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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辉

环境关乎民生，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至关重要的
一环。近日，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紫
金山村钟家、顾家零直排改造项目完
工，项目投资 181.75 万元，对农村生
活污水进行纳管改造提升、改造污水
终端、提升终端绿化景观、对洗衣板
污水进行收集纳管、更换破损污水主
管道等。农村污水零直排项目旨在
打通海盐农村生活污水全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实现生活污水“应纳尽
纳”，消除污水直排。

如今，走在紫金山村的路上，只
见河道干净整洁，花木郁郁葱葱，一
幢幢小楼房整齐排列，随处皆是精致
的乡村美景。而这，正是海盐县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海盐立足实际，坚持不
懈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开展

“污水零直排”工程建设，着力“设计、
施工、管理”三大要素，全面夯实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质量，在省考
核 和 绩 效 评 估 中 始 终 位 列 前 茅 。
2020 年以来，海盐共建设污水管线
约 497 公里、泵站 95 个，涉及农户约
11730户，累计投资额达5.56亿元。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能“只要
面子，不要里子”，要把质量摆在首
位，加强工程监管。海盐结合农村生
活污水近期建设规划和村庄布点规
划，优化镇（街道）新建污水管网布
局，重视区域衔接，在确保每个区域
污水都“应纳尽纳”的前提下，优化设
计方案。

在建设施工期间，海盐开展项目

推进“百日攻坚”活动，明确建设目标、
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切实做到“围着
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此外，海盐还
成立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工程网格工
作小组，将工程进度跟踪、重难点协
调、安全质量监督等纳入小组工作职
责。在农村污水零直排工程建设期
间，共召开专班推进会 13 次，针对性
解决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安全生产等
方面问题30余个，开出监理整改通知
单 191 份、违约处理意见书 24 份、交
办督办单19份，均已及时完成整改。

同时，海盐充分利用人大全过程
民主监督载体，聚焦农村生活污水工
程建设，多管齐下，对零直排建设实行
全过程监督，通过工作汇报、监督检查
等方式，强化全流程监管，确保工程建
设高质量推进，同时听取实施单位的
实际困难，助推项目建设攻坚克难。

值得一提的是，海盐积极调动群
众积极性，如沈荡镇在聚金村举办了
以“推进污水零直排，建设美丽新沈
荡”为主题的送戏下乡文艺汇演活
动，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宣传贯穿其
中，在演出现场设立咨询台，向农户
讲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条例及
政策，同时向农户发放宣传资料和家
庭污水处理技术手册，指导农户在生
活中正确使用污水处理设施。在演
出期间，还穿插进行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知识有奖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
与，活动气氛热烈。

下一步，海盐将继续聚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强基增效双提标”行动，
高质量推动设施建设，高水平开展标
准化运维，加快推进城乡生活污水一
体化运维管理，构建海盐县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新格局。

海盐开启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建设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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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兴 越 城 陶 堰 历 史 悠 久、名 人
荟 萃 ，享 有“ 江 南 人 才 名 镇 ”之 美
誉，作为陶成章、陶行知、邵力子的
故乡，此地积淀了厚重的廉洁文化
底蕴。如何融合古今，赓续文人廉
脉，依托人文生态禀赋助力乡村振
兴，是近年来陶堰街道不断深入实
践的课题之一。

悠 悠 鉴 湖 水 ，赫 赫 名 士 乡 。 为
把清廉元素融入乡村文化生活中，
陶 堰 街 道 纪 工 委 通 过 深 入 挖 掘 和
提 炼 当 地 先 贤 邵 力 子 先 生 高 尚 品
格，建成了以清风“和”煦邵家溇为
主 题 的 特 色 文 化 礼 堂 。 礼 堂 集 廉
洁 文 化 社 、力 子 书 社 、清 风 画 室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设 有 清 廉 金 句 、廉 韵
荷 塘 等 景 观 小 品 。 以 陶 堰 山 水 风
物入词创作的廉洁文化歌曲《守清

风》，时 时 响 于 耳 畔 ，让 人 感 悟“ 清
心 为 治 本 ，直 道 是 身 谋 ”的 处 世
原则。

在 文 化 礼 堂 的 不 远 处 ，邵 力 子
出资修建的明强学堂以古朴的风貌
静静伫立。这幢文保建筑见证了邵
力子以个人养廉金支持家乡教育事
业的故事。如今，街道将其重新修
整布展，改造成清廉学堂和家风传
承 馆 ，推 出“ 致 敬 先 贤 、不 负 韶 华 ”
的特色课程，在寓教于乐中弘扬深
厚 的 名 士 文 化 和“ 诚 敬 勤 朴 ”的 家
风家训。今年以来，开展清廉讲堂
20 余场次，教育受众 300 余人次。

此 外 ，陶 堰 街 道 与 时 俱 进 探 索
基层文化运行路径，培育“陶乐乐”
文化礼堂品牌，发布各村文化礼堂
月 度 活 动 ，以 乐 乐 卡 打 卡 集 章 ，让

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服务本村村民，
更成为吸引游客、实现乡村振兴的
新阵地。

历 史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书 。 为 了
拓展廉洁文化辐射面，陶堰街道向
企 业 分 发《漫 笔 说 廉》原 创 读 本 。
读 本 以 漫 画 形 式 讲 述 陶 堰 先 贤 廉
洁 轶 事 ，旨 在 见 贤 思 齐 ，为 优 化 营
商环境注入陶堰廉动力。

激 发 农 业 发 展 活 力 ，离 不 开 公
平 、透 明 、便 利 的 农 业 营 商 环 境 。
为此，陶堰街道纪工委通过定期走
访 企 业 、农 技 服 务 下 乡 、问 题 督 办
销号，了解涉农企业和农民群众的
需求，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创新工作
思 路 ，促 进 农 旅 融 合 ，助 力 乡 村
振兴。

陶 堰 的 水 ，不 仅 养 育 了 一 代 代

名流贤士，也鼓舞着一批批乡贤在
这片土地上踔厉奋发。陶堰街道近
年 来 组 建 乡 贤 理 事 会 和 乡 贤 工 作
室，聘请陶文钊先生和邵巧云女士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顾 问 ，成 立“ 和 事 佬
工 作 室 ”，引 导 乡 贤 在 协 调 化 解 矛
盾 、联 络 民 情 民 意 、推 动 陶 堰 稳 中
求进上发挥积极作用，仅去年就协
商调解矛盾纠纷 49 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近 期 成 功 举 办
的 泾 口 村 时 光 音 乐 节 、东 鉴 湖 首
届 皇 家 马 戏 团 演 出 活 动 ，也 离 不
开 乡 贤 的 出 资 谋 划 。 为 期 仅 4 天
的 时 光 音 乐 会 ，就 吸 引 游 客 超
6000 人 ，马 戏 团 演 出 更 是 场 场 爆
满 ，“ 水 韵 泾 口 ，运 河 渔 火 ”晾 晒 出
陶 堰 以 文 化 促 共 富 的 亮 眼 成
绩 单 。

越城区陶堰街道

赓续历史文脉 助推乡村振兴
陈 烨 郑祥臻

化解矛盾纠纷、携手经济发展、共
同建设家乡。近年来，绍兴市柯桥区齐
贤街道齐贤村的乡贤们依托村乡贤参
事会，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为推动村庄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齐贤村已先后获
得省善治示范村、省民主法治村、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荣誉。

这是齐贤街道积极发挥乡贤统战
力量，把乡贤“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
实力”，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体现。

柯桥区齐贤街道是柯桥北片重要
街道，亚运会攀岩比赛场馆羊山攀岩
中心就坐落于齐贤街道。伴随着亚运
热，每个周末都有攀岩爱好者来到攀
岩中心，探索攀岩乐趣。周边城市居
民，也时常带着孩子来攀岩中心参加
亲子活动。

近年来，伴随着柯桥经济、城市向
北发展的趋势，齐贤街道产业集聚，人
口增多，城镇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的齐贤街道，正在成为一
块新的发展热土。

齐贤街道因势利导，不断扩大乡
贤“朋友圈”，助力乡贤“大回归”，今年
以来，齐贤街道专门成立乡贤回归工
作专项领导小组，并以各村（社区）为
单位设立工作站，明确工作联络员，集
中力量开展齐贤籍乡贤的摸排工作。

为了更好地服务乡贤，齐贤街道
仔细梳理乡贤资源，以村（居、社区）为
单位，通过调查、走访等形式进行全面
摸排，把户籍、原籍、祖籍、姻亲关系或
工作关系在当地，且德才兼备、热心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社会贤达录入
区委统战部的“乡贤数据库”，并随时

动态更新。
“我们通过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互通交流等活动，与乡贤共话
家乡发展，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归属
感和回馈家乡的积极性。”齐贤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街道已建立起由
企业家、专家教授等 200 余人组成的
乡贤“人才库”，为项目招引和产业发
展奠定了基石。

街道建立了乡贤参加本街道重要
会议、重大项目和统一战线重大活动
的制度，通过参加情况通报会、意见征
询会等形式，让乡贤有机会参与中心
工作和服务民生实事。各村居借助乡
贤节日返乡时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增
进感情。

当前，齐贤街道正致力打造产业高
地、建设未来新城。在这个过程中，无

论是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发展，还是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提升，都离不开广大
乡贤的倾力支持。为此，街道积极鼓励
乡贤回归，为家乡推介站台、为招才引
智助力，争当家乡发展“合伙人”。目
前，金道科技、永杰电子等企业纷纷将
总部落地齐贤，街道通过乡贤多方引
荐、洽谈，现已对接项目30余个。

为了让乡贤更好参与家乡建设，
齐贤街道还建立了乡贤“金点子”协
商机制，每年邀请乡贤出谋划策，并
定期公布被采纳意见的工作推进情
况。齐贤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街道
还将启动“新乡贤回归工程”，健全
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长效机制，
为返乡创业乡贤做好平台管理、项
目对接等系列服务，合力描绘发展

“新图景”。

柯桥齐贤街道
画好同心圆 绘好新图景

马可远 余洲洋

自“万人双评议”活动开展以来，温
州市平阳县萧江镇大同社区着眼于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通过一系
列精细化的为民服务举措，推动基层治
理现代化，以“小整合”激活大能量，以

“精细服务”传递“民生温度”。
健全机制科学高效。为推动“万人

双评议”活动落地见效，基层工作人员
要在日常工作及时转变工作思路，从

“走马观花”变为“下马看花”，深入一线
了解群众的所思所忧所盼。大同社区
通过健全网格员工作机制，坚持把网格
化服务管理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不
断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广度、温度和深

度。开展实施“三清单”工作法，健全完
善网格员职责、服务事项、正负面评价
三项清单，将网格员培养成为本网格的

“活户籍、活档案、活地图”，网格长做到
“家庭情况清、人员类别清、区域设施
清、隐患矛盾清”，网格员、网格长“经常
走访到家、各类意见听到家、建立感情
心到家、细致工作做到家、好事实事办
到家”，通过“三活四清五到家”工作法，
实现与居民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
流。有了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赋能，让
大同社区在“万人双评议”活动中赢得
了辖区居民的认可。

基层党建走深走实。以干部的“辛

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同
社区紧贴群众所需所急，结合村委干事
承诺，排摸 27 个“为民解忧”干事清单，
打造升级 9 个党群服务中心，以民生践
行为主题主线，让“万人双评议”活动在
大同社区中结出累累硕果。

服务民生用情有力。随着“万人双
评议”活动持续开展，大同社区坚持“致
广大而尽精微”，打出民生服务组合
拳。从大处着眼，面对辖区内基础设施
不完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大
同社区立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进行针
对性讨论，采取增建路灯、休闲长廊，建
设萧同抱团项目以及开展绿化整治等

措施，切实有效破解发展瓶颈。从小处
入手，大同社区定期组织网格员开展

“回头看”，对于走访摸排的问题进行梳
理，及时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

此外，社区驻村干部每周主动“敲
门入户”，对于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主动
认领、及时解决、马上反馈，通过贯彻落
实“未呼先应、有呼必应、一呼百应”的
三呼三应工作机制，累计解决民生小事
近百件，真正打通服务民生的“最后一
公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切实提高辖区居民满意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让“万人双评议”活动成为大
同社区推动工作创新的一把“金钥匙”。

平阳萧江大同社区推动万人双评议落地见效平阳萧江大同社区推动万人双评议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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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开展反诈宣传 （图片由平阳县萧江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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