚守“一江山水出
开化”的责任担当，完成“污水
零直排区”创建任务。全面开
展“四边”区域整治，桃下线、
里河线道路两侧有碍观瞻房
屋彻底清零。

为了使人居环境更舒适，
池淮镇又紧紧抓住农房管控
及风貌提升“牛鼻子”，通过党
员干部带头自查、组团联村

“地毯式”排查、农房管控专班
“一对一”核查、纪委人大轮番
督查，强势推进整治工作。全
年整治农房3905宗，其中涉及

“四类人员”517宗。打好农房
拆后利用牌，鼓励各村因村制
宜开展拆后利用，调剂建房面
积 1.04万平方米，其它公用设
施面积 2.2万平方米，拓宽村
道 5000 米、建设文化广场 7
个、搭建一米菜园225个、打造
美丽庭院 279个。强势推进

“三改一拆”，拆违 14.7万平方
米，完成率达163.8%。全面深
化农村生活垃圾革命，“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全
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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