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
游）九里桑园，生机盎然。5
月 14日，在华埠镇溪东村，
田间 3栋新建的标准厂房格
外引人注目。“这是村里新建
成的规模化养蚕基地，建筑
面积 3000平方米，正好赶上
春蚕开养的时节。”溪东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许义凤介
绍，这是华埠首家村级规模
化养蚕基地。

溪东村从上世纪 70年
代开始，家家种桑，户户养
蚕，是市级“一村一品”蚕桑
专业村，全村桑园面积 500
亩，农民主要收入就是种桑
养蚕。后来，因养蚕利润下
降，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

少曾经“一叶致富”的桑园逐
渐荒芜，蚕农无奈，村里着
急。

怎样才能不让桑园荒
芜，又让年轻人安心外出打
工？溪东村充分发挥乡贤的
作用，召开乡贤座谈会，集乡
贤智慧，破解抛荒难题，探索

“集体与农户相结合”的生产
经营新模式：有饲养能力的
农户，村里做好服务工作，鼓
励农户继续饲养；外出打工
的农户，在自愿的情况下，由
村集体统一饲养，并支付农
户流转费每亩每年 600元。
目前，全村除自养外的 80余
户蚕农全部自愿与村集体签
订桑园流转协议，面积约

130亩。
“流转后的桑园，村里将

通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的
方式，采取‘集约化经营，基
地化生产，工厂化管理’模
式。”许义凤介绍。在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2021年8月，投
资 400余万元的 3栋钢架结
构标准化厂房开工建设，建
成后一季可养 200张蚕，按
每年养三季计算，预计全年
可养600张，年产值可达100
余万元。“今年是基地建成后
开养的第一年，我们先行试
养春蚕 47张，待取得经验后
再逐步扩大规模。”

许义凤介绍，建立规模
化养蚕基地，既可有效解决

桑园抛荒问题，又可增加村
集体收入、促进村民致富，一
举多得。“在饲养过程中，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按男、女
劳动力每天分别 100元、80
元的工资标准,村里的低收入
农户、低保户、困难户、留守
妇女等群体都可参与进来。”

走进基地厂房，只见几
位村民正在摆弄着一张张桑
叶，精心喂养“蚕宝宝”。“我
有 30多年的养蚕经历，是村
里挑选的首批村级饲养员之
一。”村民陈顺花相告，养蚕一
年有三季，每季约一个月左右
时间，每个月工资有 2000多
元，如今她在家门口一年就
能增加好几千元收入。

2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胡卓姗 电话：0570-6660365 投稿信箱：khrb@163.com综合新闻
JINRI KAIHUA

龙潭来风

学好《信访工作条例》 依法有序信访

共同富裕勇争先

5月 13日晚，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好开
化”为主题的荧光夜跑活动
在南湖广场火热开跑。全县
48名跑步爱好者手持“浙风
十礼”小红旗，迈着矫健步
伐，一路呐喊着“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开化人”
的口号，尽情享受奔跑的乐
趣。

记者 王娜 宋佳男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抒敏
余立成） 5月 11日，在位于
浙江开化经济开发区的万成
茶叶有限公司，齐溪镇岭里
村村民刘十月古正忙着倾倒
茶袋、分拣茶叶，厂房内弥漫
着阵阵茶香。

“前天，开化水库工程岭
里一组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
了工作。在这里每小时能赚
15元，有吃有住，生活有盼

头了！”刘十月古介绍，原先
他一直在工地干活，但近些
年因腿脚不便，只能待业在
家。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
为他忙前忙后，帮忙寻找家
门口的就业机会，解决他的
生活困难。

除刘十月古外，还有其
他 5名岭里村民已于 5月 8
日成功签约万成茶叶有限公
司。“最近，我们厂用工需求

大，所以招募了一批岭里村
民。”万成茶叶有限公司总经
理胡俊俏相告，能为水库移
民提供就业岗位，也是为开
化水库工程建设工作出点
力。

据了解，针对部分年龄
偏大、熟悉农业生产、偏好季
节性务工的水库移民，岭里
一组主动对接浙江开化经济
开发区农业企业，促成村民

灵活就业。目前，在岭里一
组 764名安置人口中，已配
合完成就业、培训意愿调查
430人，劳动年龄段内移民
实现就业超八成。

“下一步，我们还将密切
关注老弱病残和陪读群体的
就业需求，积极防范出现‘零
就业’家庭户，努力做好移民

‘后半篇文章’。”岭里一组工
作人员陈春晖表示。

本报讯（记者 王娜 童
亚文 通讯员 余亮亮）为认
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
项举措，做好汛期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工作，近日，县资源
规划局派出多组技术人员分
赴各乡镇，指导开展地质灾
害隐患风险再排查工作。

在桐村镇黄石村平丰大
垄头，村民邹念根的房子正
在进行切坡建设。2021年 6

月 30日强降雨期间，邹念根
屋后发生滑坡，镇村干部迅
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靠山
农户2户8人撤离转移，县资
源规划局邀请专家赶赴现场
开展应急调查，确定邹念根
屋后滑坡需开展应急治理。
经县政府同意后，桐村镇人
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治理。

排查组工作人员来到现
场后，利用无人机对邹念根

屋后滑坡应急治理项目建设
全景进行踏勘调查，并将巡
查情况、存在问题等信息记
录在地质灾害巡查记录本，
就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技术指导。桐村镇副
镇长傅晓春介绍，目前该项目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下一
步要在竣工验收前，根据建
设需要对其进行加强管理。

据悉，2021年以来，我

县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
项目19处，目前已完成5处，
剩余点位正有序组织中。下
一步，县资源规划局将继续
深入摸排，边查边改、立查立
改，全力落实安全度汛措施，
同时继续组织以乡镇为单位
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技能培
训，提高地质灾害从业人员
和群测群防员识灾、避灾、防
灾的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赖华平）“这栋危
楼拆了真好，真的是为群众办实事了！”5
月12日至16日，位于龙潭路9号的原龙
达公司一处危房被依法依规拆除，现场
居民们纷纷拍手叫好。

据了解，龙达公司楼始建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占地2664.67平方米。由于
该处楼房年久失修，门窗损坏，且存在墙
体多处裂缝、屋面渗水等问题，被鉴定为
D级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此，开
化县国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多方协调，
对该危房实施拆除。拆除后此处将按照
总体规划改建为停车场项目，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下一步，开化县国控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做细做实安
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婷婷）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日前，华埠
派出所紧紧围绕企业关注的难点、热点，
立足公安机关职能，努力做好“指导员”

“服务员”“护航员”，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期间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们真的是一
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近日，浙江昌鸿
易开盖业公司负责人拉着华埠派出所民
警的手，连连表达谢意。

该公司主要经营金属包装容器及材
料制造，因公司成立不久，对化学品仓库
设备配备、物品摆放、安全管理等都不是
特别清楚。了解该情况后，民警第一时
间上门指导，帮助企业增配防爆灯、防爆
摄像头、防盗窗、双人双锁等安全设备。
此外，因该公司生产需要使用盐酸，民警
又主动联系禁毒大队，帮助企业及时办
理盐酸购买手续，保障其正常生产经营。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华埠派出
所成立了“护企”服务队，定期走访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积极联动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等部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
营面临的困难。据悉，“护企”服务队成
立以来，共为辖区各企业、项目解决难题
20余个。

华埠首家村级规模化养蚕基地建成开养

小蚕茧织出共富新“丝路”

全民健身跑
与文明同行

干部当好“服务员”助力水库移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我县开展地质灾害巡查 绷紧汛期“安全弦”

大干项目 干好项目
聚焦开化水库

徐曙光

近日，在一家酒店吃饭，点菜的时
候，服务员非常善意地提醒：“差不多了，
不够了还可以再点。”然而在有些酒店吃
饭时，服务员不作这种提醒。两相对比，
高下立判，如此主动为客人考虑的商家，
也许少挣了一份菜的钱，但容易引来更
多回头客。

古人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
臧其余。吃光盘中餐，既是理性的饮食
文化，也是厉行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的
身体力行。

笔者以为，引导顾客“按需点菜”是
从源头上减少浪费的好办法。不仅减少
了浪费，也为顾客节省了不必要的开
支。进一步说，餐饮浪费的背后往往是
面子文化作祟，服务员一句善意贴心的
提醒，既可以保全主家的面子，又能够勤
俭节约，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养成生活中
珍惜粮食、厉行节约的好习惯。不仅要
在饭店自觉按需点菜，吃不完打包，还要
自觉向子女灌输浪费可耻的观念，使“光
盘行动”长期坚持下去，并取得实效。

D级危房被拆除
居民群众把手赞

全力做好“三员”
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按需点菜”值得提倡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