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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勇争先

本报讯（通讯员 丘慧
敏）为切实巩固提升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喜迎亚运盛
会，县综合执法局于7月17
日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
行动。

本次重点整治占道经
营、流动摊贩、乱晾晒及户
外广告乱设置等，推动城市
精细化管理，全方位提升城

市环境品质。共出动执法
人员 80余次，整治占道经
营 57家，劝导流动摊贩 26
个，劝导不文明晾晒 15起，
清理户外小广告24处。

下一步，综合执法局将
持续向城市环境的堵点难
点“亮剑”，以更强合力推动
城市精细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游） 7
月 14日上午，笔者随开化荣昌超
市配送车来到桐村镇王畈村红色
共富驿站，见村民已早早等候在
那里，一袋袋茄子堆放整齐。过
称、记账，一会儿功夫，几十袋刚
采收来的新鲜茄子装上了车。

“今天收购 1270斤。之前，
荣昌超市已来收过 5 次，共计
7000余斤。佳信配送公司来收
购 8次，共计 8869多斤。”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有珍相告，
今年茄子大丰收，产量高、质量
好，很受欢迎。

走进田间，笔者看到，一株株
茄子枝叶茂盛、排列整理。“这是
集体蔬菜基地，面积10亩，3月种
下茄子苗7000株，5月开采，茄子
的单株产量有 50至 60斤。”负责
基地管理的新农人傅代华相告，
种茄子前，他参加过省市县农业
技术培训班，还专门到外地参观

学习茄子种植技术。
王畈村有973户、3182人，拥

有耕地面积 1473亩，山多地少。
近年来，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在
家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土地
经营状况不佳：外出的农户，为了
不让土地抛荒，免费送给亲戚朋
友或邻居种植；在家自己种植的，
由于面积少，生产成本高，收入并
不高。

“土地流转让我们很受益。”
村民苏良川相告，他在华埠镇上
开家居店已有十几年，以前，因为
在外经商没有时间管理，要收田
租没人要，怕土地荒芜，只有无偿
送给人家种。现在好了，他把土
地流转给集体，每年每亩有 400
多元租金，再也不怕土地荒芜，在
外安安心心经商就是了。

“土地资源很宝贵，我们要把
有限的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利
用起来。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发

展‘田园经济’是一个最有效的办
法。”谢有珍相告，为了提高农业
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王畈村因地制宜，在农户自愿
的情况下，以每亩400到500元的
租金，流转给集体统一经营，改变
传统的手工生产为机械化生产模
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到目前为止，全村已流转土
地 500余亩，种下大豆、茄子、中
药材、蓝莓、甜柿等农作物。预计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0多万元。

“农村离不开土地，农民最擅
长的就是种地。”下一步，村里将
建立农业合作社，扩大土地流转
规模，发展“田园经济”，面积扩大
到 1000 亩，每年增加集体收入
100万元，带动农民增收 100万
元，实现“两个一百万”的助农增
收目标。

7月18日下午，笔者在开化县转大线8k+700路段看
到，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的养护人员正冒着高温酷
暑摊铺沥青路面，用辛勤的劳动保障山区公路安全畅通。

通讯员 徐曙光 余坚 摄

因地制宜 规模经营

王畈村发展“田园经济”
助农增收

迎亚运 焕新颜

战酷暑 保安畅

（上接一版）
在元启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物业管理中心、托育
驿站、银社联建代办点、健
康驿站、库区手工作坊、共
享食堂等一应俱全，涵盖了
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水库
移民的后续发展和管理服
务问题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在社区健康驿站，测量
身高、体重、血压、血糖、心
电图等设备一应俱全，目前
正在开展“冬病夏治”活动，
医务人员忙着给前来的社
区居民理疗。“我是从举林
村移过来的，住在村里的时
候，来县城要很长时间，就
很少做理疗。但现在住在
小区，环境好、设施齐全，下
楼就能做理疗，很方便。”居
民姜凤英告诉记者。

吃饭不方便一直是老
年群体的烦心事，更是众多
子女们的操心事，元启社区
了解到居民需求，开设了“共
享食堂”，深受居民欢迎。

龙源小区现有老年人
910人，为构建“一老一小”
朝夕无忧照护服务体系，

“共享食堂”推出 60岁以上
老人免费用餐福利。临近
饭点，每天前来用餐的老人
络绎不绝。

从健康驿站到共享食
堂，元启社区将“银发”人群
作为社区的重点关爱对象，
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多方
入手擦亮民生底色，建设现
代化社区，打响“幸福元启”
服务品牌。

活动培训提技能 扩大
就业促增收

“我家分到了 2 套公
寓，一套自己住，一套给儿
子住。”年过六旬的张正根
和妻子来自齐溪镇岭里村，
是第一批搬进小区的住户。

走进张正根的家中，房
间宽敞、装修精致、视野开
阔。张正根告诉记者，移民
政策好，让他们从山旮旯里
搬到了县城，这里交通便
利，购物、务工都很方便，社
区也会经常组织活动，大家
也很快适应了新生活。

在社区的“元梦共富工
坊”内，不少居民正在有条
不紊地忙着编织包包、制作
手工饰品，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 ......居民徐梅红告诉记
者，共富工坊开启后，她第
一个报名参加培训，现在每
天有100多元的收入。

为解决困难妇女再就
业、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
社区还引进来料加工项目、
不定期开设厨艺技能和素
质培训课堂，让居民在“家
门口”享受到贴心的服务。

这两天，开化县首个
“家门口青少年宫”正式落
户社区。暑期作业辅导、趣
味小游戏、少儿绘画、趣味
手工活动……各项精彩纷
呈的志愿活动让 400余位
儿童感受到了一个快乐、充
实、有意义的暑假。

迭代的是服务，提升的
是品质。采访中，群众洋溢
出的笑容无声地诉说着对
当下生活的肯定，我们真诚
地期待着每一位老百姓都
能早日过上更加美好幸福
的生活。

幸福图景入画来

县综合执法局
开展市容环境整治

移出新生活 迁出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