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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葛志军 报道组
罗意 通讯员 余康) 最近，龙游县塔
石镇泽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徐跃成一有空就刷微信，一个关
于泽随村打造未来乡村的话题，正
在乡贤群里热烈讨论着。“各路乡贤
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很高，对每个金
点子都得有个回应，不能辜负大家
的一片心意。”1月13日，徐跃成打开
微信，向记者展示讨论成果。

2015年，塔石镇成立了全市首
个村级乡贤会，2017年成立龙游首
个镇级乡贤参事会。截至目前，全
镇 26个村乡贤参事会实现全覆盖，
聚集乡贤400余名，邀请乡贤担任乡
村发展顾问，直接参与到发展规划、
决策咨询、项目谋划、扶危济困、社
会治理中。

谈起乡贤在助力乡村发展中的
作用，徐跃成有些激动，他一口气

报出了一串乡贤的名字，并挨个介
绍他们的故事。泽随村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省级书法村，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保存了浙西地区
体量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目前完
好的古建筑 146幢，省级文保点 23
处。村里成立了乡贤参事会后，书
画家徐浩田带着三个在文化领域
小有成就的儿子，对家乡历史文化
挖掘、品牌打造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周巧萍就如何进一步擦亮书法
村品牌，通过举办特色文化活动吸
引人气提出了具体设想；徐建丰提
出了规划先行打造泽随文化 IP，把
古建筑文化与乡村休闲旅游、乡村
振兴有机结合的金点子……“乡贤
们见多识广，思路开阔，理念上富
有前瞻性，目前村里正围绕打造未
来乡村着手编制十年规划，还要编
纂首部村志。”徐跃成说，对村集体

已收储的 12幢老房子的开发利用，
乡贤们也提出了不少好建议。目
前已引进“798写生基地”项目，还
着手新建乡村振兴综合体和老年
居养中心。

豆腐王村是远近闻名的传统豆
腐制作技艺传承村，磨豆腐、做豆
腐，村民挑着担走村串巷卖豆腐，是
豆腐王村曾经的一道风景。随着时
代变迁，传统豆腐制作技艺逐渐淡
出市场。成立乡贤参事会后，每年
二至三次乡贤聚会，总能收集到一
批关于村庄建设、发展的金点子。
恢复豆腐加工传统技艺就是其中
之一。

在村文化礼堂一角，记者发现
新垒了一个土柴灶，边上放了一台
石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慧介绍说，这是听取乡贤们的建
议而建的豆腐坊，并设想由此开

发研学项目。西圮自然村与行政
村之间隔了一条塔石溪，多年来
借一条跨溪的引水渠通行，开车需
要绕一个大圈。去年下半年，乡贤
们充分发挥各自社会资源优势，上
下沟通协调，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终于促成了一座宽 7米、长 50米的
村间连接桥的落成，今年春节可以
正式通车。王慧说，乡贤的力量在
乡村发展中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
效果。

“乡贤既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顾
问，又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动参与
者，乡贤参事会就是这样一个好平
台。”塔石镇党委书记张斌说，下一
步将完善相关制度，为乡贤作用的
发挥搭建更多的办实事、办好事的
载体，让乡贤们思考有方向、参与有
抓手，继续擦亮塔石镇乡贤参事会
品牌。

本报讯（记者 胡巩民 报道
组 葛锦熙 实习生 余行健 通讯
员 黄炊） 1月 16日中午，在柯
城区双港街道西港运动公园亲
子游乐区内，50多岁的邱女士正
在智能推举训练器上进行锻炼，
训练器上实时显示她的运动时
间、运动次数、运动频率和消耗
热量。她告诉记者，她是衢江区
廿里镇人，2021年以来，她发现
这个公园的亲子游乐区里新增
了运动器材以及专供小朋友玩
的沙坑、滑梯等，就时常和儿媳、
孙子一道来公园玩，既休闲、又
健身，享受到了和城市居民一样
的乐趣。

而在亲子游乐区不远处的球
类运动区内，一个 5人制的笼式
足球场即将完工。该足球场占地
面积 510平方米，场地里已经铺
上绿白相间的人造草皮，四周也
安装了4米高的围网。

双港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
一头连接城市、一头连接乡村。
西港运动公园前身是江滨公园，
位于双港街道江山港沿岸，全长
约 1.7公里，面积约 7.14万平方
米，建于 2016年，原公园只有一
条 4米宽的滨江步道和一条 2.2
米宽的绿道，无运动健身器材，周
边居民健身主要以跑步、散步为
主。2020年江滨公园正式移交
柯城区双港街道管理后，该街道

本着让周边乡镇（街道）居民共享
运动健身优质资源的理念，及时
将公园纳入改造提升项目，全力
打造以“运动郊野、滨水撒野”为
主题的西港运动公园。

西港运动公园升级改造项目
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主要对公
园基础设施和绿化进行改造提
升，已于 2020年底完工；二期工
程为体育设施进公园，于2021年
初动工。该工程被纳入 2021年
省民生实事项目，涵盖 3个篮球
场、1个羽毛球场、1个网球场、
1500余米健身步道等，还配备儿
童沙坑、智能健身器材、排舞广场
等设施，可满足周边乡镇（街道）
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需求。

为方便周边居民开展各项体
育健身活动，双港街道对西港运
动公园进行了区块划分和标识标
牌设置，分为亲子游乐区、智能健
身区以及球类运动区；及时安装
了公园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导
示系统并予以亮化。

双港街道党工委书记袁超相
告：“加快体育设施进公园步伐，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运动健身
等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当前的一项紧迫工
作。接下来，运动公园还将增加
宝藏沙坑区以及空间盒子的场景
布置，吸引周边更多居民前来运
动打卡，促进身心健康。”

开栏话：新年踔厉奋发，新春笃行不怠。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在虎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本报推出“新春

走基层”专栏，衢报传媒集团记者进社区、访农家、入企业、探窗口，为您及时报道发生在三衢大地上的新气象、新风貌，抒写各行各业抢抓“开门红”的实干作为，

并以微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敬请关注。

春运大幕开启
1月17日，2022年春运大幕正式

开启。当日上午，记者在铁路衢州
站看到，整个春运工作平稳有序。
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好测温、消毒、通
风以及健康码查验等环节，旅客们
自觉遵守防疫规定，有序排队乘车。

春运期间，铁路衢州站预计旅
客发送总量为 25.5 万人次，与去年
基本持平。预计客流高峰出现在 2
月16日。

记者 余晓展 通讯员 叶莺 摄

议村事 出点子 助发展

塔石镇“乡贤参事会”聚合共富新力量

发挥城郊优势 实现资源共享

双港街道加快建设西港运动公园

本报杭州讯（记者 徐颖之） 1
月17-18日，出席省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的衢州代表，分组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
告，大家结合报告内容和自身工作实
践，踊跃发言，畅谈感受。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李卫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
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辉忠，
汤飞帆、高屹、吴国升、居亚平等参加
审议。

去年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开局之年。如何蹄
疾步稳向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目标迈
进，是会场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李卫宁代表说，省政府工作报告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题，突出强化数
字化改革引领，完全符合中央要求、
浙江实际、人民意愿，必将激励全省
人民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
近年来，衢州区域定位、精神状态发

生巨大变化，发展已见势、已成势，正
日益成为全省发展大势上的一股重
要力量。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要
更加重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制定开
放、有效的政策，促进人口集聚、人气
集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更加重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估，兼顾公平
和效率，为保持浙江经济活力和优势
提供更优的制度保障；更多考虑数字
化改革背景下消除数字鸿沟问题，让
数字化改革成果更好地惠及偏远地
区、老年人群体。

王辉忠代表说，过去一年，政府
工作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实属不易。
政府工作报告站位高、思路清、措施
实，是一个好报告。衢州经济发展质
量好、已成势，干部精神状态好、干事
劲头足，希望继续保持发展的良好态
势，为全省大局多作贡献。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建议从社会
结构更优化、体制机制更完善的角度

对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再梳理、再研
究，在“扩中提低”改革中关注农村农
民基础养老金偏低问题，研究出台激
励政策，引导个人及其子女积极缴
费，提高参保标准和待遇水平。加强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法治保障，积极
争取全国人大、国务院授权，赋予浙
江更多的制度空间和立法空间。同
时，逐步推进、建立完善“1+N”的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地方法规保障体系。

列席会议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高
屹说，政府工作报告系统贯彻新发展
理念，站位高、思路清、举措实，具有
很强的时代感、浙江味和实践性，是
一张成色很足的高分报表、一个走在
前列的行动纲领和一幅共同富裕的
奋斗蓝图。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省
政府“稳进提质、除险保安、塑造变革”
总要求，以高目标激发斗志、变不可能
为可能。尤其要聚焦工业强市、城市
赋能及未来社区全覆盖、大花园核心
区建设、数字化改革、重大风险防范
等重点，自我加压、真抓实干，确保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保五争三拼
第一”，加快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步伐。希望继续加大力度支
持山海协作“飞地”建设，帮助衢州创
建高端化学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
持加快发展地区做大财政总量、做优
收入结构，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居亚平代表说，省政府工作报告
完全符合中央部署、省委要求、浙江
实际和人民意愿，是一个求真务实、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省委省政府政
治站位高、责任担当强、系统谋划深、
发展定位准、前进方向明、工作重点
清、落实举措实、奖罚机制活，让我们
对浙江的明天和未来充满信心和希
望。希望省政府有关部门支持衢州
创建国家层面的高端化学品技术创
新中心，以更好地集聚人才，为促进
衢州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也建议
省政府对高耗能产业产能减量置换
力度大的地区和重大项目，实行专项
奖励制度，激励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大

“上大压小”“腾笼换鸟”力度。

衢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对标对表 聚焦聚力
加快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步伐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详见今日第七版

本报讯（报道组 丰莉莎 通讯员 徐颖）近
日，衢江区莲花镇西山下村村民俞瑞忠来到举村
乡月明仓屋民宿，登录村情通平台出示了自己的

“信用码”，便享受到了住宿 8折优惠。此前，俞瑞
忠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疫情防控，获得多项个人荣
誉，家庭诚信积分达到899分（信用蓝码）。

这是衢江区推出的“信用码”应用场景之一。
今年以来，衢江区迭代优化信用智治综合管理体
系，升级后的“信用智治”系统依托省市信用信息
平台、IRS浙江省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全量动态
归集省、市公共信用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行政
处罚信息等 56个接口数据，将执法人员和网格员
巡查录入、社会主体扫码评价、违反“村规民约”行
为等信息纳入评价风险管理，生成农户、商户、企
业“信用码”。目前，全区 162123户农户、14890家
商户和393家企业已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衢江区诚信积分采用千分制，其中农户和商
户评价分以衢州信安分＋衢江特色分组成，企业
评价分以省公共信用分＋衢州信安分＋衢江特色
分组成。如农户积分由个人信用、家庭信息、金融
信用、履约能力、社会治理、遵纪守法等6个一级指
标和22个二级指标组成。通过评分将目标主体分
为信用蓝、绿、黄、红码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信用评
级的优秀、良好、一般、待改进。实现信用信息“码
上看”、基层治理“码上管”、金融服务“码上贷”、便
民惠民“码上享”。

衢江区“数字信用全域感知”一张图动态展示
区域信用状况、行为监管、金融信贷、风险预警等
信息，精准描绘区域信用画像。“通过大数据分析，
每月列出重点监管对象，纳入网格重点巡查和部
门清单化管理，将重点人群及风险预警信息推送
至区‘云智衢江’平台及乡镇‘四平台’智治中心，
实现全域信用信息大联通、治理信息大融合、监管
力量大联动。”衢江区营商办党组成员李娜相告，
截至目前，共推送信用风险预警信息 146条、反馈
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据1067条。

此前，杜泽老街一商户因虚假宣传行为被扣
分，系统第一时间发出风险预警，并推送至“云智
衢江”平台，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乡镇等迅速响
应，对该商户联合督促整改。经过信用智治，杜泽
老街成功创建省级放心消费示范街，61家商户获
评省级放心消费单位。

守信行为带来“信用红利”。衢江区联合多部
门推出十一条守信激励政策，蓝绿码信用主体及
个人在城市停车、医疗服务、景区门票、图书借阅、
金融信贷等方面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目前，全区
已有 800余人次享受不同的信用激励政策，24810
户农户、9583家商户及170家企业累计获得信用授
信额度51.73亿元。

“信用管理体系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激发人人守信的社会
信用动力。”衢江区营商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区将围绕“信用＋基
层治理”省级综合试点建设要求，拓展“诚信服务驿站”等应用场景，建
立“积分＋激励”机制，进一步凸显信用价值，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
入“信”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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