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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桐庐9月29日电
记者 滕昶 县委报道组 唐志立

来到环溪村时，浙江大学的
大二学生卢子扬没有想到原来桐
庐还有这么美的乡村。村里 5 棵
高大的古杏树，一下子就吸引了
他和同学们的目光。古树的周
围，还被修建成了一个小公园，不
少村里的老人，正坐在树荫下乘
凉聊天。

想听听古银杏背后的故事，
把它写进“微村志”里，卢子扬拿
着小本子，走到树下，和村里的老
人们聊了起来。

今年，桐庐县与浙江大学党
委工学部社会实践团合作，专门
组建了一个村志搜集团队。作为
桐庐本地人的卢子扬，是团队的
一员。这个团队平均每四天走访
一个桐庐村落，然后再将走访所
得整理成短小精悍的村志，发布
到微信公众号上。

目前，桐庐县已经完成了第
一批 10 个村的“微村志”编纂，正
通过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根据
计划，到今年底准备完成 30 个村
的“微村志”编纂。

说到地方志，往往给人一种
厚重、严肃有余而亲切不足的印
象。但是在桐庐，刷刷微信，人们
就可以看到桐庐一个个小村庄的
历史和故事。“记录当地农村的历
史，我们希望‘微村志’可以成为
人们认识农村的向导。”桐庐县副
县长颜鹂说，“农村有很多有价值
的历史和故事，应该用更简单的
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也诉说人
们心中的乡愁。”

在邀请“微村志”编纂人员到

实地走访前，郑萍萍和桐庐县地
方志办的工作人员，都要先到村
落里先考察一番。9 月底，郑萍
萍就自己开车到石舍村去走了一
圈。路过茆坪村时，郑萍萍突然
看到村道边的一条小溪上，横跨
着一座小石桥，桥上布满了青
苔。“这是座什么桥，它的背后有
什么故事？这些都可以被我们收
录到‘微村志’里。”郑萍萍告诉记
者，“微村志”的“微”不仅体现在
传播方式上，也展现在村志记录

的对象上。
村口的古杏树、不起眼的老

房子，甚至一个表面看起来有点
丑陋的抽水机埠，都被呈现在“微
村志”上。从“微村志”里，人们可
以看到先人在古杏树上寄托的祝
福，老房子里发生过的悲欢离合，
而抽水机埠的背后，则是缺水、缺
技术的桐庐人努力改变命运，修
渠道、建机埠的劲道和决心。

“虽然是本地人，我也是直到
编了‘微村志’，才知道原来桐庐
的农村是那么丰富多彩。”卢子扬
说，为了做好村志，他们每到一个
村子就大量查阅村庄的资料。然
后寻找村民，请他们讲述农村的
故事。对那些有历史的村庄，会
着重发掘村里的古建筑历史；到
有特色产业的农村，着力记录村
民的创业、致富故事，还有一些村
子风景优美，编撰团队就会专门
为这个村拍摄精美的照片。

“过去，我们很少有机会和老
人聊天，其实他们肚子里有很多
故事，如果不记录下来就太可惜
了。”卢子扬说，记录乡村的历史，
就是留住很多人心中对“家”的记
忆。

桐庐县携手浙大学子发掘乡村历史——

微村志 诉乡愁

本报杭州9月29日讯
记者 戴睿云

国庆节，在游客熙攘的西湖边
找一个饱览湖光山色的绝佳观景
点，点一杯龙井茶，配几道物美价廉
的茶点，就能过上完美的一天——
刚完成大众化转型的西湖会所，可
以成为一种选择。记者今天从杭州
市纪委获悉，又有 4 家关停西湖会
所完成整改验收。今天记者实地探
访了其中几家。

穿过涌金池，在西湖天地里最
靠西湖边的位置，就矗立着古朴典
雅的涌金楼。因为还在装修布置，
楼周围还围着围挡。“10 月 1 日正式
开业，老百姓可以来这里喝咖啡、茶

等。”涌金楼负责人陶劲松对记者
说。

开阔的庭院里，桂香阵阵，工人
们正在为院子里的大树布置夜灯装
置。陶劲松介绍，装修整改后，整个
涌金楼变得更通透，一楼和院子里
可以摆近 200 个位子，二楼三楼变
身艺术展览和文化讲堂。国庆期
间，国画新秀王亚霞将在这里举办
一个小型展览。登楼凭窗远眺，西
湖水光潋滟跃入眼帘。

一流的环境，平价的消费，还能
在转型成“柳铖道”茶馆的御尊园找
到。在南山路罗马广场附近的学士
桥 1 号，“柳铖道”的全新牌匾还被
红布遮住，等待“十一”正式与市民
游客见面。一走进院子，就看见几

张崭新的茶桌茶凳，透明展示厅展
销着“安溪铁观音”。

幽静的院落里，几幢小楼错落
有致，走到院子的西北角，就是西
湖。宽敞雅致的室内空间，摆放着店
家新购置的功夫茶茶具。“室内室外
加起来能坐百人左右，包厢不加价。”
王建平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他们
还特意将座位空间安排得宽松些。

一些完成整改验收的会所，已
经赶在国庆前开张迎客。位于花港
观鱼内的莲庄，已变身湖畔居花港
店。“9 月 27 日试营业以来，每天接
待客人 200 人左右，希望国庆期间
人气更旺。”负责人孙宏伟说。

莲庄成为茶室，也算是恢复了历
史。上世纪50年代，这里就被设计成

花港茶室，是老杭州记忆中西湖边最
热闹的喝茶好去处。“在这里喝茶，得
追溯到十几年前了。现在总算又能
来了。中午一楼室内都找不到位
子。薄利多销一定能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家住滨江的杜女士今天和好
友特地赶来重温记忆。她们点了两
杯20元的龙井、8元一份的鲜肉小笼、
9元一份的家乡鲜蛋肠粉，从早上一
直坐到了傍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据悉，另外一家刚完成整改验
收的井外天（黄龙洞内），已经在举
行一场画展，并将持续到10月4日，
市民游客可前往参观。算上之前已
经完成转型的两家，截至目前，杭州
市关停的 30 家西湖会所中，已有 6
家完成或已经实施转型。

西湖景区4家会所国庆转型迎客

平民餐饮，重归湖畔

王庆丽

几年前我初来杭州，朋友驾车
带我游览。每经过一处斑马线，若
有行人在旁等候，她定会减速慢行，
等行人穿过马路，许多受礼让的行
人也友好地向她挥手，或点头致谢。

这让当时的我有些意外。朋友
告诉我，一开始时她很不情愿，但是
养成习惯以后，反倒格外享受这种司
机与行人彼此尊重和谦让的感觉。

现在，我在这所城市定居，感触
就更为深刻。最近，杭州公交集团
又出台一项规定，把这种礼让升级
到了更高层次。即要求每位公交车
司机，无论是不是斑马线，只要前方
出现交叉路口，或是约定俗成行人
经常行走的绿化带岔口，都减速观
察，一旦发现行人，主动停车让行。

交通是城市的窗口，交通秩序
的好坏，反映出城市文明建设水平

的高低，也是一座城市综合治理水
平高低的缩影。这种“见人必让、让
必彻底”的新规，让杭州这座城市的
人文关怀和温情色彩也随之加倍。

现代社会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
风气。部分机动车驾驶人员在自觉
或不自觉中加重了对油门的踩踏，有
人在路口横冲直撞，有人则直闯红
灯。在这场“钢铁”与“肉身”的对抗
中，速度居高临下，而生命甘拜下风。

当前，我们也正处于一个快速
发展的时期，而对于什么应当快，以
及如何在快慢中进行取舍，也在不
断地探索与改进之中。比如，从以
前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到如今意
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
大对环境的整治力度便是一例。

斑马线前的礼让，从小处来看
体现的是城市在公共交通方面的改
进提升，从更深层来看，亦反映了我
们对于生命、对于未来的敬畏之心。

在快与慢中取舍

“微村志”记录团队听老人讲诉农村的历史和故事。

本报讯（记者 徐齐 区委报道
组 吴蕙芳 苏静静）沿河道骑行，不
时拍照⋯⋯这几天，在温州龙湾区
海滨街道的河道旁，时常出现几名
身穿迷彩服的人。这些巡河者，正
是该区新近走马上任领取薪水的专
职“河长”。

目前，龙湾实行区、街道、村三
级“河长”管理制，各级“河长”对所
认河道负责。但由于各个“河长”均
为兼职，很难做到第一时间捕捉河
道水质动态。为弥补监管漏洞，自
今年 7 月起，海滨街道率先试水“专
职河长制”。

上午 10 时，黄石山后河旁，专
职“河长”章凯正骑着巡查车沿河巡
视。他按照规定每天巡查两次，一
次从早上 9 时起，一次从下午 3 时
起，一天巡查时间4个小时以上。

没多久，章凯就发现河道旁有
一堆垃圾。他拿起手机拍下，并掏出
笔记本记上垃圾所在位置。章凯告
诉记者，刚开始，他们拍完照就直接

用微信传给镇里的工作人员处理。
有时候一天拍下来的“问题点”多达
数十张。现在每天下班前，他们会回
办公室将图片导入电脑，做成台账。

“街道农办有一位同志负责与
我们对接，我们把问题反馈给他，他
则把问题转交给相关部门分别处
置。相关部门把处理结果告知街道
后，我们会去现场核查，并拍一张

‘处理后’的照片，记录在台账里。”
章凯解释道。

海滨街道相关负责人透露，该
街道现已聘用了4位专职“河长”，重
点管理4条区级河道和其余45条河
道。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河道范
围内污水直排、水域障碍、堤岸损
坏、河底积淤、河面垃圾、绿化破坏、
沿河违建等。专职河长制建立以
来，4名专职“河长”已组织河道保洁
公司清理整改河边垃圾点132处，累
计清理垃圾600余立方米，查处水直
排河道排污口 10 处，发现并修补沿
河绿化破坏点4处约150平方米。

龙湾试水专职河长

本报杭州9月29日讯
记者 余勤

密密麻麻的牌子、翻来覆去的
评比、铺天盖地的台账⋯⋯一直困
扰我省村（社区）的机构牌子多、考
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的“三多”现
象将不复存在。记者今天获悉，今
后，全省村（社区）统一对外挂牌的
组织机构牌子不超过4块。

据调查统计，全省村（社区）“三
多”事项共有 541 项，其中涉及机构
牌子就有 238 个。许多村的办公室
墙上牌子多到挂不下，还有一些村
为此还发明了移动牌，在同一面墙
上，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放上哪个部

门的牌子。
针对基层“牌满为患”的乱象，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
布《省直单位涉及村（社区）机构牌
子、考核评比、创建达标等事项清
理整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要求
今后村（社区）统一对外挂牌的组
织机构牌子不得超过 4 块：依法设
立且定期换届的村（社区）党组织、
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
员会，实行对外挂牌；独立运营的
村经济（股份经济）合作社，可对外
增挂牌。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今后与
群众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村级（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管理

室<站>）、村（社区）警务室、村（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农村文化礼堂等
4 个服务活动场所，对外挂服务标
识牌。其他各类站点室等服务平
台，将按照服务功能内容进行归并
整合，纳入上述 4 个服务活动场所
统一管理，不再单独设置服务标识
牌。

村（社区）考核评比多、创建达
标多，也是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根据《实施方案》要
求，省直单位涉及村（社区）的 22 个
考核评比事项，保留平安综治考核
等 5 项；涉及村（社区）的 85 个创建
达标事项，保留农村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示范村创建等 9 项。省直单位

组织开展的其他考核评比和创建
达标项目一律取消，并在今年 10 月
底前完成“三多”事项清理整改工
作。一些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开展
的创建达标活动和不专门针对村

（社区）的考核评比，不列入清理范
围。

“在村（社区）挂个牌子，是工
作的需要，但不是工作的全部。”
省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开展

“三多”清理整改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 和 落 脚 点 是 通 过 集 中 清 理 整
治，使广大党员干部放下包袱、轻
装上阵，把基层组织的活力充分
激发出来，把服务群众的工作做
得更扎实。

我省重拳整治村（社区）“三多”乱象

村里挂牌，最多4块

本报杭州 9 月 29 日讯 （记者
翁浩浩 通讯员 范跃红） 今天，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在
我省全面上线运行。今后，全省、
市、县（市、区）三级检察机关通过
该网向社会公众提供案件程序性
信息查询服务、公开包括职务犯罪
大要案在内的重要案件信息和法

律文书等。
案件信息公开网将及时向社会

发布重要案件信息，包括有较大社
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
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公众广泛
关注的刑事案件的批捕、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开展重大、专项业务工作
的进展和结果等情况。

我省检察机关及时发布要案信息

“案件信息公开网”上线

9月29日，完成军训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大一新生们，将军训服送到了校园内
的红十字爱心箱。在这场杭州江干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公益活动中，共募集军训服
1000余套，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困难学生。 徐维韡 摄

方鸿伟

只要你拍张照片上传，就有机
会赢话费，在过去的几天，已有近
200人抢到了话费。浙江福彩组织
的“关注福彩微信抢话费”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中，并将延续到 10 月
19日。

开展关注“浙江福彩”微信抢
话费活动，一是在国庆节期间，给
彩民增添欢乐，二是为了庆祝网
点即开票“黄金盛典”在我省上
市。该活动从 9 月 20 日开始，连
续进行 30 天，每天随机产生 35 名

幸运者，每位获得 50 元话费，共计
送出话费 5 万多元。参加办法很
简单，只需关注“浙江福彩”官方
微信，将“黄金盛典”彩票拍照或
宣传海报拍照上传到浙江福彩微
信就可以了。如果中了，话费会
在 2 个工作日内充进你所提交的
手机。每个微信账号每天只能参
加一次。

省福彩中心相关人员表示，浙
江福彩官方微信今年开通运行后
受到广大彩民极大关注，浙江福彩
微信已经成为公众和彩民了解福
彩信息最快捷方便的平台。送话

费是一项快乐的互动活动，可以通
过两种方式关注“浙江福彩”官方
微信：通过福彩网站、海报宣传资
料等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或在微信
上搜索“浙江福彩”、“zjflcp”进行关
注。本次抢话费活动上传内容要
求是将“黄金盛典”宣传海报或彩
票拍照上传，你也可以在“浙江福
彩”官方微信中将“黄金盛典”图片
截图上传。

快去抢话费吧，公益福彩与你
同快乐。

快抢，5万元话费天天送

公益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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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干部在一线历练成材/陈玲玲
重点
聚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党课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党 峤
特别策划
怎样做个好书记

——献给奋战在新农村建设一线的村党组织领头人
/陈 戈

当村干部是一种爱好和信仰
——长兴县夹浦镇滨湖村党委书记史水良自述
/徐 艳 陈 戈

做事时“全力以赴” 委屈时“百折不挠”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龙旋村“80 后”女党委书

记张娟自述 /徐 艳 陈一良
阿娘的“四本账”

——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镇岳童村党支部书记汪莉
萍自述 /王一伊

“幸福村庄”的当家人
——东阳市湖溪镇清潭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君的一天

/黄国中
村书记要适应“新常态”

——对话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王侃 /徐培武
为村官做事营造好环境/黄益友
本期关注
绍兴：网上网下“民情通”/余建红
越城区：力量集聚到老百姓最关心问题的解决上/陈一良
柯桥：在职党员两地报到 双岗服务/蒋鑫富
上虞：难题在“驻村问政”中破解/吴中美
诸暨：民情通标准化促“新常态”/余建红
嵊州：公开的民情日记/徐培武
新昌：乡镇干部当上“快递哥”/陈 戈
经纬
党建微摄影

“微摄影”一起拍
蹲点手记
引导党员在服务上发挥模范作用/蒋国强
群众工作没有休止符/孟 蕾
新事
民主生活会上的“三改一拆”/曹华标
亮点

衢州2000名年轻干部“一线墩苗”/陈 峰
乡镇
奉化“联村工作十六法”成乡镇宝典/徐 艳 陈 戈
速递

“最美浙江人——2014青春领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等
/陈一良等

观点
“越贪位越高”须以制度力量破除等/戈 海等
微故事
一份特殊的“帮扶协议”等/吕丹 陈一良
学习与思考
医院“狮子型”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郑公寿
建设“山水磐安”组工文化品格/马志华
如何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张小喜
风采

“新天一”开辟网络党建新天地
/蒋鑫富 张坤林 周晓正 杨台彪

人物
封面

“救灾老兵”王福元/蒋鑫富
他故事
为金融改革拼搏/吴中美 王一伊
心理
怎样开出高效的会议/罗 伦
倡廉
警示之钟
利用职务雁过拔毛 贪污受贿双罪入狱等/单正来等
干部任免
省管干部近期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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