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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遗失声明

浙江益龙芳茶业有限公司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本报讯 （记者 汪宇
露 王娜）“这些山茶油是
我手工榨制的，一直找不到
销路，没想到今天卖出去
了，还挣到了 2000多元。”1
月 1日，新年第一天，开化
县流动供销致富车开进了
桐村镇王畈村，67岁村民
王翠凤拿着刚到手的新年
红包，满脸笑容。

当天，王畈村像过年一
样热闹，村民们纷纷把家里
的粉丝、土鸡蛋、南瓜、晒干
制品等农产品拿来交易。

“鸡蛋10个，笋干5斤，山茶
油10斤……一共1600元您
拿好，祝您新年快乐！”现
场，服务工作人员一一记录
下村民名字、蔬菜种类和斤

两，最后置换成新年红包，
为村民送去新年的祝福。

王畈村党支部书记谢
有珍介绍，王畈村共 973
户，3182人，其中大部分村
民在外务工，留守老人多达
1500余人。“他们以干农活
为生，但因为交通不便等原
因，大部分农产品只能堆积
家中。现在有了致富车，蔬
菜等农产品找到了销路，为
大家增收不少，真是太好
了。”

一上午，流动供销致富
车共收购山茶油、冬瓜、笋
干、番薯干、葛粉、土鸡蛋、
南瓜等农产品 200多斤，带
动67户农户增收1万余元。

开化地处山区，不少村

庄都存在农产品流通不畅、
消费服务供给不足等问
题。而在县城内，优质农产
品却供不应求。如何将农
村的优质农产品卖到县
城？流动供销致富车应运
而生。

上个月底，由开化县供
销社创新推出的流动供销
致富车正式驶向山区农
户。目前，已开通马金、桐
村、村头、芹阳办事处等 4
条收购线路，选定其中 12
个村作为村级收购点，并通
过探索“社企+网格+联络
员”运营模式，实现农副产
品有销路，乡村群众共致
富。

“收购回来的农副产品，

我们将统一放在县城直营
店进行售卖，将来自农村的
优质绿色农产品送上市民
餐桌。”开化县供销社财务
科工作人员汪佳佳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着力优化钱江
源农产品基地，打通全方位
供应链体系，通过打造“社
群双向订购模式”，让城里
人也能方便快捷地买上地
道的无公害农产品。

开化开通“流动供销致富车”

1 月 1 日是全国冬泳
日。当天，开化县游泳协会
组织全县冬泳爱好者举行
畅游芹江活动。冬泳爱好
者们不惧严寒，纷纷跳进清
澈寒冷的江水中，奋力前
行，以积极健康的方式迎接
新年。

通讯员 徐卫君 摄

畅游芹江畅游芹江
迎新年迎新年

本报讯（通讯员 应玉成）为进一步规
范代理记账机构的代理记账行为，推动代理
记账机构为企业提供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的
服务，近期，县财政局对代理记账机构执业情
况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检查中，县财政局通过“浙江省行政执法
监管（互联网+监管）平台”，随机抽取 4家代
理记账机构，并随机选派3名执法检查人员，
对被检查机构的资格条件、年度备案信息以
及执业规范等方面开展现场检查督导。

县财政局开展
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上接第一版）从改庸提能、改懒促勤、改散整
纪、改慢加速、改推担当、改拖增效等六方面
入手，通过开一次问题剖析会等‘八个一’活
动，完善制度建设和闭环监督两个体系，做到
会议‘三通知’（钉钉通知、电话通知、会前半
小时通知）、管理‘三制度’（绩效考核制度、首
问负责制度、机关效能制度）、监督‘三常态’
（作风常态查、效能常态抓、通报常态化），真
正把作风纪律管到位上、严到份上，做到条条
改到位、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半个多月以来，县林业局上下自我加压，
在工作上全面严起来、紧起来、快起来，并成
立‘三服务’工作队，改变以往业务科室主导
推动的方式，由局班子带队、全员下沉到一线
督查、指导、推进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除治、
国土绿化等重点林业工作，督查频次由每月2
次提高至每月8次，松材线虫病‘清零’完成时
限提前1个月。4名退职领导‘退位不退岗’，
发挥技术优势，带头参加县级和全局重点工
作，成效获各方高度肯定。数字化改革实现
破题，全市率先完成林业碳账户界面建设和
碳储碳汇测算，常绿阔叶林种质资源库项目
全面提速，仅用1个月时间完成总量82％的中
央资金拨付。全面加大疫情防控力度，采用
入门登记、出门销号制，形成防疫工作闭环。

“我们林业局已经清醒认识到‘独木难成
林’，全体成员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全面整改，
全面营造风清气正务实高效的工作环境。”县
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江旗峰告诉记者，接下
来，县林业局将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
工作，打造一支敢担当、善担当、勇担当的林
业队伍，打造一个‘让县委县政府放心、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立行立改 真改实改
全面整改

本报讯 （记者 徐抒
敏 汪亮亮）“原来我们在
村里是租房的，签约后，能
搬到开化住进新房，工作
也好找，日子肯定会越过
越好！”1月3日上午，在齐
溪镇岭里村官台自然村，
村民余兆明谈起房屋签约
时，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言语间透露出对未来
新生活的向往。

70岁的余兆明与 62
岁的妻子方玉兰是村中的
低保户。“之前我还能在家
做做手工活，但年纪大了
加上身体也不好，只能在
自家地里种点菜。”余兆明
相告，平日里，夫妻俩没什

么经济收入，仅靠政府的
低保补贴维持生计。

搬迁后生活如何得到
保障，成为夫妻俩最担心
的事。为此，征迁组工作
人员及时上门多次沟通，
并积极帮忙联系工作，让
老两口吃下了“定心丸”。

“这些征迁工作人员

很辛苦，我们生活上有难
题，他们会及时解决，真的
很感谢。”余兆明说，签约
第一天，他早上五点钟就
出门，赶往岭里村第十七
网格区排队签约。他希望
老房子早点腾空，早点搬
到开化去，拥有属于自己
的新家。

本报讯 （记者 朱恬
静 童亚文）近日，一直为
水库征迁后自己的去处而
发愁的姜老汉和妻子终于
能睡个安稳觉了。

姜老汉夫妇和两个儿
子家住齐溪镇岭里村，属
于开化水库工程征迁范
围。按照政策，姜老汉夫
妇俩每人享有 61平方米
的安置面积，并可享受征
收评估奖、争先签约奖等
一系列奖励政策。对于父

母要挂靠在谁名下这个问
题，兄弟俩起了分歧。1
月 1日晚上，岭里一组第
三网格的工作人员到姜老
汉家中，正巧碰上兄弟俩
在讨论房屋签约事宜，但
是当天晚上双方没有达成
一致，最终不欢而散。

想促成兄弟俩再次坐
下来面对面交流难度很
大，于是工作组决定分头
沟通，作为“中间调解人”
搭起沟通桥梁。第二天一

早，征迁干部们先赶到大
儿子家中，得知其在外办
事，又开车赴大溪边乡将
他接回。在听了姜老汉大
儿子的顾虑后，征迁干部
耐心安抚情绪、细致深入
讲解政策。最终，大儿子
一家拟出一份协议。事情
有了进展后，征迁工作组
又马不停蹄地将协议带到
姜老汉二儿子家中，通过
数小时的沟通，二儿子一
家人终于接受了协议。当

天晚上，兄弟俩就握手言
和，完成房屋签约。既将
自己的去处和之后的生活
安排妥当，又没伤了兄弟
和气，姜老汉夫妇对征迁
干部们连连竖起大拇指。

“征迁是很有挑战性
的工作，我们工作人员要
站在百姓角度考虑，一碗
水端平，才能获得百姓的
理解和支持。”岭里一组第
三网格网格长吕明说道。

向往新家园 生活更有奔头

大干项目 干好项目
聚焦开化水库

动迁要动情 征迁干部“征”出一团和气

开化县与衢州学院
就校地合作进行座谈
（上接第一版）同时也希望学院在专业设置、
培养方向、培养模式等方面向开化的产业发
展需求给予更多倾斜，按照“一年入门、三年
入行、五年成才”的培养模式，定向培养更多
适合开化的专业型技能人才，助力产业发展、
新农村建设，共谋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郑友取表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支持，是衢州学院承担社会责任、发挥自身特
长的有效实现途径，也是不断强化自身发展
的客观需求。一直以来，衢州学院与开化有
着密切合作，双方充分发挥校地、校企联动作
用，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取得
了创新突破。下一步，衢州学院将充分利用
资源，优化师资队伍，培育优质生源，实现人
才共育、人才共享，让开化能“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用好人才”。同时进一步加大与开化的
合作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交流平台，构
建可持续项目，推动人才有机更新，实现科研
共创、成果共享，致力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

山区农民喜收新年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