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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报道组 徐祝安 刘志科
通讯员 丰利富

本报讯 “菌棒生产要用桑枝
条不能用棉籽壳，棉籽壳是转基因
的，要定期用高纯度酒精杀毒⋯⋯”
9 月 18 日，在开化县池淮镇寺坞村
甘苏家庭农场，农场主方土明谈起
绿色有机农业如数家珍。今年，他
准备在30亩基地里发展有机黑木耳
30万袋。

从食用菌生产大户转型到发展
有机黑木耳，方土明的变化，来自于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技术员樊青

手把手的指点。“樊青是县里为我请
来的专家，他隔几天就会过来看
看。现在，基地已完成菌棒接种，11
月将实现投产。”方土明说，县里通
过服务打包，从环境检测、生产技术
到产品认证实行一条龙帮扶，自己
发展农机农产品有信心。

开化在有效期认证范围内的有
机农产品有 18 个，占衢州市的一
半。今年以来，该县又安排600万元
专项资金，对有机农产品生产过程、
品牌打造、产品销售等环节出台十
余项补助、奖励政策。同时，邀请

“万泰认证”提前介入，由公司给予

申报主体产前指导。目前，已有 21
家主体的山茶油、清水鱼等 26 个产
品进行了新签约认证，将建成超万
亩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崛起“绿色
有机农业”生力军。

一大批企业主体前来开发绿色
有机农业：浙江伟屹农业在苏庄镇茗
富村牛坑坞投资 2 亿多，承包 1.5 万
亩土地，启动山茶油、水稻、茶叶、猕
猴桃4个品种的有机农产品生产，一
条山谷经济带初具雏形；在长虹乡发
展3000亩山茶油基地的浙江久源林
业在池淮镇坝头村毛虎山又实施了
496亩油茶新造林项目。普通山茶油

只能卖到每公斤 60 多元，而通过有
机认证、品牌包装后的有机山茶油，
在杭州市场可以高到两三倍。为打
响有机山茶油品牌，开化县还统一注
册使用“钱江源”牌商标。

以有机为卖点，发展休闲农庄，
是开化县挖掘旅游业的新亮点。在
长虹乡星河村的一座山边，方应钦
建起3500平方米的有机清水鱼养殖
基地。“塘内养的是有机俄罗斯草
鱼，外形憨厚可爱，而且肉嫩味美，
游客开心度假之外还能大饱口福。”
方应钦说，一年预计可接待游客
2000多人次。

挂上有机牌 越土越吃香

开化崛起绿色有机农业生力军

9 月 14 日，来自埃及
开罗的外国游客（右一）在
江山市塘源口乡猕猴桃生
产基地，高兴地采摘猕猴
桃。据悉，该游客在义乌从
事外贸工作，近年来喜爱上
江山猕猴桃，并早就想一见

“庐山真面目”。在朋友的
带领下，终于如愿以偿。

郑积亮 余静轲 摄影报道

皮肤白皙、身材魁梧，年已花
甲，浓眉大眼间却透着一股男子汉
气概。这是江山市供电公司在岗
员工工龄最长、年龄最大的吴寿荣
给人的第一印象。

吴寿荣，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
员工。他从 17 岁开始离开家乡兰
溪，作为江山供电系统第一批学
徒，扎根江山，一直在变电运行岗
位上干了整整44年。

初出茅庐
勤奋踏实树立人生目标

1970 年，17 岁的吴寿荣被浙
西供电局招工分配到离家几百里
外的江山县，当了一名学徒。难懂
的江山方言、普通话不怎么标准的
师傅，使得语言问题成为他面临的
第一个难题。没有气馁，没有妥
协，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理论学习，
到实操任务，吴寿荣总是频频给师
傅们带来惊喜，给同伴们树立榜
样。

相比同年龄的学徒，吴寿荣表
现出更为独立的分析及判断能力，
对于被分配的任务能够快速上手，
并每次提前完成。变电行业的工
作相对枯燥无味，但是吴寿荣并没
有同龄人的焦虑与不安，相反表现
得更为稳重与成熟，这使得他的工
作表现要远超出同届学徒。功夫
不负有心人。1972年，依靠出色的
工作表现以及高水平的职业素养，
吴寿荣被调到变电所，成为一名合
格的变电运行工。

专业敬业
平凡岗位践行理想信念

作为一名专业的变电运行

工，吴寿荣在职期间坚持完善细
节，恪守尽责，创下多项岗位佳
绩。1986 年~2001 年，凭借出色的
岗位业绩，吴寿荣先后担任了石后
变电所、赵家变电所及虎山变电所
的所长。1997 年 3 月，吴寿荣光荣
入党，并在 2002 年被评为衢州电
力局优秀共产党员。从学徒到技
术能手，再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变电
所长，人们都为吴寿荣鼓掌，而他
则仍然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辛勤
耕耘。

2007年，直肠癌及甲状腺癌先
后无情地向吴寿荣袭来，但是他总
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岗位
上。直肠癌术后，领导及同事前去

探望，要求他多休息，不要担心工
作。但是两个月后，吴寿荣就精神
抖擞地赶到离城 40 多公里外的峡
口变电所上班了。而且还干着老
本行，依然和年轻人一样坚持上夜
班。甲状腺癌术后，领导坚决要求
他在家休养，但是不到一个月，吴
寿荣再次出现在自己的岗位上，每
周和搭档花 3 天时间奔波在全市
13 个变电所间。今年 8 月 7 日，吴
寿荣在巡视 35 千伏大桥变时，发
现 2 号主变有载调压开关管漏油
严重，油枕处油位计已接近最低
位，立即汇报调度并详细描述情
况，及时排除了故障。

吴寿荣常说，病魔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失去工作的热情，失去
奋斗的目标，而干好变电事业就是
他的人生目标。

高风亮节
甘心奉献守护事业

在供电系统 44 年，吴寿荣在
基层领导岗位上就干了十多年，工
作经验非常丰富。他也将自己积
累的宝贵经验无私地分享给大家，
先后带出了数十位徒弟，如今大部
分都已成为基层所或业务方面的
顶梁柱，在供电系统岗位上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2001年，已经担任所长多年的
吴寿荣，积极响应公司号召，主动

提出不再担任虎山变电所所长职
务，要求将岗位留给年轻人，让他
们能够多锻炼早成才。在人选问
题上，吴寿荣没有偏袒自己的徒
弟，从事业的角度出发，刚正不阿
地行使了自己的推荐权，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认同。

多年来，他虽然老家在兰溪，
但是春节却经常替外地员工值班，
让他们回家过年。他说，自己老家
近，不一定要春节回，他们家远，一
年难得回去一次，这样他们高兴，
我也高兴。

在工作之余，吴寿荣热爱运
动，并多次获得江山市、衢州电力
系统乒乓球比赛冠军，被称为“吴
悍将”。

从血气方刚的学徒到成熟干
练的老所长，吴寿荣用 44 年的时
间践行了他的人生目标与社会价
值，“老黄牛”的他也成为江山市供
电公司的典范。

（毛慧斌 王刚）

一盏静静发光的灯
——记国网江山供电公司员工吴寿荣

县委报道组 汪峻 胡江平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前夕，常
山县与杭州育才中学签订合作办学
协议。后者是“全国最具创新力榜
样学校”，借助其先进的教学理念，
双方将合作开办中学、小学和幼儿
园。根据协议，常山育才中学将在3
年内培育成为衢州教育教学质量名
列前茅的知名学校。

与杭州育才中学联姻，是常山

县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组
合拳”之一。该县教育局负责人
说，常山育才中学前身是三衢中
学，本身就是县里较好的学校，这
次将整校移交给杭州育才中学管
理，正是想借此进一步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教育落后已成为常山人的一
块心病，也是县委、县政府需全力突
破的重点难点。”常山县委书记王良
春说，面对常山教育的严峻现状，一

般意义上的关注、关心、支持远远不
够，也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痛下决
心改革是唯一出路。

投资 3.9 亿元实施常一中迁建
项目，优化教育布局；引进优秀教师
和管理团队，打造各个学段的品牌
学校；建立内部队伍和学校之间竞
争体制，增强内生动力⋯⋯调整、引
进、竞争、提升，常山县委主要领导
亲自为教育综合改革定下“路线
图”，常山教育“翻身仗”全面打响。

常山县第一小学是教育综合改
革的“先行者”，上个学期县里引进
萧山银河实验教育集团 3 名专家团
队负责学校管理。为老师搭起提升
平台，30 多名一线教师分批到萧山
名校实战培训；对学生实施精细化
管理，大到课堂纪律、小到文具摆
放，均有整套规范，借助名校专家的
先进理念，第一小学成了常山教育
的一张新名片。

常 一 中 作 为 常 山 的“ 最 高 学
府”，是此次教育综合改革重点。刚
刚过去的暑假，学校完成了教师队
伍优化重组，从外地引进 13 名骨干
教师的同时，确立了教师流动长效
机制，实行末位淘汰。这让老师们
备感压力，于是就有了假期“赛课”
的生动情景。

联姻名校 引进管理 激发活力

常山教育改革破冰启航

江山猕猴桃
吸引埃及客
江山猕猴桃
吸引埃及客

通讯员 叶颖 周昱昀

本报讯 一张劳动用工合同，
一套完备的保洁八件套，一份人身
意外伤害险——东港街道闹桥村的
村民李松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
能成为一名领工资的职业“清道
夫”。自“五水共治”活动开展以来，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创造性地建立
了“东港模式”，探索出一条河道保
洁长效机制。通过街道直管、职业
保洁、科学保洁、长效督考、资金规

范这“五创新”，目前辖区内 80 公里
长的河道水质明显改善。

今年以来，东港街道以村、组为
单位建立保洁队伍，对辖区内的河
道保洁员进行直接管理。街道还捆
绑直管了村庄保洁，保证河道垃圾
及时清理以及农村生活垃圾进入中
转站，日产日清。

按“村级推荐、择优录取”原则，
街道公开招聘具有游泳技能、责任
心强的职业化河道保洁员。街道每
月给保洁员发放基本工资，综合考

虑河道长度、人口密度、保洁难度等
因素，采取“一河一薪”。除工资外，
还根据保洁工作的排名，发放考核
奖金。

为保证河道保洁“无盲区”，该
区创新“集中拦截打捞为主，机动巡
查保洁为辅”的科学保洁模式。结
合河道分布及水流走向，在区域内
28 处狭窄河道和沟渠设置了拦截
网，使悬浮在河流中的垃圾搁浅，并
定期清网，以提升河道保洁效率，减
轻下游河道保洁压力。

同 时 ，该 区 出 台 长 效 督 考 机
制，成立以街道治水办为主的卫
生保洁检查小组，每月两次由街
道领导带队，不定期对所有村和
河道进行检查，并进行卫生排名、
通报，考核结果与乡镇的争先创
优相结合，在年度考评中，还设置
了 20 分河道保洁分和 20 分村庄保
洁分。

在河道保洁经费方面，该区按
照区级河道集中清理和长效保洁每
公里 1.5 万元、街道级河道集中清理
和长效保洁1万元、村级河道集中清
理 0.5 万元的标准给予拨款，资金使
用“阳光公开”。

东港创新河道保洁长效机制

区委报道组 张洋

本报讯 “小心雨，最近乖不
乖，拉丁舞比赛比得怎么样？”日
前，柯城区委组织部干部陈俊来到

“女儿”小心雨家，了解她最近的生
活情况。当得知开学后学校有交
通疏导义务岗需要家长参加，陈俊
立马答应下来，以小心雨“爸爸”的
身份给孩子们疏导交通。

陈俊为何会成为小心雨的爸
爸，这要从一个微心愿说起。原
来，家住柯城区府山街道钟楼社区
的小心雨，十几个月时，父亲就因
车祸去世，缺少父爱的她看到别的
同学都有爸爸接送，有爸爸参加家
长会，心里十分羡慕，于是就提出
了一个想要爸爸的心愿。区机关
党员陈俊、郑骏、郑辉看到后，认领
了这个微心愿，并叫上其他同事组
成了共 7 人的“爸爸团”，来到 9 岁
的小心雨身边，为她圆了这个“爸
爸梦”。陈俊告诉笔者，他们 7 位

“爸爸”会轮流去学校、家里看望小
心雨，接她放学，带她出去玩。

据了解，为弘扬“最美精神”，
柯城区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
作用，利用新媒体开设了乐淘党员

之家微信服务平台。构建了覆盖
全区的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联合
分会、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家园）
3 级志愿者服务组织网络，并在闹
市区建立 2 个街头志愿者家园。
从 2012 年至今，全区党员通过各
种平台参加志愿服务4.06万人次，
寻找微心愿 1.59 万余个，解决 1.57
万余个。

党员干部带头加上服务平台
的紧跟建立，加速了“最美精神”的
传递速度，现在柯城区争当志愿
者，志愿服务蔚然成风。46 岁的
程海良是荷花街道朝晖社区低保
户，也是一名志愿者。受过好心人
资助的他，通过为空巢老人送早
餐、买菜，背社区残疾人去医院做
检查等方式反哺社会，帮助其他需
要帮助的人。同时，他还可以凭做
志愿者拿到的积分，到爱心超市或
爱心洗衣房里换取一定的生活用
品。

“我们不仅明确了志愿者服务
工作流程，还创新了志愿服务激励
机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
务中，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力
量。”区委宣传部文明办主任冯轲
介绍。

党员引领 平台支持

柯城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区委报道组 胡小飞 俞锐
通讯员 徐双燕

本报讯 近日，笔者来到衢江区全旺镇马蹊
村，沿村河道水清岸美，河边崭新的楼房次第排
开。“原来村里存在许多危旧房，布局凌乱，而且缺
少管理，鸡鸭都在门口放养。”马蹊村村支书袁岳
武说，一年多来，该村借“三改一拆”的东风，以非
法“一户多宅”整治为突破口，摸索出“一拆五改”
新机制，解决了村民无地建房难题，改善了村庄环
境。

所谓“一拆五改”就是，通过拆除非法“一户多
宅”，腾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收储利用、统一
规划布局、统一流转安置、统一成本核算、统一基
础配套。“村集体当起了‘中介’，按公开价格有偿
收储，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户回购土地，由村集体根
据规划统一安置和修建公共基础设施。”袁岳武
说，目前，全村拆除危旧房 72 户，整治非法“一户
多宅”49 户，腾出宅基地 1.3 万平方米，安置农民
建房17户，新建休闲广场1个，脏乱差的村容村貌
得到了改变。

衢江区整治非法“一户多宅”的实践中，马蹊
村“一拆五改”模式使村民们看到了“以拆促改”实
实在在的好处。而廿里镇富里村则探索创新了

“腾屋换人、梯次安排”机制，将困难户的旧房和有
能力建房户已建的比较新的房子统一由村集体收
储，旧房拆除复垦，已建的次新房用于统一安置困
难户，有能力建房户到新的迁建点重新建房。

“收购来的次新房由村里统一装修，添置桌、
椅、床等家具，拆迁户带个煤气灶就能生活。”富里
村村主任廖银良说，收储的房子供无建房能力的
困难户居住，4 间村集体用房以每年 2 元至 5 元的
价格租给低保户，另外，近 500 平方米的安置房在
建中，将提供给其他困难户。在实行小区式集中
安置的新迁建点，经过规划的房屋排列整齐，大多
数房屋即将结顶，部分住户已经入住。“大部分拆
迁户原来住在山丘上，交通不方便，整治以后，大
多安置在山下，而且通上了自来水，生活便利了很
多。”廖银良说，实施“腾屋换人、梯次安排”，解决
了拆迁户的安置难题，腾出了土地，整治后，可新
增耕地面积67亩。

“去年以来，衢江区以非法‘一户多宅’整治为
突破口，深入推进‘三改一拆’和旧村改造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7月
底，全区共完成整治 1296 宗 18.22 万平方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衢江分
局局长朱立明说，通过整治，盘活了存量宅基地，有效解决了农民无地、无
指标建房难题，为全区新增耕地2192亩，腾出宅基地2378亩。

一拆五统

腾屋换人

梯次安置

衢江创新整治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