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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衢州日报记者
胡巩民 通讯员 诸葛琦 余凯
凯 周爱明）近日，记者在开化
县池淮互通高速出口附近的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看到，工人们
正在建设占地 1000平方米的
数字农业服务中心。

池淮镇党委书记周奕相
告，该项目是推进田野网格建
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总投资
1000余万元，建成后将为园区
内的家庭农场、周边村提供普
惠便捷的一站式农业数字化综
合信息服务。

去年，池淮镇以数字化改
革和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
为抓手，打造 62个田野网格，
通过开通线上“池骋码”、组建
田野网格员队伍、打造数智田
野驾驶舱等举措，全力推进产
业发展。

池淮镇，是开化县农业“第
一大镇”，有耕地 5.95万亩，林
地 26万亩。镇党委政府充分
发挥 62名田野网格员的作用，
加速全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镇里给田野网格员设岗定
责，明确田野网格员每月对网
格内的家庭农场走访 4次、一
般农户走访 1次。田野网格员
们一心一意耕耘田野，他们将
产业发展事项与村庄“微事快
办”事项相结合，列出“最接地
气”的田野网格清单，然后带着
这些问题清单，走进农户、走向

田野，查原因、找对策、做实功、
使实劲。仅 10月份就收到反
映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37件，
全部得到圆满解决。

池淮镇全力建设一支素质
过硬、实干担当的田野网格员
队伍。今年 7月，在御玺开化
龙顶明代贡茶园内，来自星口、
芹源、池淮 3个村的田野网格
员们围坐一堂，由乡村振兴带
头人、“青牛奖”获得者汪洋，给
他们传授茶文化知识。池淮村
联合网格田野网格员汪金法
说：“池淮村有 200亩茶园，之
前只是会种，现在学了茶文化
知识，带给我很多新的思考。”

荷花产业一直是潭头村的
支柱产业，近年来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来潭头村的游客数量
下降，百亩荷田荷花盛开却无
人问津。一个偶然机会，潭头
村的田野网格员们得知虾莲可
以共生，便立即行动起来：外出

“取经”、实地调研、修整荷田、
购买虾苗，12.5万尾澳洲蓝龙
虾幼苗，很快投入村百亩荷
田。据悉，这批澳洲蓝龙虾养
大出售后，可以为村集体增加
经营性收入100余万元。

除潭头村荷虾共养项目成
功落地，今年，御玺未来茶社
区、源弋中草药全产业链开发
等一批特色农业项目也已成功
落地。截至 10月底，全镇已实
现农业总产值3.5亿余元，同比
上升了16.6%。

本报讯（记者 徐抒敏 余
立成 通讯员 姜寒柯） 12月
20日上午，在中村乡张村村，
乡干部收到村民昌好玉关于店
门口违停车辆的反映后，第一
时间赶至现场，将违停车辆拖
移到规范位置。

“以前有些人都不按规范
停车，既不方便出行，又影响门
店生意，现在通过基层治理‘一
件事’平台，我们可以提出问
题，村干部会立刻帮忙解决。”
昌好玉说。

昌好玉口中的基层治理
“一件事”平台，是中村乡为夯
实数字化便民服务，激活村民
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性，完善基
层治理“一件事”事项的办理机
制。中村乡综合信息指挥部利
用村社网格专群，构建以“一长
三员”为主，村社党员、村民代
表、群众参与为辅的民情信息
汇集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扩宽了信

息渠道，有利于基层治理‘一件
事’在办理过程中，形成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
间安排人员处置的良性闭环。”
中村乡党委委员余军诚相告，
与此同时，群众由“被管理者”
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进一
步形成共治共享共融的社会治
理新局面。

今年以来，我县立足实际，
不断加强改革创新，积极推进
基层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
通过规范工作机制、畅通报送
渠道、健全预警督查，实现基层
治理从“碎片化、低效化”不断
向“一体化、高效化”转变。据
悉，自基层治理“一件事”平台
上线运行以来，累计办件量
6516件，办结率97.8%，群众满
意率达到 99.49%，部门协同处
置时间大幅缩短，并在衢州市
7至 8月和 9至 10月基层治理

“一件事”综合考评中连续获五
星级评价，位列全市第一。

本报讯（记者 黄超忆 徐
文杰 通讯员 华美娟） 12月
15日上午，在桐村镇中心小学
操场上，响起了竹竿舞特有的
清脆悦耳声，孩子们每周一次
的“幸福·桐花”课程开课了。
当天的舞蹈课程不仅涉及传统
特色的竹竿舞，还有灵动活泼
的现代舞蹈。现场，孩子们在
县青少年宫老师的带领下舞
蹈，欢笑声此起彼伏。

此次“幸福·桐花”课程是
校长吴后良通过流动少年宫菜
单点单而来。自 2021年 9月，
县青少年宫整合资源，制定流
动少年宫进校园活动、社团课
程教师培训、心理疏导工作坊
等 10余项订单式服务项目，各
乡村学校可以根据学生意愿、
学校特色进行“点单”。“订单项

目主要涉及科技类、艺术类、普
法类等，我们会根据学生兴趣、
学校需求、区域特色，精准辅导
乡村孩子们。”县青少年宫主任
华美娟介绍。截至目前，县青
少年宫通过“订单式”服务，已
累计接单各类主题流动少年宫
上门服务 44次，受益青少年超
5000人次。

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区
域教育资源配置，我县各乡村
学校还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平
台，外聘了 19 名民间手工艺
人、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担任学
校兼职辅导员，开设传统特色
课程，打造出“一宫一特色”，进
一步为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学习了这些课程，让我变得更
加自信，胆子也变大了许多，非

常喜欢来学校上学。”学生苏如
萍高兴地告诉记者，经过这两
年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学习，她
已经学会了吹竹笛、雕刻、绘
画、跳舞等特长。

据了解，我县已累计建成
乡村学校少年宫 14所，覆盖 1
万多名学生，高跷竹马、香火草
龙、开化纸等传统文化也被融
入至课程中。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对
于我们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
露，青少年宫、科协、美协、作协
等老师们的到来，补齐学校师
资力量和教师资源缺乏短板，
丰富了义务教育的内涵，拓宽
了免费教育的外延。”桐村镇中
心小学校长吴后良相告。

带着问题清单巡查 发展特色农业项目

池淮镇62名
田野网格员一心“耕田”

中村乡“一件事”集成改革
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

办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 点亮孩子“七彩梦”

本报讯（记者 王钰 余问
清 黄杰） 12月 21日，县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五届二
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省委易炼红书记在企业家
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市委高屹书
记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
彻落实工作。县委书记夏盛民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好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五届
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
彻两个会议精神与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和抓好当
前及明年工作结合起来，县领
导领学促学，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深学细学，进一步掀起
学懂弄通做实热潮，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
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在“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中贡献开化力量。
会议要求，要有条不紊抓

好宣传贯彻。全县上下要自觉
学习宣传贯彻上级最新决策部
署，真正把拥护“两个确立”从
认知变成行动，更好担负起“保
一方平安、护一方百姓、促一方
发展”的时代重任。要全力以
赴打好收官之战。紧抓剩余时
间，纵向对表、横向对标，排出
目标进度，最大限度挖掘潜力、
提升位次，凝心聚力、查漏补
缺、紧张快干，高质量做好年度
收官和考核工作。要鼓足干劲
起好步开好局。对标对表中
央、省市委部署要求，认真谋划
新一年工作思路，科学设定工
作目标，精心筹备重要会议。
同时，统筹好疫情防控举措优
化、激活和扩大消费、严实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民生保障等工
作，推动经济尽快回归稳进提
质的正常轨道。

会议强调，省委易炼红书
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透

露着对企业主体的关心关爱和
对市场信心的关注关切。要深
刻领会省委领导的良苦用心，
准确把握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
形势，对标对表易书记提出的
三个“制胜”实招和五个“全面
提升”工作要求，主动靠前服
务，解决企业难题，激励企业提
振信心、抢抓机遇、扩大开放、
拓展市场、突围发展，形成全社
会创新创业创造万马奔腾之
势，奋力开创开化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会议强调，市委高屹书记
的批示既是肯定和鼓励，更是
鞭策和责任，全县上下要强化

“分秒等不起、时刻坐不住、处
处慢不得”的效率意识，树立

“用数字说话、凭实绩交卷、以
成效检验”的工作导向，严格对
照清单抓好落实，让“人人有事
做，家家有收入”成为开化响当
当的金名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上级有关精神

眼下，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连日来，林山乡利平村整
合党员干部、网格员、驻村干部
等力量，组建暖心配送服务小
分队，为村里的困难群众发放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措施宣传
单、健康防护爱心包，并对疫情
防控的最新政策要求、个人防
护知识等进行宣传，以实际行
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通讯员 傅晨焕 摄

暖心配送暖心配送 守护健康守护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