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顾周皓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2 要闻

本报讯（记者 钱祎 通讯员 程林志
刘牧） 12 月 7 日，记者从全省县乡合
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革推进会上获悉，
截至 11 月底，浙江 1364 个乡镇（街道）
完成合法性审查 10.5 万件，作为改革
试点的 22 个县（市、区）和 437 个乡镇

（街道）实现行政诉讼零败诉。
开展县乡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

革，是浙江一项开创性工作，对从源头
减少信访事项和行政争议、守牢基层依
法治理主阵地，有重大现实意义。今年
以来，浙江大力开展县乡合法性审查质
效提升改革试点工作，出台全国首个乡
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工作标准，推动全
省1364个乡镇（街道）制定审查目录清
单，顶层设计科学、试点推进有力、改革
成效凸显。

县乡合法性审查改革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当前我省正在深入实施

“1+4+N”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革。
各地将锚定打造法治中国示范区建设
标志性成果的总目标，以法治审查员
制度为牵引，聚焦审查责任拧紧链条、
形成合力，聚焦人员机构全面增强、全
力保障，聚焦闭环管理环环相扣、不留
死角，聚焦制度体系因地制宜、全面执
行，强化组织领导、改革协同和跟踪问
效，巩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审查
工作格局，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法治
审查员队伍，构建“全覆盖、清单化”的
标准体系、“全闭环、一体化”的运行体
系、“全方位、多元化”的保障体系，坚
决打赢县乡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革
攻坚战。

我省加快推进县乡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革我省加快推进县乡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改革

本报讯（记者 胡静漪） 12月7日，
记者从2023年浙江省节能新技术新产
品新装备推广活动开幕式上了解到，浙
江将在明年针对八大高耗能行业和四大
具备节能潜力的领域，推进绿色技术改
造。全省将开工 800 多个节能改造项
目，预计节能量达270万吨标准煤。

节能是第一能源。经测算，节能和
能效提升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贡献达到
70%左右。11 月，省发展改革委、省能
源局会同省经信厅等部门排摸全省节
能技改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电力热
力、纺织、水泥玻璃、化纤、冶金、造纸和
石油煤炭等八大行业，以及建筑节能、
园区循环化改造、数据中心能效提升、

传统产业集聚提升等四大领域。
比如，明年浙江将对杭州临空经济

示范区、温州湾新区、绍兴滨海新区等
25 个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大幅提升
园区能源、水、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计
划改造 48 个数据中心，并整合 18 个、
淘汰 25 个，全省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
使用率达到 30%以上。同时，浙江还
要在宁波、嘉兴和湖州开展铸造、印染、
电镀、半导体等行业产业集聚提升。

开幕式上，由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
心牵头组建的“浙里节能”产业创新联
盟正式成立，为企业提供先进适用的节
能技术、产品和装备以及全链条服务，
加快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浙江加快重点行业绿色技改

明年将开工800多个节能改造项目

本 报 杭 州 12 月 7 日 讯 （记 者
李娇俨 通讯员 祝融融） 7 日，浙江书
法院首届“书法·之江双年展”——宋韵
浙风·全国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浙江展览
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15日。

“书法·之江双年展”是浙江书法院
常设主题性学术展览，两年一届。本届
创作主题为“宋韵浙风”，旨在聚焦宋韵
文化浙江标识，展现宋代浙江文化在当
代的传承创新，通过书法解码宋韵文化
基因，以书法为载体探索优秀宋韵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展览分为家国、文韵、盛学、风雅、
浙刻5个篇章，涵盖两宋政治、文化、思
想、经济、艺术等方面内容。展览辐射
两宋经典诗词文赋，系统研究宋韵文化

的精神内核、形态特征和历史价值，共
遴选100余篇两宋经典诗、词、文，以及
20 余种宋刻宋碑题跋，邀请 120 余位
全国书法名家参与创作，并梳理出 80
余个宋韵小故事辅以陈列。

当日还举行了首届“书学·之江论
坛”——两宋浙江书法学术研讨会。

“书学·之江论坛”是浙江书法院创设
的学术品牌，每年举办一届。首届论
坛以“两宋书法的历史影响以及浙江
传播”为主题，从 155 篇应征论文中评
选出 30 篇入选论文，旨在系统开展

“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传承研究，深入
挖掘宋代书法的当代价值，并集中梳
理两宋书法的历史影响以及浙江区域
现象与特征。

首届“书法·之江双年展”在杭开幕首届“书法·之江双年展”在杭开幕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冬日，冷风从深谷幽涧拂过，山林

簌簌作响。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东阳市
三单乡大蟠溪村卫生室乡村医生何新
能背着药箱，一瘸一拐，艰难而缓慢地
走着。“留守老人普遍患有慢性病，天气
转凉，病情容易加重。”他放心不下。进
村巡诊，不用看导航，不用翻阅病历本，
何新能也可以找到散居在山坳里的每
一位病人，因为脚下的这条山路，他已
经走过40多年。

三单乡平均海拔 600 多米，从东阳
市区出发，要一个多小时车程才能抵
达。大蟠溪村是全乡最偏远的村庄之
一，全村仅有的 300 多名常住人口中，
半数以上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

无论人多人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
需要医生，这一点，何新能打小就明
白。3岁那年，他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下肢残疾。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
别人撑把伞，初中毕业后，何新能报名

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从此踏上学医之
路。1980 年，他回到土生土长的大蟠
溪村，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卫生室就开
在家里。

刚行医时，村里没有药品配送，何
新能就托亲戚翻山越岭，前往邻县新昌
的医药公司买药。知道有的村民家里
困难，他就只收取药材的成本费或者允
许村民赊账。一年下来，赊欠的医疗费
有几百元，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笔小
数目，但何新能从不催讨。渐渐地，卫
生室成了村民眼中的“急救室”，何新能
的电话号码就等于“120”。

在村卫生室里，记者看到一个破皮
褪色的小药箱，打开锈迹斑斑的金属
扣，里面摆着一些常用药品和医疗器
具，箱子顶部写着五个红色的大字：“为
人民服务”。只要病人有需要，何新能
就会带上这个“老伙计”随时出发。

40多年里到底救治过多少人？何新

能没有细数过，但每一个被他救治过的村
民不会忘记。有一次，邻村村民潘昌支突
发疾病，家人向何新能求助。何新能背起
药箱，打着手电，冒雨出诊，10多里的山
路，崎岖泥泞，腿有残疾的他不顾一切地
往病人家里赶，打针、吊水、喂药⋯⋯他彻
夜陪护，直到老人病情转危为安。时隔多
年，家属还是逢人便夸这位救命恩人。

日复一日地坐诊、出诊、巡诊，让何新
能对村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高血压病
人有146位，糖尿病患者有30人⋯⋯这
些信息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遇到
突发状况，他总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
人身边，采取最准确的方式进行处置。

12 月 5 日，就在记者采访时，72 岁
的村民何国浩突然昏倒在路边。“快，拿
速效救心丸来。”结合初步检查结果和
何国浩的既往病史，何新能迅速作出判
断，为下一步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近些年，随着当地一项项民生工程
的建设，大蟠溪村交通条件和卫生条件
不断改善，村民看病就医不便利的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但年近六旬的何新能

还是闲不住，每周，他都要至少进村巡诊
1次，做村民健康的“守门人”。每次看到
他一瘸一拐出诊，妻子张秀然总是不放
心地“唠叨”几句：“路上可千万要慢点。”

2018年5月18日，何新能和往常一
样，骑着三轮车去为村民量血压。骑到
一处急转弯时，刹车突然失灵，三轮车翻
了，何新能重重地摔了出去，幸好一名村
民路过发现。在病床上昏迷 4 天后，他
才醒来，颈椎、腰椎骨折，卧床休息 3 个
多月。得知何医生受伤，连很少出门的
老人都来看望他，可见到村民，何新能反
倒先问起他们的病情。“论专业技术，老
何可能比不上下派的专家和院里的年轻
医生，但要说责任心，他是我们的榜样。”
三单乡卫生院院长吴晓东说。

一间卫生室，一年赚不了多少钱，
甚至有时还会“倒贴亏本”；一个人守着
几百人，随叫随到，没日没夜地工作，40
多年的坚持，到底图个啥？除了一份浓
浓的乡情，何新能只是认一个很简单的
理，“人家叫我一天‘医生’，那我就要尽
一个医生的本职——治病，救人。”

这条山路，他一走就是40多年
——记东阳市三单乡大蟠溪村卫生室乡村医生何新能

本报记者 李 攀 傅颖杰 共享联盟·东阳 李 磊

本报讯（记者 戚祥浩 通讯员 杨沁
福宣）“我们很支持地下管网改造提
升，但施工方在地表开挖后，对我们的
出行造成很大不便，必须尽快恢复原
状。”日前，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竹源村
两名村民来到村两委，找到“法律明白
人”金璐悠，咨询施工方未及时恢复路
面需要担负的责任。

在温州，碰到法律问题先找村内“法
律明白人”，正成为越来越多村民的习惯
性选择。温州公开遴选村干部、人民调
解员、致富能手等一批具有较高法治素
养的群体，再进行针对性培训提升，让这
些群众身边的“法律明白人”，在宣传政
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
参与基层治理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针对村民反映的地下管网施工带来
出行不便问题，竹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金璐悠一方面以村两委名义督促
施工方边施工边恢复，尽可能减少对村
民生活影响，一方面联动村内党员志愿
者，在开挖管道上方架起通行便道，出行
问题得到改善。

如今，各地“法律明白人”正运用不
同方式提升村民法治意识。在永嘉县
梅岙村，张怡云组织村民到浙江交通集
团温丽高速梅岙高速口的交通安全应
急救援基地，通过VR沉浸式体验，进一
步感受车祸猛于虎，切记要遵守交通规
则；在龙湾区江一村，蒋银发从自己参
与的大量调解案例中，梳理出易被村民
忽视的法律常识，叮嘱村民做好防范。

温州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温州全市 3665 个村（社
区）配备“法律明白人”11839名，实现每
个村（社区）至少有3名“法律明白人”。

温州走好法治乡村“最后一公里”

每个村社至少有3名“法律明白人”

本报讯 （记者 叶锦霞 通讯员
周璟玲） 12月5日至6日，由浙江省食
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市场监管
局组织的“走进食安共富路”媒体行活
动走进丽水，十多名中央、省、市媒体记
者走访景宁畲之语茶艺馆、景宁县善朴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一同解锁“食
安共富路”的丽水经验。

位于景宁县澄照乡金坵村的景宁
畲之语茶艺馆是一个集农事体验、手工
制作、少儿研学、休闲旅游购物为一体
的新型食品小作坊。这两天，馆里的负
责人毛丽颖正为周末的研学活动做准
备。她告诉记者，将食品小作坊引入旅
游站点，不仅是对传统制作工坊进行有
机提升，更是盘活周边民宿和餐饮行
业，带动农户增收。

依山而建的黄精种植园里，村民正
忙着种植黄精，“畲寨仙草谷”小作坊为
当地农户致富打开了一条新路径。“我

们与胡庆余堂公司合作研发生产黄精
酒，每卖出 1 瓶黄精酒，就给村集体分
红 2 块钱。”景宁县善朴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雷华介绍，通过减少土地
租赁费用、村民入股、产品分红等“相互
让利”模式，公司为村集体、村民带来收
入150余万元。

小作坊撬动大产业。去年以来，丽
水在全省率先探索食品小作坊数字化
监管试点，全市食品小作坊实现 100%
接入“浙食链”平台，并形成了集“一批
鲜明特色的共富板块”“一批鲜艳可推
的共富铭牌”“一批鲜腴味极的共富产
业”“一批鲜丽共享的共富机制”“一批
鲜活引领的共富典型”的“五个一批”食
品小作坊“精彩单元”阶段性成果。据
统计，丽水累计建成“阳光作坊”310
家，培育食品小作坊自有注册商标或团
体商标 53 个，全市作坊行业年产值超
1亿元，带动村集体增收210余万元。

以舌尖经济促共富

丽水食品小作坊撬动大产业

12月7日，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10只朱鹮，从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启运至湖南南山国家公园，计划于2024年1月正
式野化放归。2008 年，10 只朱鹮由陕西周至迁往德清，建立首个朱鹮南方种群。目前，基地已繁殖出的南方朱鹮种群数量达 761 只。
图为工作人员对将启运湖南的朱鹮进行身份信息核对。 拍友 谢尚国 摄

浙产朱鹮迁居湖南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年货大采购”
时间。12 月 7 日，2023 浙江农业博览
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4万平方
米的展会现场，联动“网上农博”线上平
台，3000 余家农业主体纷纷搭台参展，
3万余种各式土特产集体亮相。

在这场参展主体、参展产品数量双
双创下历届之最的“年度大狂欢”中，记
者感受到了浙江各地做好土特产这一
乡村振兴大文章的新手笔和新气象。

特产不“土”，引领潮流
土特产有了新玩法，农博会现场，年

轻的浙江创客踊跃亮招。在湖州吴兴区
展位，不少逛展市民有了新发现：中央水
池中，未见以银鱼、白虾、白鱼为代表的
浙北知名水产“太湖三白”，倒是有五六
只螃蟹通体纯白，在数十只吐着泡泡的
青壳蟹中格外显眼。走近细瞧，只见它
们蟹壳半透明，隐约能看见蟹黄和蟹膏。

“这种被大家称为‘太湖第四白’的
湖蟹，正是我们配合上海海洋大学水产
专家团队最新育成的中华绒螯蟹白壳
新品系——白玉蟹。”展位负责人、湖州
蟹临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黄昭辉是位 85 后海归新农人。回乡创
业后，他与团队携手 78 位当地养蟹能
手，在太湖边建立了 3000 亩太湖蟹养
殖基地。今年，经历三代纯化和精细养
殖，新品白玉蟹终于少量上市，率先亮
相省农博会，成为全场焦点。

这种新品湖蟹不仅颜值高，煮熟后
品一品，肉质更是鲜甜。黄昭辉表示，
由于量太少，首批不足千只，他们将一
只白玉蟹配上 7 只青壳蟹，组成高端礼
盒进行搭售，即便标出了 2999 元的高
价，仍有许多人愿意掏钱尝鲜。

“很快，更多白玉蟹就将爬上老百姓

的餐桌。”黄昭辉说，目前苗种的大规模
繁育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明年，太湖白
玉蟹的年产量就能突破 100 万只，价格
回落并稳定在普通湖蟹的1.5倍左右。

将开化龙顶磨成茶粉，搭配高山
种植的紫山药，做成清新养胃的“龙顶
山药面条”；将金华火腿的咸香融进一
块块豆腐乳中，造就“下饭神器”火腿
腐乳⋯⋯一个个关于土特产的创新创
造，在农博会上频频亮相，点燃了人们
的消费热情，也让更多浙江农人意识
到，土特产之“土”，不是乏善可陈的“老
土”；而是基于一方水土，对乡土资源进
一步深化开发，点亮传统农业永续发展
的新火种。

特产不“特”，花开异乡
一年一度的展销盛会，浙江农业主

体铆足了劲儿向消费者推介自家优质
农品。阵阵吆喝声中，记者听出了一种
来自“走出去”的特别底气。

“我们基地的杭白菊一直畅销全国，
最近还销往了欧洲市场。”桐乡市缘缘食
用花卉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缪悦啸面露喜
色。今年，桐乡杭白菊不仅迎来大丰收，

还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市场，这几天，他总
是被国外的采购商催着发货。

“常有外国客商主动找上门，要求
进口我们用龙井 43 茶叶制成的高端抹
茶。最近几年，我们虽然将发展重心放
在国内市场，出口销售额却每年都保持
着 15%左右的增速。”绍兴御茶村茶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沈罗煦一边冲泡
抹茶，一边分享着自家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已不逊日系抹茶的热度。

走出去，让浙江土特产的“区域特
色”真正化为独特的竞争优势。黄岩西
瓜、建德草莓、诸暨珍珠、乐清铁皮石斛
⋯⋯在农博会现场，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如今，有近 30 万浙
江农民带着土特产走出家乡，在外发展

“特色种养”，累计承包省外土地 300 万
亩，在境外投资 65 亿元，创造了 400 亿
元的农业总产值。

人走出去了，浙江孕育的特色品种
也随之遍布四海。在省农发集团的展
位，由省淡水所育成的罗氏沼虾新品种

“南太湖3号”替代“南太湖2号”成为时
下主推。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一生长
速度更快、养殖成本更低、成活率更高

的淡水长臂大虾新品种，设施养殖的亩
效益可达 1 万元以上，今年以来，已在
全国 25 个省份迅速推开，养殖面积超
30万亩。

找准自身资源禀赋，跳出本地看本
地，浙江土特产正在更大地域范围、更
广阔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特产能“产”，致富增收
“来，喝一杯尝尝。”经过浙江菜味

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展位，董事长范
涛向记者递过来一杯茶。呷一口，回甘
无穷。这是什么好茶？定睛一看，竟是
两根3厘米长的梅干菜梗。

缙云菜干，是当地农民用高山九头
芥，经“三蒸三晒”传统手艺加工而成的
山区土特产。农户自制自卖，售价在 6
元一斤上下，而范涛的菜干工厂出产的
菜干，干净无渣，甚至可以直接用来泡
茶喝，每斤能卖到 100 元。农博会开展
半天，他的菜干已经卖出了50多包。

“因为我把小小梅干菜，认认真真
做成了一个产业。”范涛拿起一根菜干
开始解说，制作菜干的 33 道工艺，他用
团队自研的机械化设备完全替代人工；
种植、加工、发酵的每个环节，都请来省
农科院、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的专家团队改良和把关；将全
株菜干分为峰尖、银羹、金药、花开等 6
个部位，划定不同用途，进一步精细化
加工⋯⋯

目前，范涛的菜干工厂年新鲜芥菜
加工量已达 3000 吨，今年 2 月投产以
来，累计带动缙云县东方镇 200 多位农
民利用闲田种植新鲜九头芥，实现人均
1.5 万元的增收。现在，他正计划着到
松阳县建设生产加工基地，让更多山区
老百姓种上这种“共富菜”。

做好“产”字文章，发力特色产业的
现代化升级，小小的“梅干菜”正迸发出
富民增收的巨大能量。

农博会参展主体、产品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土特产里看农业新气象
本报记者 来逸晨 通讯员 吴 力

浙报观察

农博会乡村数字经济板块展示的自动嫁接机器人。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