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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美”乡村入画来

□记者 倪妮 郑震 文/摄

秋日的双桥街道紫微村依山

傍水、风景秀丽，自然生态的乡村

美景美如画卷，令人流连忘返。“村

里的路宽了、景色美了、游客来了、

产业有了，我们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咯！”村民王德元见证了近几年紫

微村的变化，也享受着村里发展带

来的红利。

紫微村背靠狭门水库，有着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在实施

“暖岙”文化生态旅游共富工程的

过程中，该村以水为脉，造就了集

休闲度假、乡村旅游、乐水体验为

特色的水美乡村。随着东海百里

文廊的全线开通，紫微村更是走

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共富共美

之路，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

收”。

“生态”带来生机勃勃新气象

沿着东海百里文廊驱车前往

紫微村，行至东西快速路双桥出口

处，映入眼帘的便是村子去年建成

的紫微庄休闲驿站。放眼望去，驿

站内潺潺流水浸润着农田，与周边

干净整齐的农房拼成了一幅天然

的田园画卷。“我们村这两年变化

可大了，原来这里是块荒地，现在

你看，变成了共富农田，那边是游

客服务中心……”现年 68 岁的王

德元成了村子的“代言人”，遇上游

客总会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村里的

发展。

作为村里的老人，王德元依

然记得两年前紫微村的景象：闲

置的农房和荒地，溪水中漂浮的

垃圾……在王德元的记忆中，“脏

乱差”的人居环境不仅影响着村

民生活，也制约着村子的发展。

再加上这些年村民靠种地、养殖

为生，收入微薄，村里的年轻人大

多离开村庄，外出打工，村子逐渐

萧疏落寞。

去年，定海启动“暖岙”文化生

态旅游共富工程，紫微村积极响

应，首先向村子“脏乱差”面貌“宣

战”。溪水清污、农房改造、基础设

施拓展……一系列举措相继推出，

村里的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开始

变样。“村民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变

化，逐渐改掉了乱丢垃圾等不文明

习惯，都想着怎样把村子的好景色

延续下去。”紫微村村委副主任邵

瑞发说，“一键美颜”人居环境的同

时，紫微村还不断健全人居环境长

效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

强化督查指导，巩固整治成效，由

“片刻美”向“持久美”转变。

乡村要留住人，不仅要有靓丽

的外在颜值，还要有丰富的内涵。

借助东海百里文廊，村子在民俗、民

风上做足文章，展示当地深厚的历

史文化的同时，打造了具有紫微辨

识度的文化IP，释放乡村活力，让碧

水青山与人文素养有效融合，成为乡

村聚集人气的一个重要法宝。

如今，走进木偶戏展陈馆，可

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布袋

木偶戏“十指能演百态情，一口道

尽人间事”的精妙之处，村里打造

的各类铜像，讲述着“两黄故里”的

人文底蕴。越往村子里走，槐花

井、徐公桥、老樟树等古井、古桥、

古树都在述说着紫微村的历史沉

淀和无穷魅力。

“旅游”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穿过非遗宽窄巷子往村子里

走，一路可见白墙青瓦的农房错落

有致，溪流清澈见底，水中石块若

隐若现，景色颇为美妙。行至村

中，隐约可听到嬉戏的人声。寻声

而去，便看到不少孩子在溪中戏

水、捞鱼。

市民余超约着三五好友驾车而

来，颇有情调地在溪边支起了帐篷，

架起餐桌，端上茶水点心，与好友体

验了一番沉浸式“溪流野餐”。见记

者来访，余超兴致颇高地邀请记者

一同下水体验。

【编者按】

去年以来，定海以深化“千万
工程”为牵引，创新实施“暖岙”文
化生态旅游共富工程。眼下，全
长 100.5 公里的东海百里文廊串
联起 31 个村（社区），把满满的获
得感、稳稳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
户，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
画卷在定海大地上徐徐铺展。今
起，“定小融”带大家走进文廊沿
线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乡村，感受
城乡深度融合、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的蓬勃气息。

①

签约率3个“100%”
白泉跑出重大项目政策处理“加速度”

□记 者 陆晗瑜 张艇
通讯员 王思涵

S308 舟山本岛环岛公路白泉

至三官堂公路（以下简称“南环

线”）白泉段是舟山南环快速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绘就舟山本岛

“一环四横六纵”骨架路网建设蓝

图的关键一笔。今年9月初，南环

线白泉段政策处理工作按下启动

键，南环快速路项目政策处理专班

全体成员、党员和村民凝心聚力、

埋头苦干，奋战30天实现了房屋、

土地、坟墓签约率3个100％，跑出

了重大项目政策处理的“白泉速

度”。

“我们的队伍要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257亩、207户、11幢、55座……”

回顾南环线白泉段红线范围内需

要进行政策处理工作的内容，一串

串数字跃然纸上。这些数字不仅

代表着南环线白泉段政策处理工

作的成果，更是与所有被征收户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如何才能顺

利走好南环线白泉段政策处理工

作的“第一步”？用潮面村党总支

书记潘明光的话来讲：我们有一支

专业的队伍，以及全体村干部、村

民们的共同参与。

据了解，南环线白泉段红线范

围内主要涉及潮面村和皋泄村，为

统筹谋划，白泉镇第一时间成立南

环快速路项目政策处理工作专班，

下设综合协调、土地报批、维稳保

障及皋泄村、潮面村5个专项工作

组，并从全镇精心选派 20余名经

验丰富、业务熟练、协调能力强的

老党员、中层骨干和年轻干部充实

专班队伍，与村干部上下联动组建

政策处理攻坚力量。“年轻的工作

人员适合上门走访，他们更加亲

切，而老党员、老同志们对土地的

归属与划分更有经验。”潮面村党

总支书记潘明光说，确定工作任务

以后，潮面村立即对红线范围进行

评估、测绘，并依次开展核对、签约

等一系列工作。

潮面村在南环线白泉段内的

土地有上百亩，由于土地之间较

为零散，而农户众多，前期的土地

测量工作尤为重要。“我们的队伍

要到现场去才能解决问题，更好

地为村民服务。”潮面村村委会副

主任洪勇是前期参与土地测量工

作的一员，每天早上 7时左右，他

就带领团队实地开展土地排摸工

作，他在工作中发现，红线外面的

边角地和夹心地容易出现纠纷矛

盾。曾有一户村民家中有三分土

地，征用了两分，但是最后一分已

经无法再种植农作物了，导致该

村民非常抗拒签约。洪勇等人按

科学比例划分，耐心劝解村民，最

后顺利消除了村民的疑虑，完成

了签约。在洪勇看来，只有深入

现场，根据实际情况与被征迁户

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才能更好

地为群众服务。

“30天里每天都是工作日”

在南环线白泉段政策处理工

作中，政策处理组工作人员严伟娟

主要负责房屋拆迁等工作。自今

年9月初清点排查工作开展以来，

严伟娟一直带领测绘与评估人员

上山下田。“9月还比较热，她当时

连续上山好几天，天天都在大太阳

底下晒着。”皋泄村党委书记苏明

英犹记得，严伟娟出现中暑症状后

依旧坚持工作的场景，“当时清苗

数量大，但她在现场勘测工作结束

后又立即进入了入户签约的工作

当中，即使休息间隙，她也不忘与

其他工作人员及时对接工作进

度。”

而像严伟娟这样的工作人员，

在政策处理工作组里比比皆是。

由于皋泄村从事五匠行业者较多，

白天村民们都需要外出工作，因此

工作人员利用白天收集资料，晚上

下班时间进行入户签约。有些被

征收户在外地工作，刚好中秋国庆

假期回来，工作人员便抓紧时间上

门开展工作。

在“南环复线政策处理”工作

群里，记录着皋泄村征迁工作的点

点滴滴。“房屋确权数据还没出，我

明天去催”、“土黄山还有 8 户没

签”……9 月 24 日晚上 8 时许，群

里如往常一般持续刷新着工作消

息，此时，一条消息的出现瞬间让

群里“沸腾”了起来。“已知的坟墓

已经全部签约！”这个好消息振奋

了所有人员，也成为了征迁工作开

展以来的一处闪光瞬间。

“这30天里，对于我们工作组

全体成员来说，每天都是工作日，

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动项目

加速落地建设。”苏明英告诉记者，

这支队伍中有70余岁的老党员老

干部，也有90后的年轻成员，正是

他们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

了南环线白泉段政策处理工作全

面完成，成为了南环线白泉段建设

的强大支柱。

“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在政策处理过程中，有许多难

点、问题点，其中一个缘由便是家

家户户有着不同诉求。为更好地

服务征迁户，为群众答疑解惑，白

泉镇联合司法所、国土所等相关职

能部门，开设征迁服务咨询台、信

访接待处等，搭建平台帮助群众答

疑解惑。同时聘请律师参与调处，

为来访群众提供专业政策解读、法

律咨询、矛盾调处等“一站式”服

务。

皋泄村的“一站式”定点接访

设立在村内的“共享法庭”，村里有

位村民原户主已经过世，其子女因

为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当时很

难开展思想工作。“虽说家务事很

难由外人去劝解，但南环线白泉段

政策处理工作等不起。”于是，政策

处理组工作人员邀请了相关法律

专家，以及调委会的工作人员多次

上门耐心劝导，最终顺利完成征迁

工作。

10月4日，随着最后一户被征

收户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上签

字，南环线白泉段红线范围所涉土

地257亩、农户207户、房屋11户、

坟墓 55 座全部完成政策处理工

作。目前，潮面村正在对征迁坟墓

实行生态公墓安葬，并不定期巡查

红线范围内的树木，防止有些名贵

的树木受到迁移。皋泄村将根据

整条南环线的线型，做好村道、河

道等工作。

“政策处理工作虽然结束了，

但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会

落实各项制度，把工作做得更加完

善，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潮

面村党总支书记潘明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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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要求浙江在以科技
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这对浙江推进科技
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

科技创新，是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早在
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把“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纳入“八八战略”重要内容。近年来，总书记反复
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关键，要求突破“卡脖子”问题。此次考察，总书记明确
提出“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具体要求。各级各
部门务必紧扣总书记的“点题”，殚精竭虑以谋之、勇往
直前以赴之，一体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省，为中国早日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浙江贡献。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浙江初步建立起西
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国家实验
室实现零突破，但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仍然相对薄弱。强
化战略科技力量主平台是关键。要深入实施“315”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做强科技创新的“尖刀连”。加强基
础科研是方向。要走出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浙江
路径，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凝聚各方合力，加强原始创
新，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力求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
重大科技项目有效突破。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是重点。
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激活民企体制机制优势，推动
产学研用一体化，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不断加快育才聚才进度。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
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多个城市人才净流入
率名列全国前茅。新发展形势和竞争格局下，人才地
位日益突出。惟有紧扣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目标定位，
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快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才能把浙江打造成为各类人才向往
的科创高地。人才招揽来了、培养成了，还要让其愿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这就要求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优化人才生态，充分释放人才的热情和才智，让人
才在创业创新中实现人生价值。

健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
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
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科技创新要朝着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力。根据省委部
署，浙江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
攻方向，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各地要着力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
程”，推进“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培育更多“链主”
企业，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枢纽作用。

坚定推动发展绿色转型。无论是实现双碳目标还
是推动绿色发展，都需要强大科技支撑。浙江正在实施
81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行动计划，各地要以此为牵引，完
善科技支撑体系，倒逼传统产业生态化改造，加快新型
生态产业发展，打造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之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抓住关键领域、盯牢重点环节，咬紧牙关、久久
为功，众志成城、攻破楼兰，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擘
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
章将因科技创新而别开生面。

（转自《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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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做好粮食“守护者”

□记者 韩地枰 刘琪琳

连日来，在位于舟山粮食产

业园的浙江省舟山储备中转粮

库，粮库粮食储备团队按照既定

粮食出运的任务，确保每天将

2000 余吨粮食装车运往各地，该

团队仓储部、中转业务部、中控室

等各处配合井然有序。

浙江省舟山储备中转粮库是

我区主要粮食储备中转库之一，

也是目前全省仓容最大、仓型最

丰富的粮食储备中转库，承担着

省级储备粮储存和粮食中转的重

任。按照省委、市委关于推进建

设舟山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的发

展要求，近年来，定海致力打造粮

食中转、仓储、交易、精深加工的

粮食全产业链。浙江省舟山储备

中转粮库趁势而为，对粮食储运

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

科学储粮。今年上半年该粮库实

现安全储粮约30万吨，粮食吞吐

量76万吨，较去年同期提升47%。

走进该粮库粮食筒仓区域，

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仓库内，

粮库保管员在对粮食进行检查，

由于舟山库临海，空气潮湿，台风

等极端天气多发，需要他们时刻

关注粮库的温度、湿度等条件。

“照顾小麦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粮库保管员王彬丞说，夏天给小

麦吹空调，冬天给粮堆“盖被子”，

还要对粮库进行通风和除湿。

记者了解到，粮库内的小麦

每5年轮换一次，为保证质量，小

麦在进仓、满仓、出仓等环节需要

进行品质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水

分、杂质、色泽、面筋吸水率等，有

一项数据不达标小麦就不合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日常的抽检

和一年两次的普检，确保储存的

粮食品质优良。”该粮库中转业务

部经理朱挺辉说，粮库借助“浙江

粮仓”信息化监管平台，积极提升

储备粮数字化监管水平，深度融

合信息技术与粮食业务，实现粮

食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为确保储粮质量，粮库还对

粮食筒仓进行绿色储粮技改，全

面应用储粮新技术，自动化升级

储粮温度和通风措施，并采用自

动化加定期人工筛查的方式进行

粮食虫筛，通过一系列科学储粮

技术与措施的综合运用，绿色生

态储粮取得明显成效。

无论是设备还是技术，都离

不开人的操作。在中控室内，工

作人员在详细地做各项记录，“几

时几分进仓、几时几分卸货”，而

电脑显示屏上各仓位的存储情况

一目了然。“可以看到哪些满了，

哪些空着，这样轮船到货就可以

及时安排进仓存储。”科学化的管

理制度，让这里每个人的工作都

井井有条。

探索创新，爱库如家……这

样一支优秀团队以严谨的姿态做

好粮食的“守护者”，见证并推动

着粮库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