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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福存） 4月 14
日，开化水库征迁对象姜先生在收拾父
亲遗物时，在角落发现一袋雷管，他马上
告知开化水库岭里工作组人员。随后，
岭里工作组派驻警务人员联系开化顺风
民爆公司专家立即赴现场确认，并进行
安全处置。

4月 12日早上，岭里征迁作组姜美
鸿、谢忠华、江志贞、郑志文等人得知其
联系户姜先生的父亲离世消息后，赶在
出殡前，秉持“以友待人，换之以诚”的态
度，自发到该农户家中吊唁。次日，该农
户兄弟几人在收拾父亲遗物时，发现一
袋雷管，据回忆是其父在二十多年前修
路时保留的，“移民工作组干部经常到我
们家了解情况，做人也实在，所以碰到这
种情况就第一时间联系他们，相信他们
能帮忙处理好。”

当前，开化水库岭里工作组已初步
走访农户769户，进度达99.61%，得到大
量群众认可及点赞，期间未发生群体上
访事件。目前，工作组正稳步开展当前
及下一步征迁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郑智
岑 朱霄迪） 4月9日，笔者
在芹阳办事处五丰村新修
建的社后埂防洪堤处看到,
河里溪水涓涓流淌，田里庄
稼长势喜人。而在此之前，
每逢雨水季节，此处时有洪
涝灾害发生，淹没庄稼农
田。五丰村党支部书记杨
挺告诉笔者，村里能有这么
大的变化，主要归功于省级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五丰村现有农户 377

户，耕地面积 424亩，金村
溪横穿五丰村，灌溉农田
50亩，是村里重要的生产
生活水资源。但由于河道
旁的田坎低矮，道路狭窄泥
泞，不便运输操作，洪涝灾
害时，河水淹没农田，村民
经济收入大受影响。但修
建防洪提，村级经济薄弱，
经费是一大难题。

就在村里陷入了困境
时，芹阳办事处工作人员带
来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政策的好消息。2020年 3
月，芹阳办事处与县财政局
对接，将此项目积极申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通过多方努力，2020
年 4月，五丰村防洪堤建设
被列入项目，通过省财政

“以奖代补”、县财政的整合
配套及村集体经济收入，共
筹集项目资金 40余万元。
目前，一条长 340 米，宽 2
米，高 2.5米的社后埂防洪
堤，以及 3条总长 46.7米的
硬化道路建设工程已完成，
为村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

“多亏了‘一事一议’解
决了燃眉之急，不仅带来了
资金，更调动了村民的积极
性，在项目前期规划、方案
制定等过程中，多次召开会
议组织党员代表进行协商
决定，公开公示施工进展及
物资采购等，得到了村民的
有效监督。”村干部徐建芳
告诉笔者，“一事一议”通过

多元化征集资金为老百姓
办实事，解决村里的“老大
难”问题，激发了村民的参
与度，给村民带来了管理村
务的权利，使村民成为了真
正的主人。

截至目前，芹阳办事处
共申报“一事一议”省级财
政奖补项目 66个，实际到
位资金 1000余万元，惠及

24个行政村。下一步，芹
阳办事处将继续借好“一事
一议”政策东风，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姜玲
童亚文）“这条廊桥造好
后，村民出行方便多了，心
里更加踏实了！”近日，大溪
边乡阳坑口组团联村成员
和村党支部书记郑罗军对
村里的省级“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阳坑口村
双溪廊桥”项目进行了全面

“回头看”。
大溪边乡阳坑口村共

有居民246户、770人，劳动
力总数 423人，村民收入以
外出务工为主。村庄大部
分房子依山而建，以直线型
分布，与外界隔着一条村头
溪，宛若世外桃源。村民通
向外界的道路仅有两座桥，
分别位于村头与村尾，而村
头的古桥修建于 1950年，
路面狭窄，两侧无护栏，虽
有日常维护，但位于村头的

村民出行依旧十分不便。
“有急事才会走古桥，每次
经过总觉得不安全！”村民
胡永富说道。

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
出行，2018年，阳坑口村申
报了“阳坑口村双溪廊桥建
设”“一事一议”项目，经乡
镇初审及县里审批的层层
把关，最终该项目被列入为
2018年度省级“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双溪廊桥
总投资 46.5万元，于 6月初
动工修建，并于 12月完成
验收。建好的双溪廊桥长
20.5米、宽4.8米，采用木结
构双层建筑、地面升高加固
后全部铺设青石板，在进村
道路接头处安装青石板护
栏，不仅为村民出行提供了
切实的便利，同时也对古桥
进行了保护。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让我们干事更有
底气。”大溪边乡工作人员
徐双双介绍，近年来，大溪
边乡将“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资金用在群众需求
最迫切、反映最强烈、利益

最直接的村内基础设施等
公益事业项目建设上，包括
道路硬化、亮化、健身文化
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着力改善村民以及贫困
户生产生活环境，铺就美丽
幸福路，加快振兴乡村步
伐。

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
游） 4月12日，笔者在华埠
镇新青阳村童氏家庭农场
看到，村民们正在早稻田里
播种。“这几天，每天要雇六
七个村民播种。”场主童开
化相告，为了省工省本，全
部采取直播的方式，无须插
秧，85亩早稻田，一周内就
可完成。

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较多，出现了土地抛荒
和半抛荒现象，另一方面又
出现了一部分闲余劳动力
无事干的现象。为了解决
这一矛盾，华埠镇党委政府

积极采取“建立一套服务机
制、成立一个工作专班、培
养一批示范基地、推广一批
典型经验”的“四个一”工作
法，引导、培育做大家庭农
场和专业合作社。

这些家庭农场和专业
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种养
结合，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可观，既解决了农村抛
荒田，又能致富，还解决劳
动就业，带动农户增收。“童
氏家庭农场，先后流转土地
500亩，主要种植水稻和油
菜，去年收获水稻22.5万公
斤，油菜籽 2.5万公斤。”童

开化说，从机耕、播种、除
草、施肥到收获、烘干整理
的生产过程当中，需要雇用
大量的劳动力，每年要支付
村民工资和租金 30 多万
元。因此，童开化不但通过
创办家庭农场找到一条致
富的路子，而且还带动 200
多农户增收致富。

童氏家庭农场并非个
例。至去年底，华埠镇共有
家庭农场 188家、专业合作
社 78家，“一场一社”流转
土地 13352 亩，带动农户
4714户，每年增加农民收
入1000余万元。

“创办家庭农场和专业
合社是实行土地规模化和
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
途径。”该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华埠镇将开启

“党建+组团联村+网格+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模式，更
加精准地为家庭农场和专
业合作社服务，不断做大

“一场一社”经营规模，提高
农业经济效益，让低产低效
田变为高产高效田；抛荒田
变为“乡村振兴田”“村民致
富园”。

本报讯（通讯员 徐梦雨） 4月 11
日，在开化电大2021春季新生开学典礼
上，学院组织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代表一
起参加文明创建活动，师生共同深入网
格包干区清除路面垃圾、铲除牛皮癣、进
店入户宣传、文明劝导……

全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
开后，开化电大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多
方动员，全力以赴。为进一步落实责任，
将网格包干区划分为三个区块，每个区
块由一名院领导带领联络员，开展各项
创建活动。成立督查考评专班，每周开
展常态化检查，并主动对接县创建办、社
区等部门，对责任包干区块开展全面排
查，查漏补缺。联合执法部门整治包干
区块内乱堆放、乱停车等问题，并和相关
部门定期会商，列出问题整改清单，进行
全面优化。真正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
有着落，根治文明创建中的“疑难杂
症”。下一步，电大还将发挥艺术班的作
用，编排创建主题的文艺演出，寓教于
乐；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乐
享生活”活动，向老年人等更多群体宣传
文明创建。

入户走访融情融心
村民主动上交雷管

开化电大全力参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做文明有礼开化人五丰村：“一事一议”解决村里“老大难”

阳坑口村：“一事一议”助农告别出行难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华埠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助力乡村振兴

五丰村防洪堤（修建后）

五丰村防洪堤（修建中）

双溪廊桥

（上接第一版）会议强调，全面依法
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法治政府
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
破，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
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县
上下要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法
治建设示范县、法治乡镇、民主法治村
（社区）三级联动，奋力开创法治政府建
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我县举行法治政府
建设专题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