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整治”
双管齐下

日前，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大
整治大宣传巡回行动首站走进白
泉镇，通过“宣传+整治”精准宣
教，将交通安全管理延伸至“最后
一公里”，切实提高农村地区群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进一步促进全
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和谐。

记 者 尹倩倩 王胜
通讯员 林晨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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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峙岛上的幸福“一家”
本报讯（记者 倪妮 陈挺 通

讯员 童巧凤）盘峙岛位于城区西

南方向，陆地面积3.78平方公里，

全岛丘陵环抱、形状如盘。近年

来，环南街道盘峙村立足海岛资源

禀赋，进一步完善岛上的基础设

施，补齐岛上民生短板，不断展现

共同富裕新图景。

一大早，位于盘峙岛上的幸

福驿家格外热闹，10 余名舟山市

为老服务志愿者总队的志愿者为

岛上的老年人带来理发、测量血

压等服务。自今年岛上的幸福驿

家投运后，这样的志愿服务每个

月都会开展一次，除了提供必要

的助老服务外，志愿者们有时还

会带来精心彩排的演出，如戏曲、

歌舞等，丰富岛上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现年76岁的张和娣是土生土

长的盘峙人，在岛上生活了大半辈

子。如今，她的子女均在岛外工作

生活，除了逢年过节鲜少回来。“年

纪大了，就想有人在身边多陪陪

我。”张和娣说，每次志愿者上岛都

会亲切地询问她近期的生活状况，

陪她聊家长里短，给她带来了不少

精神上的慰藉。“大家聚在这里很

热闹，感觉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盘峙岛常住人口 800 多人，

其中 540多人是 60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何志芳是盘峙村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受产业转移、人口外

迁等因素影响，盘峙岛老龄化现象

比较突出，由于岛上相对封闭、资

源共享性差，村民生活服务、文体

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基本服务

保障能力不足。“今年初，幸福驿家

投运后，大家都喜欢来这里看看电

视唠唠嗑。”何志芳说，幸福驿家成

了岛上老年人茶余饭后光顾最多

的地方。

“猪小排 12.8 元/斤，那倒是

便宜的，给我称 2 斤。”“带鱼呢？

带鱼多少钱一斤？”村民赵根明手

里拎着肉类和鱼虾等食材，从幸福

驿家往家里赶。和岛上的其他村

民一样，赵根明有自己的自留地，

平日里吃的蔬菜基本实现了自给

自足。“老年人吃得清淡，但也不能

只吃蔬菜。”赵根明说，自己想吃肉

类海鲜，得乘坐渡船前往城区购

买，所以他经常一趟买好几天的

量。今年以来，环南街道联合区商

务局和商贸集团定期组织在幸福

驿家开展“送菜上岛”服务，免去他

来回奔波的麻烦。“价格也划算，比

我在菜市场买的便宜不少。”赵根

明说。

“除了‘送菜上岛’，幸福驿家

还协调整合卫生健康、邮政、中国

移动等部门，上岛开展公共卫生、

收寄包裹物流、通信业务办理等各

项服务。”何志芳告诉记者，“驿

家”寓意“一家”，意味着亲如一家

人，这里是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场

所，也体现了服务中充满着温情温

馨，给人“家”的感觉。“驿”又可谐

音“e”，寓意通过智能化的手段，

串联各类服务资源，满足老年人多

元化的生活需求。

不单单是幸福驿家，近年来，

盘峙岛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宽阔

的水泥村道串联起岛上村落，村

道两旁是新建的公园及现代化的

公共厕所；码头不远处是新建的法

治广场，文化墙上镌刻的是各类法

治科普知识；村里的卫生室被改造

成了海岛健康小屋，在这里村民可

以通过远程医疗，实现上级医疗

机构专家的“面对面”坐诊；在新

建的田头学堂里，村民更是可以

从农业专家处学到专业的农耕知

识……

下步，盘峙村将在盘峙岛上

引进旅游产业，激发海岛内生

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岛上交通、民

生、人居等方面的服务能力，让盘

峙岛的经济发展更有活力、基础

设施更加完善、环境风貌更显魅

力，进一步提升村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让农机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雷予晖

近日，在白泉镇柯梅村，由
舟 山 市 定 海 区 小 沙 卫 丰 农 产
品专业合作社承包的稻田里，
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完的稻
谷 完 成 脱 杆 后 不 断 装 入 车
中。又是晚稻收割时节，在农
机的助力下，我区农户抓紧收
割、搬运、贮藏，确保粮食颗粒
归仓。

收割机割稻、插秧机插秧、
无人机施肥、烘干机干燥……
近年来，我区积极引进推广适
合 海 岛 特 点 适 用 新 型 农 机 装
备，推动农业逐步向机械化转
型升级，目前全区水稻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5.7%。农
机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农机作

业服务提质扩面，为提升农业
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
业 现 代 化 。 在 现 有 资 源 条 件
下，无论是提单产、增效率，还
是减肥料、降成本，都需要靠农
机挖潜力。因此，还需要从加
大农机购置补贴、推进农机农
艺农田协调融合、强化农机社
会化服务等多方面着手，做好
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工作。

在希望的田野上，更多先进
农机纵横驰骋，定能为农业农
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王辉：以匠心成就技能
□记者 沈诗桥 王晗璐

在今年首批“新时代浙江工

匠”人才培育项目遴选结果中，舟

山市7412工厂冷镦车间螺栓组组

长王辉荣获“浙江省青年工匠”称

号。从业20年来，王辉勇于钻研、

敢于创新，用实际行动诠释“匠人

匠心”。

记者见到王辉时，他正在冷镦

车间内细心检查产品品质，并对生

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解

决。参与工厂一线工作14年的王

辉，精通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等

多种数控设备的操作，并每天花费

大量时间钻研高精度、高难度产品

的加工难题，为工厂提升生产效

率，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开拓创新。

2017 年 11 月，工厂接到一家

汽车企业的订单，提出原先冷镦工

艺生产的产品内花形状尺寸不足

以满足现有的装配扭矩要求，需要

立即改进。“当时时间很紧，负责这

一订单的王辉抓紧一切时间做各

种尝试，根本顾不上吃饭，最终在

规定的时间里做出了客户满意的

产品。”舟山市7412工厂冷镦车间

代理副主任丁舟挺回忆道。

除了抓生产，王辉还致力于

为企业培养技能人才。2020 年 4

月，王辉定海名匠工作室成立，他

将多年工作总结下来的技艺经验

无私传授给同事。至今，已培养

了 20余名徒弟，这些人大多数成

为了企业技术骨干、中坚力量，承

担着技术创新、攻克难题的重

任。“王辉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很全

面，一步一步从基础开始教，在他

的指导下，我们的技艺都有了一

定程度的提高。”舟山市7412工厂

冲压车间自动冲压组组长蔡晓敏

告诉记者。

好的设计、好的产品理念需要

技能型人才创新产品来实现产业

化。近年来，王辉参与了制造紧固

件径向标识加工装置的实用新型

专利，减少了生产工序，使冷镦一

次成型，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此

外，王辉还改进了部分打孔螺栓的

模具参数，使模具寿命得到极大的

提升，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4万余

元。

“我们要求配件间隙的精细度

做到半根头发丝的粗细，这就对产

品质量的品控要求很高，也对技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辉认为，一

名工匠最需要的是拥有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他要将自己的这份

“匠心”传承下去，为社会培养更多

的高技能人才。

多方联动 聚力攻坚
岑港街道跑出项目政策处理“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张艇 胡思佳
通讯员 杨若涵）甬舟铁路和甬舟

高速公路复线项目建设涉及岑港

辖区，岑港街道积极发挥辖区老党

员、老干部等力量，通过多方合

力、攻坚克难，推动项目政策处理

工作顺利开展。

连日来，册北村老党员贺友娣

和岑港街道册北政策处理组工作

人员走村入户，向征迁户们宣传相

关政策。现年62岁的贺友娣原是

册北村工作人员，参与过上世纪

80年代原自然村土地分配登记等

工作，具有一定政策处理工作经

验。由于此次册北村涉及土地征

收及坟墓迁移，时间紧、任务重，

贺友娣主动报名参与项目政策处

理工作。“以前我一直在村里做相

关工作，相对其他人来说情况了解

更多一些。我帮他们一户一户分

析情况，尽可能缩短征迁时间。”

贺友娣说，这两项工程是惠及舟山

发展的重要工程，作为一名党员，

她将积极发挥“余热”，助力项目

顺利推进。

在岑港街道，像贺友娣这样

发挥“余热”参与到项目一线政策

处理工作的党员还有 10余人，他

们凭借自身经验丰富、熟悉邻里

等优势，积极破解项目政策处理

中存在的难题。此外，岑港街道

还抽调了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干

部，纳入工作专班，助力项目推

进。倪海波就是其中一位，他曾

在涨次村工作多年，此次也参与

到项目政策处理工作中，自 8 月

底起，清晨上山丈量土地、清点苗

木，深夜复盘清点、资金测算等成

了他的工作常态。“最大难度是权

属不清，征迁起来也比较困难，但

还是通过各种努力，团结各方力

量，把工作进展下去。”倪海波和

组员们一次次的清点、测量，有效

保障了项目政策处理工作准确到

位，耐心细致的工作也获得了村民

们的认可。“山地很多人很久没

种，土地、树木因分不清楚归属会

有点争议。工作人员非常耐心细

致地给我们讲解，把有争议的问

题都妥善解决了。”涨次村村民项

师傅告诉记者。

据了解，甬舟铁路和甬舟高速

公路复线项目涉及岑港辖区土地

征收共 462 户、房屋征收 114 户。

截至目前，甬舟铁路项目涉及岑港

辖区的土地征收和房屋征收已经

全部完成签约，甬舟高速公路复线

项目涉及岑港辖区的房屋征收已

经完成95.7%，土地征收已经完成

98%。

“在征迁工作中，我们打造强

有力的‘甬舟铁路和高速复线’临

时党支部及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党

员先锋突击队，以党内带党外，牵

引村企结对，带动一批群众、企业共

同参与，激活项目党建‘红动能’。”

据岑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均介

绍，该街道将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

担当、凝聚合力，形成“比学赶超”的

氛围，同时积极探索“老带新”工作

模式，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

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以文化之笔绘就共富幸福画卷
本报讯（记者 刘攀攀 张金

璐 通讯员 贺如玥）今年以来，小

沙街道充分挖掘“小沙女”文化品

牌，依托“三毛故里—心忆空间”，

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助力农村

女性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不断

提升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

走进小沙街道庙桥村的“三

毛故里—心忆空间”，活动展示区

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掐丝珐琅手工

艺品。在工作区域，村民围坐在

桌前，用掐丝珐琅技艺制作以歌

曲《橄榄树》为灵感的橄榄枝书

签。现年50岁的村民方彩珍告诉

记者，原本她不知道掐丝珐琅技

艺，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和自己

的练习，如今她制作的手工作品

还可以销售给游客。“以前我在家

里就是带带孩子，闲下来也没什

么事，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我能

在家门口找点事做，一边了解三

毛文化，一边做手工增加点收入，

一举二得。”

据了解，“三毛故里—心忆空

间”除了作为培训平台为当地村

民提供技能培训的同时，还不断

致力于打造本土化的非遗文创产

品，助力文化品牌的创新和延

伸。目前，“三毛故里—心忆空

间”已先后吸纳辖区20余名女性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

“依托掐丝珐琅技艺这项非

遗文化，既能够实现女性为自己

和家庭增收，也能打响整个三毛

文化村的文化品牌。”据小沙街道

党建办工作人员徐沛昕介绍，为

了拓宽村民的手工艺品销路，街

道今后将积极探索“直播+非遗”

的模式，增加村民销售收入，带动

产业共富。

对露天焚烧说不
我区加大力度整治秸秆地草焚烧行为
本报讯（记者 王思圆 刘琪

琳 通讯员 乐静静）根据省、市相

关部署，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前结

合辖区实际，在全区范围内启动秋

冬季露天焚烧专项整治行动，切实

筑牢露天焚烧的“防火墙”。

在白泉镇毛洋周一带，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白泉执法分局执法人

员发现一农户在焚烧杂草，现场浓

烟滚滚。执法人员立即对该行为

进行制止，并协助扑灭火堆。“我们

采取每天定时定点的方式开展巡

查，发现此类行为多是烧地草为

主，并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该分局市容主管李斌说，目前总体

情况较好，该分局也将加大巡查力

度，重点对道路两侧、山边等区域

农田进行查看整治。

值得一提的是，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今年充分发挥定海区智慧

城管指挥中心和智能天眼预警平

台监测作用，系统识别抓取“疑似

烟火”进行自动报警，并由“智慧

城管”坐席员进行派单处理，确保

监测信息第一时间处置，实现露

天焚烧精准发现、即时推送、快速

处置的闭环管理。

据了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9月启动秋冬季露天焚烧专项整治

行动，为期三个月。此次行动以镇

（街道）中队（分局）为单位，分别划

定一般和重点整治区域进行常态

化巡查，对发现的露天焚烧秸秆

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对不听劝诫

的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以

100元至500元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