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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事

本报讯（记者 李灿 实习生 朱柠铖
县委报道组 汪峰立）剥开叶子就能
吃，轻轻一掰还爆汁。在缙云县方溪
乡，一款甜度高达18（西瓜甜度一般
为 14）、主打“生食”的特色高山水果
玉米，成了山区百姓致富增收的新
招牌。

“第一次生吃玉米，可能会有点不
习惯。但很多顾客、游客反馈，他们现
在越来越‘馋’这种既甜又脆的独特口
感，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方溪乡党
委副书记姚周钦介绍，乡党委与省农
科院有长期合作关系。现在种植的生
食高山水果玉米，就是双方合力在
2019年引进的特殊品种，也是全省首
个在高山种植的生食水果玉米品种。

“相比甜度为7至11的普通甜玉米，生
食玉米不仅在甜度方面有大幅提升，
经济效益也更显著。”姚周钦说，目前
该乡已有百余户农户种植此款玉米，

“今年乡里200多亩玉米的销售额达
300万元。”

作为现任特派员，省农科院玉米
所专家陈坚剑经常会去海拔500多米
的北坑村指导农户种植。“方溪乡海拔
高、虫害少、昼夜温差大、水肥条件也
不错，正好适合玉米积累糖分。”他告
诉记者，生食高山水果玉米的种植要
求较为严格，在控制授粉环境、空气温
度和土壤湿度等方面都有细致的
条件。

“我们依托乡里现有的‘强村公
司’平台，统一收购、分拣和销售玉米，
为农户提供保底收入。没有了后顾之
忧，农户参与种植的积极性高涨。”方
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朱步盛告诉记
者，为进一步扩宽玉米销路，乡里通过
开办“水果玉米采摘节”等活动打响玉
米知名度，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的共富
路走得更宽更稳。后
续，方溪乡还将开发
玉米须茶、玉米糖等
相关衍生品，持续提
高农户收入。

主打生食 甜过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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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孟琳）高温天，随
着夜幕降临，工人们撂下碗筷，结伴在
工地观看露天电影，欢声笑语阵阵传
开。近日，为丰富工地建设者的文化生
活，德清县康乾街道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莫干山院区建设工地举
行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前段时间刚把
想看电影的需求反映到服务站，没过几
天就看上了。”工人方裕忠说。

建筑工地外来人员多、流动性大，是
基层治理、管理服务的薄弱环节。去年

12月以来，德清县康乾街道创新设立建
筑工地综治工作站，提供纠纷排查化解、
隐患发现整改、工人子弟公益课堂、工地
招工等服务，方便工人办事。

通过“画网格”，工作站成为基层治
理的“平安前哨”。康乾街道社会治理
办公室主任郎一星介绍，工作站就设在
工地里，配备综治工作站站长、综治工
作站指导员、网格长、网格员，平时为建
筑工人提供全流程服务，并处理解决矛
盾纠纷。

前不久，天安云谷建设项目综治工
作站站长向街道反映，工地内一位工人
上班首日突发脑溢血，双方就赔偿金额
产生分歧。随后，街道特邀调解员杨玉
凤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与工地综治工作
站等多方调解，就地解决了纠纷。

依托建筑工地综治工作站，各类城
市公共服务也能“就近办”“现场办”。
工作站定期设立人社、公安等临时服务
窗口，吸纳企业管理人员、机关退休人
员、律师、心理专家等社会力量，开展心

理疏导、法律援助、社保办理、消防宣传
等服务。同时，将防诈、安全生产等平
安宣教作为常态化工作。

“建筑工地综治工作站的成立，构
筑了政府服务管理、企业内部管理、工
人自主管理三者融合的格局，大大提升
了工地工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德清县政法委副书记潘新林说，目
前该县已制定《建筑工地综治工作站建
设与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建筑工地综
治工作站将在全县建筑工地推开。

德清创新设立建筑工地综治工作站全流程服务工人

从放电影到解纠纷，工地都能办

本报讯（通讯员 申屠仁 应佳）
近日,杭州市富阳区壶源溪畔的场口、
常安、湖源三乡镇开展以“党建引领力、
乡村洁美力、村庄治理力”提升建设，打
造“最清洁村庄”，“逐片检视，比武争
先”活动，推动村级党组织整体创优、党
建工作全面过硬，共同促进共富发展。

活动中，3个乡镇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激活共富新动能。乡村振兴与基层

党建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强化党建责
任落实。立足生态自然资源和历史人
文底蕴，不断做大做强“一村一品”，打
造村社特色品牌。

通过“最清洁”乡村环境整治，3个
乡镇逐步营造起“村在景中建,人在画
中行”的美好景象，吸引游客来村旅游、
招引投资商进村投资，推动村庄美丽经
济发展。

富阳三乡镇共富路上“抱团走”富阳三乡镇共富路上“抱团走”

北坑村的小朋友正在生吃高山水果玉米。 本报记者 李灿 摄

本报讯（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东阳站 李磊）近日，东阳
市东阳江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专职副队长严航用无人机在当地横
锦水库巡查时发现，水库一河道内有非法采砂行为。

“我们立即叫停了采砂行为，并依法对相关人员采取罚款2
万元的行政处罚。”严航说。从发现违法行为到调查取证再到行
政处罚，各部门、各环节无缝衔接，前后仅耗时1周。而在以前，
光“跑”一项案件移交环节可能就要耗费1周，办理完成此类案件
至少需要两个多月。

作为浙中“大水缸”，横锦水库保障着东阳、义乌两地近200
万人的饮用水供应。但非法采砂、非法偷钓等行为屡有发生，给
监管带来不小压力。随着东阳“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深入推进，监
管难等问题得到有效破解。

今年以来，东阳以“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为指引，创新建立
“联勤+联席+联动”的“三联并进”机制，统筹综合行政执法、自然
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场、农业、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等9支专业领域执法队伍力量，成立联勤
联动的各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联合执法。东阳制
定“1+N”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执法队每月召开常规会议，每季
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协调、高效解决辖区内重大问题以及突发矛
盾、问题。

截至目前，当地已开展联合执法60余次，立案查处库区非法
垂钓50起，横锦水库重管区的违法行为下降80%以上。

东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东阳通
过数字化赋能，将指令接收、人员调度、执法反馈等环节全部

“搬到”线上，形成了一键分析、一体指挥的扁平化指挥调度体
系，构建快速处置新机制，效率提升50%。此外，根据不同乡
镇（街道）实际，东阳下放有针对性的市级部门行政执法职
权。以东阳江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为例，东阳市级层面下放了
包括库区非法垂钓、破坏生态环境等80项执法权限，打通基层
行政执法“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基层问题“看得见、管得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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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金华即将迎来“双减”试点一
周年。

2021年7月，根据中办、国办印发
的“双减”意见要求，北京市、上海市、沈
阳市、广州市、成都市等9个城市作为

“双减”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
个地市开展试点。

同年8月，地处浙中的浙江基础教
育强市金华，勇挑重担，成为浙江首个

“双减”试点市。
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改革，“双减”

并无先例可循。试点，意味着先行先
试、不断破题，为全省各市提供可借鉴
的经验做法。

金华能承担好试点重任吗？金华
用一次次的实际行动回答外界疑问。

据第三方调查，“双减”实施以来，
金华小学生、初中生的课后作业时长下
降69%，学科类培训支出下降91.8%。
放眼全国，这两组数据非常亮眼。

金华市教育局先后4次在教育部
的新闻通气会、“双减”视频调度会上介
绍“双减”经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

管经验还被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发
文推广。

“我们近期就‘双减’后的教育生态
变化问题，在全省11个设区市开展了
对家长、学生和教师的调研。调研显
示，金华的多项数据优于全省其他城
市。”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
各个省级“双减”试点市中的“优等生”，
金华正在为我省“双减”工作提供切实
有效的经验。

优异试点成效背后，金华的“独门
秘籍”是什么？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
给金华市教育局局长楼伟民时，他跟记
者聊起了金华“双减”的两支队伍。

一支队伍是由县委书记组成——
过半县委书记任金华各县（市、区）的

“双减”组长。楼伟民说，“双减”是一项
系统工程，改革任务艰巨，工作量大且
牵涉面广。如果仅仅靠教育局一个部
门来推动，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金华还把建好学校教育主阵地、规
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等情况进行量化
打分，纳入到各地的考核，每个月的进

度和排名情况报给当地党政“一把手”。
而另一支队伍，则是校外培训机构

“双减”监督组。这是金华市教育局为
了规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而专门组建
的，邀请了公安、市场监管和消防等部
门联合执法。此外，金华在监督组架构
内增设了一支120人规模的“24小时全
天候”行风监督员队伍。这支由退休人
员、法律顾问、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公益
志愿者队伍，24小时接听群众举报电
话，不分时段地明察暗访。

“双减”实施以来，金华共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963次，检查机构数量9448
家次。“我们4次在教育部组织的会议
上介绍经验，有3次讲的都是如何做好
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和监督。”楼伟民
说，过硬的队伍正是金华“双减”不断

“闯关”的重要抓手。
在两支队伍的强力驱动下，金华市

“双减”工作专班逐一量身定制“部门责
任清单”“学校减负工作清单”“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行为负面清单”等责任清
单，严密织网，不留死角。在“双减”专

班“每日一碰头、一周一例会、半月一通
报”的常态化机制下，一场场硬仗，一次
次多部门高效协同，让一个个“金华标
准”得以在省内率先出台。

金华的试点“成绩单”上也写下一
年来的探索足迹：变“跑多次”为“最多
跑一次”，提前完成100％压减营利性
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任务；为提升工作效
率，研发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

“金信培”，推动培训机构在平台上报备
资金账户；设计学业负担“三色码”，实
现精准反馈、差异监管……

不过，对于金华来说，想要当好全
省乃至全国“双减”工作的“探路者”和

“先行者”，依然道阻且长。随着“双减”
工作的持续推进，一些新的难题正在逐
渐显现。例如，随着学科类机构数量持
续减少，出现了“隐形变异”“小黑班”现
象；作为育人主阵地，校内提质减负迫
在眉睫；社会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仍旧比
较普遍。楼伟民表示，作为试点市，金
华将继续先行先试，为破解难题提供金
华经验。

“双减”试点市金华如何跑在前
——我省“双减”一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纪驭亚 薛文春

扫一扫 看视频

图为8月1日，瑞安船老大缪明武正在使用卫星电话。 共享联盟瑞安站 孙凛 摄图为8月1日，温岭市石塘镇渔民正在和家人挥手道别。 拍友 徐伟杰 摄

8月1日，东海部分海域结束了为
期3个月的伏季休渔，12时起，桁杆拖
虾、笼壶类、刺网等作业方式的渔船“解
禁”。当日，我省沿海各地上演千帆追

“鲜”的场景。

开捕更安全

本报宁波8月1日电（记者 翁云骞
应磊 通讯员 鲍明浩 谢定会） 8月1
日12时，象山石浦港，伴随着阵阵鞭炮
声，一艘艘渔船驶出港口，通过铜瓦门
大桥，奔赴东海开展新一轮生产作业。

当天，宁波全市1875艘捕捞渔船
结束海洋伏季休渔。首批开捕渔船主
要集中在象山，以捕捞虾、梭子蟹为
主。按照往年惯例，开捕后两三天，“第
一网”东海海鲜就将批量上市。

连日来，宁波市、县两级渔政执法
部门下沉渔镇渔村，强化伏休开捕检
查。宁波市农业农村局抽调精干力量
深入渔业重点区（县、市）的渔村、基层
管理服务公司、港口码头等一线开展专
项督导，做到一船一档，隐患逐船整改。

伏休以来，宁波市农业农村部门共
抽查渔船4155艘，发现隐患渔船2180
艘，整改问题1655个。该市组建8个市
级督导组，开展“亮剑”“雷霆”系列夏季
专项执法和“甬舟一体化”联合执法检
查，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04
起，查获“三无”渔船126艘。着力推进
渔业精密智控平台建设，提升数字化监
管水平。目前，宁波建成环港视频监控
站点21个、渔船进出港口门监控系统
10个，完成渔船视频监控安装2693艘、
卫星宽带终端安装2025艘，实现24小

时渔港渔船动态监控全覆盖。

出海更智慧

本报温州8月1日电（记者 应忠彭
章慧聪 共享联盟瑞安站 孙凛）8月1
日12时，随着一声汽笛响起，全省第一
批“小开渔”的渔船“解禁”。瑞安飞云
江出海口，一批渔船扬帆竞发，奔赴东
海海域，展开生产捕捞作业。届时，大
黄鱼、小黄鱼、鲳鱼、带鱼、梭子蟹、龙头
鱼、虾蛄等将“游”上餐桌。

与往年不同，随着一批新技术新设
备投入，今年出海渔船更加智慧。温州
市启动了宽带入海、“天通”电话等新设
备安装，渔船码、船员码先后上线，让渔
船在海上更有安全感。8月1日开捕24
米以上大型海洋渔船已全部完成设备

安装，渔船码申领1635艘。温州全市
所有256艘编组长渔船和235艘中型
渔船已全部完成“天通”电话配备。浙
瑞渔12189船老大林候武说：“渔船改
造后，在海上作业更加安全舒适。希望
能打满舱，早点回家。”

温州有洞头、南麂、北麂等三大渔
场，素有“浙南鱼仓”之称，北面有温台
渔场产卵场保护区，南面是七星岛产卵
场保护区、官山岛产卵场保护区，组成
了浙南温州海域渔业资源保护圈。伏
休以来，温州全市开展巡航407次，检
查渔船2370艘，查办行政处罚案件167
件，取缔涉渔“三无”船
舶381艘，司法移送87
起，清理违禁网具1.6
万余顶，查扣渔获物
3.8万余公斤。

东海昨迎东海昨迎““小开渔小开渔”，”，我省沿海各地上演我省沿海各地上演——

千帆竞发追千帆竞发追““鲜鲜””去去

图为8月1日12时，舟山市首批“解禁”的2376艘渔船从沈家门渔港出发，奔赴东海渔场。 本报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普陀站 诸葛晓明 摄图为图为88月月11日日1212时时，，舟山市首批舟山市首批““解禁解禁””的的23762376艘渔船从沈家门渔港出发艘渔船从沈家门渔港出发，，奔赴东海渔场奔赴东海渔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宁璐黄宁璐 共享联盟普陀站共享联盟普陀站 诸葛晓明诸葛晓明 摄摄

（上接第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该应用搭建的“互

动共享”板块，还创造了一个“学才艺、
秀才艺”的平台，让群众有机会登上舞
台“做主角”，大家可以报名越剧、舞蹈、
乐器等多门才艺课程，线下向名家“拜
师学艺”，也能上传原创文艺作品，参与

“云上擂台”，获得在大型演出中表演的
机会。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文化礼堂成了
集文化馆、电影院、音乐馆等多元空间
于一体的新时代“精神共富”阵地，群众

也从单一地在礼堂看节目，向“看、点、
学、演”全程参与和互动转变。“通过这
场公共文化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努力让
文化礼堂‘门常开、戏常演、人常来’，真
正成为基层文化宣传主阵地和人人向
往的‘精神家园’。”绍兴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上线至今，该应用已实现绍兴全市
1535个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应用注
册人数达5.6万，访问量达14万人次。
日前，“绍兴数智礼堂”入选全省数字文
化系统优秀应用。

群众线上抢单 名家进村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