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余丽 联系电话：0571-85311266 邮箱：zjrb@8531.cn 专刊 11

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以党建为
统领打造检企驿站工作阵地，将法
律监督职能延伸至“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的法治核心板块，为助推营商
环境优化“一号工程”贡献力量。

着力打造护航民企的先锋矩
阵，富阳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桑涛以第一责任人和全国检察业务
专家的身份带头细化检企驿站任务
清单和流程导图，挂图作战、倒排工
期，鼓励党员头脑风暴促机制完善、
主动出击找办案线索、审慎善意助
企业发展，激发检察工作自我嬗变
的内生动力。

聚焦“检察发展”“法治需求”
“基层治理”三大主题，该检察院在
富阳场口新区搭建富检涉企办案
基地，打造权利救济服务闭环，成
立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并出台

相关工作办法，办理各类市场主体
投诉损害营商环境建设的法律监
督事项，增设“富春检企码”数字化
投诉路径，确保企业无梗阻表达诉
求并及时将诉求转达具体职能部
门办理。

以护航企业为重点，搭建“亲
清”检企直通平台，富阳区检察院开
设检企课堂，定期向企业解读易涉
刑事法律风险，梳理发布《企业合规
风险防范手册》，为企业治未病；策
划“法治·廉政体检”，细化企业“廉
政清单”，推动企业设立廉洁自律委
员会，组织员工签订《廉洁自律承诺
书》，开展廉政宣誓等，将清廉转化
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制定检企
交往“八不准”守则，打造亲清检企
关系。

（唐思远 陈梦瑶 周静）

搭建平台 护航企业搭建平台 护航企业

去年以来，湖州南浔古镇取得
突破性重大发展。南浔区人大聚焦

“古镇复兴”这一实干争先主题实践
“四季看变化”重点工作，以永久取
消门票为起点，助力古镇旅游产业
破局起势、全面成势。

2019年，代表首次提出建议：取
消古镇街区门票，内部景点实行差异
化票价。2023年1月18日，南浔向
全球发声：古镇永久免费。免票以
后，古镇游客量已达 1217 万人，较
2019年增长688%，日均3.4万人。

过去的古镇，一条街、十家店都
卖定胜糕。面对爆发式的人流量增
长，区、镇人大以“浔”忧活动为载
体，组织代表围绕“年轻人最喜欢什
么、更看重什么”来建言献策，提出
关于加快培育“首店经济”等一批高
质量建议。截至目前，南浔已引进
43 家“首店”，店均客流量超 2000

人次/天，间接导入古镇游客流量超
100 万。自取消一张门票以来，景
区内服务业营业收入翻一番，自
2019 年的 2.17 亿元增长到 7.12 亿
元，增长率达 228%。人气、财气、
烟火气，这种改变源于一条建议，但
又不止于一条建议，通过建议的二
次开发、三次开发才让古镇从之前
的人影疏落到现在的店肆林立，让
商户从之前的门可罗雀到现在的人
流熙攘。

人大代表是一座桥，用群众的
真实意愿优化政府的切实作为，正
是这座桥梁发挥的作用。从破解租
金风波到化解停车难题，从浔溪大
桥电梯安装到接驳车辆路线增设优
化，兜起群众“大小事”，破解古镇

“新老难”，一座桥梁，让群众真正满
意、让政府精准作为。

（李硕果 潘炜）

古镇复兴 破局起势

小舞台、活动广场、篮球场、停
车场、绿荫廊道，停车位 200 余个，
篮 球 场 10 余 个 ，盘 活 闲 置 土 地
10.88 万平方米⋯⋯日前，台州市
玉环桥下空间获评浙江省第三批城
乡风貌整治提升优秀案例。这是浙
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台州管理中
心情系民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例，聚焦打造
一批具有高速公路辨识度的“同心
共富”成果，为助力共同富裕探路先
行、提供经验。

近年来，台州管理中心借助乐
清湾高速立交桥临近居民生活区的
区位优势，通过高速+地方政府+执
法部门“1+X”的联合改造桥下空间

模式，全面排摸乐清湾路段桥梁 61
座，多次多方联席协商，精心搭建共
享场景，优化完善 5 套桥下空间改
造利用方案，先后改造完成滨港分
离式立交桥、百丈分离式立交、芦浦
互通、龙溪 1 号桥、海山大桥、南塘
高架 6 个桥下空间升级改造，推动
桥下空间向公益用途蝶变，让广大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共享桥下空间改
造提升成果。“接下来，台州管理中
心将积极对接镇政府持续布局谋
划，全面扩大创建成果，精心搭建共
享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该中心养护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

（王志成）

桥下空间 盘活利用

近日，第十二届“浙江孝贤”名
单揭晓，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获
评“慈孝之乡”称号。

下沙街道推出创新模式为孝老
提供新场景。“钱塘阿姨”志愿服务
队吸引了 7 个社区百余名叔叔阿姨
参与到社区矛盾调解、市民公益日、
法律咨询等公益服务；“滟阳天”志
愿 者 服 务 队 中 老 年 群 体 占 比 超
60%⋯⋯街道多平台推动老有所
为，让老人成为社区治理“合伙人”。

近年来，下沙街道不断健全养
老服务体系、创新推出下沙街道推
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聚力“幸福颐
养”工程，聚焦基本养老服务、社区
照护、队伍建设，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服务，高水平建设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家门口
幸福养老”金名片。

同时，引领并鼓励各社区优化
养老阵地“硬实力”与“软服务”，满
足老年人在居住环境、日常出行、健
康服务、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
求。截至目前，街道累计建成17家
星级养老中心，其中街道级 2 家，五
星级3家。

下一步，下沙街道将不断完善
养老服务机制，开展多元的精准化
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以“家门
口服务”为特质，努力打造“钱塘幸
福里”。

（王冰）

精准服务 幸福颐养精准服务 幸福颐养

近年来，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之江同
心·石榴红”品牌创建为契机，积极探索并
深入推进“三项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成果，助力共
同富裕，画好最大同心圆。

洞桥镇深入推进青少年交流计划实
施，积极培育民族团结金种子。把“之江同
心·石榴红少年军工作站”、文村村国家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杭州（国际）青少年洞桥
营地、集贤馆等基地串点成线，积极打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带，广泛

开展“进村体验学”“进基地实践学”等系列
活动，把共同体理念教育、社会生活实际和
研学实践紧密结合，促进各族青少年共学、
共乐、共融，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让民
族团结理念代代相传，且迭代更新。截至
目前，洞桥镇已开展“石榴红”青少年交流
活动100余次，参与人数1000余人。

洞桥镇聚焦各民族共建共融共富目
标，跨区域促进团结、助力共富。以“民族
团结与教育共同体建设”为纽带，充分发
挥乡贤、公益组织、民促会成员等作用，通

过网络连线交流、结对帮扶、跨区域教育
交流等方式，搭建跨区域的团结共富桥
梁，促进交流交往交融。

2017年“少年军”创始人朱涛校长第
一次带队进入大凉山，至今 7 年，“少年
军”已经带领300余名队员赴四川凉山州
美姑县弥勒决村小学，开展公益活动与研
学体验，与当地彝族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朱校长作为民族团结实践资深人士，创建

“之江同心·石榴红少年军工作站”，同时
被选举为区民促会副会长，以极大的热情
投身民族团结事业中，充分利用少年军工

作站这个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交
流活动，并围绕讲好民族英雄、体验民族
竞技、制作民族美食、传唱民族风情等，不
断提升和推广中华少年行研学课程，致力
于青少年交流事业。

2023 年 11 月，“之江同心·石榴红洞
桥家园”组织洞桥商会赴湖北省恩施州来
凤县与结对的三胡乡小学开展爱心助学
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交流活动，从捐资
68600 余元，到开展助学、送教等系列活
动，加强跨区域民族团结与教育共同体建
设。 (俞叶娣 施梦佳）

擦亮“之江同心·石榴红”名片擦亮“之江同心·石榴红”名片

“随手可取一个暖宝宝，让我们在
这寒冷天不仅暖了身，也暖了心。”凛冽
寒风中，杭州市西湖边南山路的梧桐树
下多了一台“暖新柜”，里面放着保温
杯、护手霜、冬季保暖帽、围脖等保暖御
寒物资，在冬日里为外卖小哥、快递小
哥等新就业青年群体送去温暖。

近年来，杭州市上城区创新载体、丰

富形式，在全区建成159个“尚小驿”服务
站点，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热饭、医疗
应急、便利服务等 6 大类 24 项服务，并整
合职能部门资源，推出“尚小教”教育服
务、“尚小律”法律服务、“尚小社”劳动保
障等“十大暖心关爱礼包”，精准落地新就
业群体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贴心服务。

此次的“暖新柜”活动，由劳动路社区

幸福邻里坊联合多家辖区单位共同开展，
目前已收到由浙江省气象局、杭州娃哈哈
小学、清波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7家共建
单位提供的暖宝宝、暖足贴、热水袋等爱
心暖物3000多件。上城区团委青年志愿
者、爱馨共富工坊和金秋驿站的老党员
们，以及清波居民议事会成员们也纷纷加
入“保暖供货”队伍，发挥手工特长，编织

毛线手套、围脖等保暖物品，让爱心在梧
桐树下传递，温暖在杭城蔓延。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与守护者，我们通过开展一系列暖心举
措和关爱活动，使他们成为基层治理不可
或缺的‘新力量’。”上城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说。

（潘罗定 丰颖）

冬日送服务 暖“新”更贴心

为进一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金华市
浦江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立足岗位作贡
献笃行不怠践初心”系列活动。

立足岗位当先锋。该大队以“提素
质、谋打赢”为目标，推进全员岗位大练兵
活动不断深入，扎实开展基础体能“清零
行动”，加强特殊灾害事故处置的技战术
研究，开展重点场所熟悉演练 120 余次。

同时强化典型引领，邀请全省消防职业技
能大赛参赛选手上台讲述经验，引领指战
员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韧劲立
足岗位主动作为，积极奉献。

立足主业保平安。大队深入贯彻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
进“全员消防”行动，对九小场所、三合
一场所、高层住宅小区等开展专项检

查，排查单位 4200 余家，整改火灾隐患
2000 余处。以 119 宣传月为契机，成立
志愿服务小队，深入社区、企业发放消
防安全宣传资料，普及应急逃生自救等
知识。

立足宗旨践初心。全体指战员始终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广泛开展
义务献血、创文创卫等公益行动。大队月

泉路站与滨江社区结对共建，开展文明城
市创建志愿服务 40 余次，为缺水地区志
愿送水活动 20 余次。结合重大节日，前
往社区、敬老院开展慰问孤寡老人。深入
残疾儿童家庭送去书籍和生活用品。着
力弘扬消防救援队伍传统美德，树立浦江
消防救援队伍良好形象。

（陈洵虎）

立足岗位 笃行不怠

从城市到乡村，驾驶新能源汽车上下
班、走亲访友、休闲度假已成为绿色出行、
低碳生活新风尚。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
点示范城市和全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
示范城市，杭州新能源车保有量一直持续
增长，居全国前列，市民对充电设施的需
求与日俱增。

如何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套建设
的提质增效，以更好的服务来满足人民群
众的充电需求，成为一道时代的必答题。

提亮惠民底色
完善充电服务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一头连接民生，
关系着百姓新能源汽车能开多远；一头联
结产业，关乎新能源汽车产业能走多好。

2023年，杭州首次将“新建和改造公
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纳入民生实
事，打响了惠民攻坚战。围绕年度目标任
务，杭州市建委早谋划、重过程、严监管，
通过市区两级联动机制，以及信息化管
理、现场核查、信息通报等举措，着力于打
通城乡充电桩全覆盖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在杭州，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
“触角”已延伸至“两区三中心”，即居住区、
办公区、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休闲中心。

“限行区900米半径内就能找到充电站”，
正是杭州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形成的高覆盖率的实证之一。

杭州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应用
场景融合’是科学规划的关键，我们围绕
居住区、商业大楼、出租车服务区、交通枢
纽、公共停车场、亚运场馆、农家乐、旅游
景点等场景，提前谋划构建城乡全覆盖的
充电网络，同时以政府引导、市场化推进
的方式进一步确保新能源充电桩‘有人
建、有人管、能持续’，为居民绿色出行需
求保驾护航。”

尤其是针对“老旧小区充电难”这一
共性问题，杭州市建委将充电设施纳入小
区综合改造内容，在部分小区探索统一建
设、统一运营服务的“统建统服”模式，并
在全市推广，研究出了既有小区加大新能
源汽车充电保障力度的“杭州方案”。譬
如，滨江区迎春东苑、迎春北苑、迎春南
苑、迎春小区、湘云雅苑 5 个小区抱团发

展，利用小区公共停车位，安装了 149 个
交流桩，既有效减少零散安装带来的安全
隐患，又充分利用谷段剩余负荷，提升用
户充电体验。

科学合理的充电桩布局，让网约车车
主姚女士点赞不绝，她说：“以前是‘车找
桩’，现在变成‘桩找车’，我再也不用担心
抢不到充电车位了。”

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已建成各类新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 26.8 万个，其中自用充
电设施 23.6 万个，公共充电设施 3.2 万
个，在总体规模、公共充电桩密度、覆盖率
等方面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较好满足了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绿色动力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

2023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在
全国暖风频吹。让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
桩需要同步下乡。搭乘政策的东风，杭州
率先描画“充电桩下乡”版图，从城市向乡
村，以电力先行为乡村振兴提供硬核支撑。

“太好了！充电桩就建在了游客接待
中心，真的很方便，我再也不用担心开着
新能源车带家人出去跑两天了。”在淳安
县石林镇刚结束两天一夜旅行的新能源
车车主蒋先生说道。

据了解，石林镇境内拥有一流的生态
环境，山伴湖、湖映林，景色优美，是杭州
乡村微度假热门目的地之一。为了解决
电车车主的“里程焦虑”，促进当地乡村旅
游业发展，石林镇因地制宜、主动谋划，通
过建设覆盖镇政府、茶园、游客接待中心
等范围的充电设施网，为自驾游车主提供
方便快捷的充电服务。

“景区有了充电桩，游客也多了！”“华
东第一石林”千岛湖石林景区农家乐店主
开心地说道。

伴随充电桩一起下乡的，还有与时俱
进的黑科技。在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的一
处停车场，一座座光伏“车棚”与充电桩，组
成了光充储一体化充电站，其发电功率合
计达120kWP，并配置了储能设备，投放多
台双枪快充桩、慢充桩与 V2G 双向充电
桩，实现了绿色能源的高效利用。这样既

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也可以提升绿电的
使用率，为农村用户带来收益。

据统计，截至目前，杭州市已有乡村
公共充电设施 3577 个，基本实现公共充
电站“县县全覆盖”，接下来，杭州将持续
打造绿色出行友好型城市，让广大新能源
汽车车主“出得了城、下得了乡、回得了
家”，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市建委坚持问题
导向，围绕充电设施建设、利用、保障、服
务等问题，通过信息化手段，依托“杭州新
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智能化管理系统”平
台，实现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的信息系统
闭环管理。

正如杭州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强调：
“无论充电设施建在哪里，本质是服务于
车的。除了扩大充电桩的合理建设规模，
精细化运营也更是重点。”

畅想未来，新能源充电桩也将发展成
为一种融合式新消费场景，以更全面、更
高水平的服务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幸
福新体验。

绿行杭州，有桩等你
陈潇奕

2023年杭州民生实事项目——杭州新天地时光公园快速充电站。 郑锋 供图

东海之滨，杭州湾畔，流淌千年的曹
娥江，“一江两岸”再铺新画卷。随着《上
虞未来城深化城市设计》《上虞未来城战
略规划》和《未来城开发建设实施意见
(2023-2026)》等顶层设计的纷纷出炉，作
为绍兴上虞“青春之城”建设主战略的先
行区、引领区、样板区和“一江两岸三城多
片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片区，上虞未
来城迈出了高质量开篇布局的坚实一步。

在这片规划面积约 15.7 平方公里的
发展沃土上，未来城以娥江科创湾轴线，
重点建设绍兴东站综合社区、地铁 TOD
未来社区两大综合社区，聚力打造生命健
康谷、数字文创谷、科创智造谷三大产业
高地，构建起“一湾、两区、三谷”的发展格
局。重点建设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曹娥
江文化艺术中心、竺可桢未来学校、e 游
PARK影视数创谷、复盛生命科学园等重

大项目，打造“体育中心－杭甬运河”城市
廊道，筑好蓝绿交融、多元渗透的城市基
底，实现“产城人文景”深度融合发展。

围绕“科创+”“产业+”，上虞未来城以
“三位一体”为抓手，一体推进曹娥江实验
室、3 所应用型大学等创新平台深化发展
能级提升。以挂牌绍兴市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区为契机，设立复旦大学曹娥江基础研
究基金，建设高层次人才产业园、青春驿站

等，计划三年内推出3500套青春公寓“零
元入住房”，不断迭代人才引育体系。

“一年打基础、两年出形象、四年大变
样、十年成典范”，这是未来城擘画的宏伟
蓝图。上虞未来城将秉持“图更强、争一
流、敢首创”的闯劲，把蕴藏在这座城市中
的各方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以勇当先行
者、谱写新篇章的姿态推动现代化建设向
更高水平阔步挺进。 （杨烁）

上虞未来城：正青春 向未来

近日，开化县人民法院在开化
县马金镇成功调解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后，向该镇发送了《乡镇社会治理
诉讼风险评估报告》。

李某与王某系同村邻居关系，
王某因资金困难，于2022年5月20
日向李某借款 80000 元，双方约定
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后，王
某均以各种借口推诿不偿还，无奈
之下，李某诉至法院。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调查走访中了解到，该镇村民
之间类似借款情况较多，涉及利益
广、时间跨度大、矛盾纠纷较为突
出。针对马金镇的诉讼情况，开化
法院立即发出诉讼风险评估报告。

2020年以来，开化法院将司法
大数据深度融入基层诉源治理，连

续4年向全县15个乡镇发送诉讼风
险评估报告，对各乡镇的涉诉案件
进行数据化分析，以绿、蓝、黄、橙、
红五色反映区域社会治理的诉讼风
险等级，实现诉讼风险提前研判、动
态预警、精准化解，目前共发布报告
60份，研判各类风险点252项。

此外，开化法院通过排查梳理、
研判分析、主动介入等方式，上门进
行“把脉问诊”，了解群众诉求，发现
掌握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隐患。
2023 年以来，开化法院已开展法治
宣讲 187 次、司法培训 83 场，成功
调解各类纠纷582起。

下一步，开化法院将持续挖掘
司法大数据潜力，用数据说话，让纠
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切实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效能。

（汪昕 方江琪）

数智预警 助推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