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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凌峰 通讯员 徐舒婷 周文晃）“我同
意。”近日，苍南县灵溪镇工作人员来到苍南一中教师联建房，登
记拆建意愿。得知自己的房子纳入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范围
后，住户郑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苍南一中教师联建房曾是苍南县城典型的“黑户房”。该地
块原权利人为共青团苍南县委，后给予苍南一中用作教师集资
联建房建设用地。1995年房子竣工，共6层18套。但因没有相
关审批手续，用地、建房材料不齐，无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这并不是个例。”苍南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陈加杭
在工作中发现，不少年代久远的个人自建房因历史遗留问题导
致不动产“登记难”，成为群众的“心头结”。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苍南资规、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联合乡镇成立工作专班，深
入践行“四下基层”、深化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
动，为群众办证兜底。

工作专班花了几个月时间，通过实地走访、组织座谈会、专
窗接待等方式，全面调查摸底。据了解，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三
类，分别是规划手续不完善、用地手续不完善、“直改套”（擅自改
变套型）等，共涉及 4500 多住户。这些问题都有特定的历史背
景。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珊溪水库、挺南水库的移民，有的为
了和原本一个村或者一个宗族的人住得更近，没有按照批准用
地位置建房，有的存在超建；再比如，早期的农村拆迁安置房，政
府批地基给农民自己建，擅自改变规划、超建的情况比较多。

苍南一中教师联建房属于政府房改房。因手续不齐，房子
一开始就没有产权证，后几经易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数年
前，郑胜利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凭的只是一纸民间契约。“等
小孩要上学了，才知道产权证有多重要。”郑胜利等住户曾多次
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苍南政务服务中心“兜底工作室”接到问
题反映后，将信息汇总到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专班。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苍南建立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处置工作会商机制，多渠道发力突破政策瓶颈。按照“尊重历
史、统筹兼顾、让利于民、完善手续”的原则，深入分析问题成因，
分类研究处置措施和实施细则，落实配套政策。针对个人建房
用地手续不完善的，出台清理补办政策；针对“直改套”导致房地
产权证不一致的，由县政府出台意见予以办理变更登记，办理

“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证书；针对规划手续不完善的，按现状处
罚，再补办相关手续。

“有的房子已经转手了五六次。”陈加杭说，苍南一中教师联
建房的情况特别复杂，当地多次开会研讨，一事一议，后来形成“三步走”的方案：先
由团县委和教育部门补办地块划转手续，然后由当初分房的教师补办规划相关手
续领取不动产权证，最后转移给现任住户。不久前，郑胜利等住户顺利拿到不动产
权证，除解决户口、小孩上学等问题外，在小区拆建时也将享有合法权益。

目前，苍南已有 1692 户住户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化解，领到了期盼已久
的不动产权证书。下一步，苍南将继续加大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排查、解决
力度，逐项落实责任人，明确解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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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践行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四下基层””用心服务破解难题用心服务破解难题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杭琪 通讯员
应姿）“出摊不到 1 小时，酒酿就卖出
了 20 多盒呢。”日前，舟山市定海区东
海云廊状元阁前，村民共富集市海岛

“村味”年货专场热闹开市。第一次在
东海云廊出摊，盐仓街道叉河村村民吴
红芬笑得合不拢嘴。

1 月初，定海区“带着村民走云廊”
活动轮到叉河村，近百位村民一路游览
东海云廊一路夸，更看好云廊吸引的高
人流量。“风景好，人又多，要是能在这
里摆摊，卖点村里的土特产品，生意肯
定不会差。”听到村民的心声，定海区委
组织部立即着手调研：东海云廊能不能
摆摊？村民具体摆摊点位、时间怎么
选？卖哪些产品更有看点？

“东海云廊是定海的民生工程，不少
村民都慕名想来实地走走，但考虑到村民
出行不方便，我们就乘势举办了‘带着村
民走云廊’活动。”但让定海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意外的是，一场“村游”，竟想出
一个共富金点子，也带出一条共富新路
子。该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2日定
海区“带着村民走云廊”活动启动以来，已
有来自12个村的300余名村干部、党员
村民代表等在村党组织书记的带领下游
览东海云廊。目前，共富集市已设置摊
位40余个，售卖各色土特产品百余种。

除了走出村向外谋求致富路，眼
下，在定海各个村子，村党组织书记更
带领村民挖掘当地特色，写下一本本

“致富经”。
“阿拉村民自己酱的鸭、酿的酒、腌

的萝卜，味道好，数量有限啊！”春节临
近，叉河村党委书记冯东海又在抖音上
吆喝起村里的农产品，订单接踵而至。
去年，借助互联网思维，靠着土味普通
话和真诚推荐，冯东海一“出道”就收获
了大批粉丝，至今已带货土特产超 50
万元，叉河村逐渐走红。

定海一场“村游”带出一个金点子

村民出摊网红廊道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王波 通讯员 孙雁冰）

“姆妈，我们先来擦个脸。”“姆妈，水温
烫不烫啊？”⋯⋯日前，在宁波市高新区
民和家园丁奶奶家传来的声声问候，温
暖贴心。只见长护险护理员沈彩飞先
用手背试了试水温，接着，熟练地帮老
人擦拭身体，让老人清清爽爽地迎接
新年。

今年 80 岁的丁奶奶，因脑梗重度
失能，瘫痪卧床多年。在宁波，像丁奶
奶这样的重度失能人员有近 3 万人，超
九成是老年人。该如何服务好这个群
体？作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长护险
国家试点城市，去年1月1日，宁波正式
推行长护险全覆盖，近 800 万医保参保
人全部被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
围。如今，丁奶奶每月可享受 25 小时
的居家护理服务。

“阿爹，你先把姆妈的盆和毛巾准
备好。趁着天气好，给姆妈好好擦擦身
体。”当天一早，沈彩飞特意看了天气预
报，得知接下来宁波将迎来多日阴雨，
便提前打电话给丁奶奶的老伴郁爷爷
做好准备。

9时许，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沈彩飞就背上护理服务包，戴上口罩和
头盔，出门了。“这么早！”骑电瓶车到丁
奶奶家只需 10 分钟，见记者有些疑惑，
沈彩飞说：“早点去可以多点时间给丁
奶奶按摩按摩。”

没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丁奶奶家。
“小沈，不急，先喝杯茶。”80岁的郁爷爷
连忙将沈彩飞迎进门，递上热茶。“姆
妈，我来啦。”只见沈彩飞脱下羽绒服，

走进房间，轻轻地捏了一下丁奶奶的
手。接着，忙着接热水、拧毛巾。

房间里取暖器呼呼作响，而另一种
暖意也在悄然蔓延。

从脸颊到耳廓，从指缝到腋窝⋯⋯
沈彩飞仔仔细细地帮丁奶奶擦拭身
体。刚擦拭好身体，沈彩飞又将手搓
热，给老人抹润肤露。“年纪大了，皮肤
比较干，抹点润肤露，老人会舒服点。”
而丁奶奶不时抬起头，冲着她眨眼睛。

“老太婆年轻的时候就爱干净，也
不喜欢麻烦人。”看着沈彩飞，站在一旁
的郁爷爷告诉记者，家里也曾请过保
姆，但丁奶奶不接受，“别说擦身体和换
尿不湿，连喂食，也不让外人碰，没办
法，只能是我来。”可上了年纪的郁爷爷

照顾起来深感力不从心。
“我记得特别清楚，去年2月8日，刚

好是我生日，小沈第一次走进家门，开口
第一句话就是‘姆妈’。老太婆欢喜得不
得了。”近一年来，一周3次上门服务，沈
彩飞已然成了丁奶奶的“家人”。

“姆妈，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们要
美美的哦。”说着，沈彩飞拿出指甲刀给
丁奶奶修剪指甲。担心指甲飞溅，她还
特意用塑料袋套住丁奶奶的手。“姆妈，
我是谁啊？还记得伐？”“沈。”“对喽！”
沈彩飞一边修剪，一边和老人聊起天，
不时掀开口罩，冲着丁奶奶微笑。

不知不觉，丁奶奶要加餐了。“姆
妈，我们吃黑芝麻糊好不好？”只见沈彩
飞左手端着杯子，右手用勺子盛出半勺

黑芝麻糊，熟练地喂进丁奶奶口中，待
丁奶奶咽下后，她还不忘拿起围嘴，轻
轻地擦了擦丁奶奶的嘴角，“姆妈别急，
慢一点吃。”

刚放下勺子，沈彩飞又坐回丁奶奶
身边，给老人按摩、活动关节，这是当天
服务时长最长的项目。由于长期卧床，
丁奶奶已经出现肌肉萎缩。而在给老
人按摩了近 50 分钟后，她又忙着给老
人翻身。“长期卧床，最怕长褥疮，所以
要经常翻身。”沈彩飞告诉记者。记者
看到，当天沈彩飞为丁奶奶提供了清
洁、按摩、喂食等 11 项服务，一刻不
停歇。

中午 11 时 40 分，到午饭时间了。
“姆妈，吃午饭了。”“今天吃梅干菜烧
肉、胡萝卜千张⋯⋯”由于丁奶奶牙齿
已全部脱落、咀嚼功能丧失，只能吃流
食。沈彩飞将午饭装入搅拌机，打成糊
状。“梅干菜烧肉是老太婆的最爱。”郁
爷爷告诉记者。

中午12时，沈彩飞给丁奶奶喂好午
饭了。“阿爹，姆妈头发还好，过两天再
来时，我看看再给她修一下。”“都午饭
时间了，一起吃午饭。”“不了，不了。”在
和郁爷爷告别后，沈彩飞匆匆赶回家吃
午饭，当天下午还有两位失能老人等着
她，“我对接服务 8 位老人，趁着这两天
天气好，都给他们好好擦擦身体。”

据统计，这一年来，宁波已有近 3
万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到长护险的护
理服务。宁波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因春节临近，一些护理人员返乡，宁
波 350 多家护理机构积极行动，通过轮
岗、抽调人员，备足护理人员，保障春节
服务不打烊、温暖不断档，不断提升失
能人员及其家庭的幸福感。

宁波350多家护理机构春节服务不打烊

让失能老人干净舒爽过个年

沈彩飞在为丁奶奶修剪指甲。 本报记者 王波 摄沈彩飞在为丁奶奶修剪指甲。 本报记者 王波 摄

本 报 杭 州 1 月 29 日 讯 （记 者
周宇晗 章忻） 29 日，由浙江（浙江大
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与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首届亚洲发展论坛在杭开幕。
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聚
焦亚洲发展既有研究成果和不足、面临
挑战和未来议程展开研讨，共探亚洲繁
荣发展之路。

过去50年，亚洲经济腾飞崛起，取
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然而，当前亚洲
各国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气候变化、
技术变革、数字化转型等新问题、新挑
战。与会专家认为，要持续挖掘亚洲发
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亚洲在全球经济治

理领域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引领作
用。各国应加强团结协作，促进平衡协
调包容式发展，共同应对发展中的区域
性和全球性挑战。

不断变化的发展形势也对学术研
究的适用性和创新性提出了新要求。
大家表示，要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和政产研学互动网络，就现实问题开
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亚洲繁荣提
供智力支撑。

据悉，论坛将持续三天。除了学术
研讨交流外，与会专家还将参访调研杭
州“城市大脑”、桐庐县和德清县等，深入
了解浙江在数字化建设、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以“浙江
之窗”展示“中国之治”，为亚洲各国现
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国内外专家共探亚洲繁荣之路
一线调查

本报讯 （记者 王晨辉） 本报 1 月
29日的报道《如何让山区老人舒舒服服
洗个热水澡》，聚焦偏远山区老人冬天
洗澡难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许多网
友在潮新闻客户端留言表示，他们一些
生活在偏远山区乡镇的亲人也存在洗
澡困难，希望有更多人来帮助老人解决
这一难题。

有网友说：“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一
起行动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关爱
和帮助，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有网友说：“不要说山区了，我老家的房
子是农村自建房，冬天的时候也没热
水，洗漱特别不方便。”还有网友提出建
议：“是不是可以在山区建公共澡堂，方

便老年人洗澡呢？”
目前，偏远山区老人餐饮、住宿等

生活需求基本得到了很好解决，为什么
冬天洗澡还存在盲区？记者调查发现，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居住分散，缺乏相关的助浴
设备，帮扶成本较大。以开化县为例，
约 25%的山区老年人家庭无完善的取
暖、助浴等设施，且距离相隔较远。比
如，杨林镇有 106 位老人，家中没有独
立卫生间，他们的住所分布在各个村，
最远的村距离镇中心有五六公里。

第二，专业人士缺口较大。由于老
人普遍患有慢性疾病，其中还有一些处
于失能、半失能状态，帮助他们洗澡，需
要专业人士。开化县林山乡自 2016 年
就开始推行“孝行菖蒲”志愿者积分制

度，村里志愿者服务团队每年坚持为全
村困难老人开展洗衣、打扫卫生、洗被
褥等“助洁”服务，但因村里缺少助浴专
业人士及设施，且考虑老年人冬季身体
适应能力、供暖等方面问题，老年人助
浴工作不太敢开展。

第三，需求容易被忽视。记者在开
化山区乡镇调查时发现，老人一开始往
往不愿意说出自己冬天洗澡的困难。
当地一位乡镇干部表示，尽管老人们有
困难，却往往顾及面子不肯说出来，导
致其家人和镇村干部容易忽视他们的
这一需求。

本报报道也引起了一些社会学者的
关注。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
授杨方方表示，帮扶偏远山区老人冬天
洗上热水澡，是在帮助老人解决基本生

活问题后，关注他们更进一步的需求。
要做好这项帮扶，除了政府层面的努
力，也需要相关社会组织的介入，“对老
年人而言，助浴是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服
务，不同老年人之间的具体需求又存在
差异⋯⋯这些都决定了社会力量介入
的必要性。”

杨方方建议，因为偏远山区交通不
便及资源有限等原因，需求缺口的弥补
有难度，需要更为开阔的思路。如整合
资源对老年人的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
改造；与慈善组织合作，社会层面募集
专项资金购买助浴服务，或争取助浴设
施生产企业赞助助浴设备设施、流动助
浴设备设施或援建适老的洗浴场所。

偏远山区老人冬天洗澡难题如何
破解，我们将继续关注。

本报报道偏远地区老人洗澡难题引发广泛关注

呼唤更多力量参与到为山区老人助浴中来

近日，朱炳仁大运河艺
术馆在杭州市临平区塘栖
古镇开馆。馆内以“应运而
生”为主题的三大铜装置艺
术品——蕴含塘栖丰富粮仓
文化的《天下粮仓》、呈现江
南古镇荷塘景致的《青荷绿
水》、展现大运河元素的《运
河之浪》，吸引不少市民和游
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

古镇里
赏铜艺

（上接第一版）
其次，新意更明显。
2023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36.9%和21.1%，均高于制造业投资和全
部投资增速。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聚焦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的有效投资，前景广阔。

这一点，在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十分明确：2024年，围绕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业、重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安
排“千项万亿”重大项目1000个以上，完
成年度投资 1 万亿元以上。中鸿新材
料、瑞浦兰钧新能源、金塘新材料等重大

产业项目，也被一一点名。
其三，动力更澎湃。
投资结构优化靠什么？靠的是投资

主体把握市场动向、发展方向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在整个制造业投资中，民间制造业
投资也连续3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特别点到了很多产业类重大项目，如晶
科能源、浙石化高端新材料、杭州富芯集成
电路等。它们都聚焦在光伏、新材料、集
成电路等浙江着力谋求的产业新赛道上。

杭州2023年GDP破2万亿元，一大
亮点是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9.9%，其
中，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39.3%。

企业家愿意砸下真金白银，意味着对杭
州未来产业发展拥有向好预期。

浙江企业家有实力、有魄力，瞄准潜
力赛道的果断与实干成为浙江投资结构
优化最为强劲的动力。

促活：让企业放心投

动力决定未来，民间投资既是做大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主力军，也是提
升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活力的关键力量。

2024年浙江稳投资的大前提，就是
民间投资信心的恢复。今年，利好消息
不少，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其 一 ，放 宽 市 场 准 入 ，拓 展 投 资

空间。
根据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浙江将

推动民间投资较快增长。包括“实施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
本扩大产业投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让社
会资本真正‘有得投、放心投、投得好’”。

记者了解到，新的一年，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的 PPP 新模式将要实施，有望
带来一轮新的投资热潮。

其 二 ，强 化 要 素 保 障 ，优 化 投 资
环境。

要想更多有效益的投资，需要为投
资项目备好足够的“粮草”。去年，浙江
重大项目投资成效显著，与背后强有力
的要素保障直接相关。资金保障上，财

政部下达浙江（不含宁波）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额度 2654 亿元，位居全国前
列。土地保障上，全年全省供应建设用
地指标 49 万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用
能保障上，保障重大产业项目新增能耗
指标3793万吨标准煤，腾出存量用能空
间298.72万吨标准煤。

今年，浙江将继续为重大项目做好要
素保障，根据省政府工作报告：“积极争取
并高效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充分发挥
其对重大项目建设的拉动作用；争取100
个以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力
争更多项目纳入国家能耗单列清单”。

同时，浙江还将迭代升级“8+4”经
济政策体系，其中就有力度更大的投资

政策包；民营经济32条政策今年也将进
一步精准落地，这都将为民营企业敢投、
放心投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岁末年初，全省各地已纷纷动起来：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衢州市招商引资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79个项目签约，总
投资额达924.6亿元；绍兴市柯桥区总投
资额280亿元的重大项目也已开工⋯⋯

诚然，对一个优质的经济体来说，投
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才是
最理想的状态。我们欣喜地发现，从
2023年年初投资一枝独秀，到全年三驾
马车各自奋力奔跑，足见投资对经济发
展全局的拉动作用，折射出浙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向好趋势和厚重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