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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叶 诗 蕾
通 讯员 胡熠烨）“太湖街道钱
家斗路施工路面有泥浆，风干后
易形成扬尘，影响周边环境和群
众出行。”近日，长兴县人大代表
徐红美在寻访时发现了一处扬
尘污染源。打开手机、拍下照
片，她立即把情况上传到湖州市

“ 代 表 寻 访 一 件 事 ”数 字 化 应
用。信息随即被流转至长兴县太
湖街道治气办联络员周国华。他
迅速联系村委会和施工方，当天
就组织人员完成了路面的冲刷清
洗。随即，一张整改完毕后的现
场照片回传到了平台上。

这是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创新
推出的“代表寻访一件事”数字化
应用。2021年以来，湖州市人大
常委会立足人大职能，紧盯群众
需求，体系化、规范化推进数字化
改革，一批成果不断涌现。目前
已建成上线应用场景14个，实际
参与场景应用6万余人次。

“百姓关注的热点，就是人
大代表紧盯的重点。”湖州市人
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深
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
寻访一件事”数字化应用围绕市

委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切问题，确
定寻访主题。自上线以来，已分
别开展了“寻访美丽乡村建设短
板”“寻访身边的扬尘污染源”

“寻访制止餐饮浪费典型”等活
动，反映和收集问题 1398 个，涉
及问题均已处理完毕。

提升代表履职实效的同时，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还推出了“代
表工作数字云平台”应用场景，
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意见的渠
道，重塑为民办实事工作流程。
记者注意到，该应用设置了“我
要提问”子模块，群众通过“浙里
办”，即可无障碍找到分布在全
市 代 表 联 络 站 的 各 级 人 大 代
表。突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群
众提交的问题将一键流转至基
层治理“四平台”，实现线上反
映、分析、解答、交办、评价的全
流程闭环。

下一步，湖州市人大常委会
将继续整合提升现有各个应用
场景中的民意征集功能，并针对
应用大数据所查到的热点问题，
组织进一步调研，并视情向市委
报告或向政府提出建议，推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湖州人大创新推出14个应用场景

数字赋能紧盯民生关切

点上一杯香浓的咖啡，身后云雾旖旎，这份
惬意不是来自都市摩天大楼的咖啡厅，而是来自
海拔800米的自在山野。昔日破旧的牛栏、灰寮
成了微信朋友圈里的网红咖啡馆、热门民宿。

如今在云和县崇头镇，不仅有新潮“出圈”的
牛栏商业街，更有溪水潺潺、沃野次第的原生态
美景。这里从落后山区蝶变成乡村振兴的特色
样板，梯田之上绘出山区“共富”新画卷。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但由于
群山阻隔和交通闭塞，这个拥有梯田云海、山林
竹海、溪瀑雾凇等独特自然景观的云上之地曾

“养在深闺人未识”。
2011 年，云和创成两个 4A 级景区，带来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崇头镇带来了崭新的发展
方向。灰寮、牛栏、猪圈等生产用房成了开发旅
游、激活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资源，其中，坑根村
通过统一盘活闲置农房，生产用房纷纷变身书
店、咖啡馆、酒吧，村民在家门口凭“卖风景”就吃
上了“旅游饭”。随着景区深度开发，这些年，崇
头镇不断加强配套建设，不仅带动村民增收，还
吸引了大量新农人返乡创业。十多年前，说到崇
头，最脏最穷的就是下垟村、坑根村、梅竹村，而
现在，它们凭着天然美景和独特业态，成了吸引
青年人回村创业最多的3个村。

如今，崇头镇用一条索道串起了梯田大景
区，也建起了产业新链条。“原先破旧的老房子，
村里会免费给我们维修，还帮我们租出去”“现在
民宿开起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启动 5A
级景区创建以来，村里的环境更好了，孩子们都
愿意回来创业了”⋯⋯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村民
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2020 年 12 月，云和梯田景区顺利通过国家
5A 级景区景观质量评审。“梯田 5A 级创建项目
总投资超 20 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近 15 亿
元，系列景区项目正在逐步推进。”崇头镇党委书
记刘锋说。

梯田景区的深度开发，激发出乡村的强大内
生动力。170幢空闲农房实现二次利用，5000余
亩梯田被修复，辐射带动崇头镇2万多山区群众
增收，景区周边农民人均收入从2016年的1万元
增加到2021年的2.5万元，年均增长15%以上，增幅比云和全县平均水
平高出5.5个百分点。

今年农历二月初二，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俗活动在崇头镇举行——有
着千年历史、足有200余米长的“梯田祥龙”穿街走巷。“我们在创建4A
级、5A级景区过程中，系统挖掘农耕文化、银矿文化和畲族文化，形成了
以开犁节为代表的非遗项目体系和‘梯田十味’‘稻草草’‘木积积’等文
化IP。”刘锋说，在去年云和梯田开犁节上，还成立了云和梯田保护与发
展全球智库，旨在共同探索梯田保护性开发、规范性建设、科学性利用
等备受关注的问题，为全球梯田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以文化为魂，崇头在求新求变中，将继续探索“万亩梯田”的更多
价值，带动更多的群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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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施力维 孙磊
通讯员 傅宏波 艾杭枫）“110584，
爸爸，我成为了你。”清明前夕，刚加入
公安队伍不久的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
分局女民警莫智颖，来到杭州南山
公墓缅怀父亲莫永伟。莫智颖胸前
佩戴的“110584”警号，正是父亲生
前所用的警号。这是杭州公安首次
重启因公牺牲民警封存警号。

莫永伟生前在临平乔司派出所
工作，是所里有名的“拼命三郎”。
2016 年 1 月 5 日，莫永伟因持续工
作，突发疾病牺牲。为了表达对他
的 缅 怀 ，杭 州 公 安 将 莫 永 伟 的

“110584”警号予以封存。
今年，莫智颖从警校毕业后回

到了莫永伟生前战斗过的地方，继
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警号，也继承
了父辈的责任与荣光。“戴上父亲的
警 号 ，感 到 肩 上 的 担 子 更 重 了 。

‘110584’时刻提醒我不能松懈，同

时也带给我激励。”莫智颖说。
目前，莫智颖在乔司派出所工

作。“当好一名称职的民警并不轻
松。”莫智颖说，以前只觉得父亲很
忙，现在知道民警除了要办好案，还
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初，乔司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莫智颖积极参与抗疫，主动承担起
所里的接处警工作，平均两天就要值
一次夜班，经常忙得没时间喝水。
她说，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独当一
面，成为让群众放心满意的好民警。

乔司派出所治安副所长曹骆琦
说，莫永伟警号的重启对于整个乔
司派出所来说意义非凡。大家见证
着新民警的成长，也
传承着英雄模范的
精神，共同努力成为
一支党和人民完全
可以信赖的有战斗
力的队伍。

杭州公安首次重启因公牺牲民警封存警号

“爸爸，我成为了你”
杭州公安首次重启因公牺牲民警封存警号

“爸爸，我成为了你”

本报讯 （记者 王璐怡 黄珍珍
王晨辉 叶怡霖 赵璐洁） 伴随着悠
扬的古筝声，生命礼仪师以念祭文、
献春茶、系黄丝带等方式，向长眠竹
海的97名生态葬践行者表达尊重与
思念。近日，一场“乐声悠扬 竹林

‘云’祭”主题缅怀纪念仪式在安吉
龙山源人文纪念园举行。1.4万余人
通过直播观看仪式，在“云端”共同
追忆先人。

又到一年清明时。为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深化移风易俗，省文明办、
省民政厅日前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大
家文明祭祀，推动“浙江有礼，从我做
起”成为行动自觉。全省各地积极响
应，在加强营造文明、有礼、绿色、安

全祭祀氛围基础上，推出网络“云”祭
祀、鲜花祭扫、错峰祭扫、代祭扫等多
项举措，清明清风扑面而来。

“我们响应号召，全家决定网上
祭扫。”衢州市民翁女士收到短信后
表示。这两天，衢州以短信“点对
点”方式向市民发出清明祭祀文明
倡议，号召群众以居家追思、云祭扫
等非现场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
目前已群发倡议短信3次，累计覆盖
660 万余人次。仙居县福应街道则
积极利用辖区快递小哥走街串巷的
灵活性和覆盖面，派发了 3000 余份

《给仙居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向群
众广泛宣传文明祭扫。

“烟火味”越来越淡，“生态味”越

来越浓，是眼下浙江祭祀新变化。我
省多地公墓、陵园内明确严禁燃放爆
竹、焚烧纸钱、燃点香烛，在各地积极
推广下，敬献鲜花成为文明祭扫新潮
流。今年，绍兴组织市本级公墓单位
提前完成鲜花采购，为每个墓穴免费
安放了鲜花；德清县洛舍镇组织志愿
者在东王山陵园现场开展“鲜花换纸
钱”活动，向前来陵园扫墓的群众免
费赠送鲜花。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有
序安全开展祭扫同样也是文明祭祀
的表现。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我省多地公墓、陵园已采取预
约、错峰、限流等措施，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群众祭扫服务。浙江安贤陵

园推出“错峰祭扫礼包”，为 4 月 3 日
前错峰入园祭扫的群众免费送上绢
花、电子蜡烛、擦碑布等环保祭祀用
品。“我们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推广
错峰、文明、低碳祭扫的新风尚。”浙
江安贤陵园工作人员单璐告诉记者。

受疫情影响，我省一些地区暂
停现场祭扫。不少陵园和公墓推出
代祭扫服务。擦拭墓碑、鞠躬行礼、
摆 放 鲜 花 ，整 个 祭 扫 过 程 简 约 肃
穆。收到桐乡逸安陵园龙山墓区公
墓工作人员发来的代祭扫照片，委
托人张先生弥补了不能到现场祭扫
的遗憾。据悉，截至 4 月 3 日 18 时，
龙山墓区已开展预约代祭扫服务近
600人次。

我省各地倡导祭扫新风尚

绿色过清明 文明寄哀思

本报讯 （记者 郑梦莹） 从钱塘
江边至千岛湖畔，春日之歌齐奏响。
日前，淳安县睦剧团剧院和千岛湖水
之灵新剧院相继与杭州演艺集团签
署合作协议，正式加入杭州演艺剧场
联盟。今后，杭州演艺集团每年将各
为两家剧院引进不少于 5 场演出，丰
富居民文化生活，还将提供舞台技术
指导、员工培训等支持。

此次“牵手”，意味着杭州演艺剧
场联盟又添两个新成员。自 2019 年
底以来，杭州演艺集团发挥行业领先
优势，充分整合资源，打造杭州演艺
剧场联盟。截至目前，联盟已吸纳全

省共 16 家剧场加入，版图覆盖杭州
城区、桐庐、淳安及湖州、宁波等，辐
射范围逐渐扩展。

“在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
中，公共文化设施、优质演艺资源得
到充分利用，高效推进文化惠民。”
杭州演艺集团负责人说，城市周边
弱、小、散剧场普遍面临运营能力不
足、演出场次难保障等问题。此前，
部分县（市、区）剧场除少量戏曲类
演出外，引进的其他门类演出项目
屈指可数，有的甚至每年仅一两场，
闲置率较高。剧场联盟通过演出、
人才、管理等资源的共享，为共同富

裕注入精神力量。
小品《橘子红了》正能量满满、

独脚戏《阿毛乘火车》包袱不断⋯⋯
前段时间，桐庐剧院里一场《滑稽喜
乐会》紧紧吸引观众目光。中国曲
艺牡丹奖获得者金一戈及众多国家
一级、二级演员带来的节目精彩上
演。即使因疫情限流，过硬的演技、
跌宕的剧情依然多次把现场气氛推
向沸点。“以前，我们想看好演出得
跑到杭州主城区去呢！”一位观众
感叹。

百 姓“ 富 脑 袋 ”，文 化“ 润 生
活”。在各县（市、区），有同感的居

民不在少数。与桐庐剧院一样，富
阳影剧院也归属当地越剧团管理，
此前主要举办越剧演出，形式和剧
目较为单一。加入杭州演艺剧场联
盟后，话剧、音乐剧、歌舞剧、儿童剧
等 纷 纷“ 走 进 来 ”，不 少 为 惠 民 演
出。文化盛宴令人目不暇接，大家
实实在在享受到“15 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建设红利。

两年多来，杭州演艺集团不断将
杭州市属各文艺院团精彩剧目输送
至加盟剧场，同时引进国内外舞台艺
术精品，包括世界著名芭蕾舞剧《天
鹅湖》等。 （下转第三版）

杭州演艺剧场联盟抱团发展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三门4月3日电（记者 杨群
共享联盟三门站 陈玲玲）“英雄，
我们又来看你们了⋯⋯”3 日 14 时
许，三门县方山烈士墓松柏挺立、鲜
花盛放，陈小平看着自己陆续栽种
的松柏、桂花、茶花、桃花等近 10 种
花木茁壮成长，共同守护着烈士们，
深感欣慰。

方山烈士墓位于三门县浦坝港
镇，修建于1993年。当时，三门县将
为保护当地百姓而壮烈牺牲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钟震山等80多名烈
士遗骸合并迁葬至此。

陈小平出生于 1976 年。小时
候，他就听老师说起过烈士们的壮
举，加上父亲是退伍军人，对烈士更
是充满敬仰。在烈士墓修建好后，他
便经常上山清理杂草、捡拾垃圾、修
补裂缝，一做便是30年。如今，陈小
平与妻子开了一家快餐店，离烈士墓
不远，他更是每周都要上山一趟。

碧空如洗、清风环绕。这次祭
扫陈小平一如既往带上了儿子陈
明 辉 。 除 了 准 备 酒 菜、水 果 和 鲜
花，父子俩还带了不少工具。陈小
平取出随身携带的柴刀，麻利地砍
藤除草，紧接着又拿起扫帚清扫落
叶；陈明辉则捡拾周围的杂物，不
一会儿，烈士墓就被拾掇得干干净
净。随后，父子俩将酒菜、水果郑
重地摆在墓碑前，依次上前敬献花
篮，低头默哀。

“儿子，解放军战士为我们流血
牺牲，我们要铭记他们，英雄不能被
忘却。”陈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诉儿
子。今年17岁的陈明辉目光坚定地
回答道：“我会永远铭记，以后也会
坚持守护这座烈士墓。”

“英雄，我们陪伴你们！”在陈
小平的带动下，他身边的不少家人
朋友如今也加入了守护烈士墓的
队伍。

三门有位义务守护烈士墓30年的普通人

“英雄，我们陪伴你们”

4 月 3 日，杭州市民来到南
山公墓祭扫。按照防疫要求，到
南山公墓祭扫先要网上预约或
现场扫码预约，入园需排队、亮
码、测温。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

安全祭扫

本报讯 （记者 夏丹 通讯员
唐国锋） 工 业 稳 ，经 济 稳 ；稳 工
业 ，抓 投 资 是关键。记者日前从
省经信厅获悉，今年 1 月至 2 月，
浙 江 工 业 投 资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
制 造 业 投 资 同 比分别增长 29%、
21.2%、28.6%，实现了高位开局，
为“ 首 季 稳 、全 年 稳 ”打 下 较 好
基 础 。

当 前 ，浙 江 制 造 业 正 处 在
新 一 轮 爬 坡 过 坎 的 关 键 时 期 ，

机 遇 与 挑 战 并 存 。 通 过 抓 实 抓
好 制 造 业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带 动

“ 415 ”产 业 集 群 发 展 ，有 利 于 推
动 浙 江 制 造 业 迈 上 新 台 阶 、打
开 新 天 地 。

抢 抓 机 遇 ，投 资 应“ 能 早 则
早、能快则快、能多则多”。截至 3
月 15 日，全省 548 项 10 亿元以上
重 大 制 造 业 项 目 共 计 完 成 投 资
297.8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20%。其中，宁波市、湖州市、舟山

市 完 成 投 资 情 况 较 好 ，尤 其 是 舟
山 市 因 浙 石 化 项 目 投 资 完 成 较
快，已完成全年目标的 42.4%。

百亿级重大项目投资正逐步
放 量 ，有 效 支 撑 了 全 省 制 造 业 投
资增长。如在衢州，总投资 479 亿
元的浙江时代锂电材料国际产业
合 作 园 内 ，正 极 材 料 一 期 项 目 已
结 顶 并 开 始 调 试 设 备 ，较 原 定 工
期至少缩短 2 个月。

（下转第二版）

浙江制造业投资高位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