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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晓龙）“污水
终端和管网第三方能不能第一时间
来维修？ 能不能不要一修就谈钱？ 使
用寿命是不是更有保障了？ ”9 月 1
日，在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民生实
事项目”专题询问会上，湖镇镇的县
人大代表徐红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
式，就农村生活污水第二轮提标改造
工程的后续运维事宜，抛出了一连串
问题，犀利尖锐。

据悉， 此次询问会是我县首次采
用视联网形式，将会场搬上了“云端”。
会议现场连线了全县各乡镇（街道）的
市县人大代表、 部分乡镇人大代表以
及街道议事会成员等 500 余名代表参
加， 让省市县乡四级人大代表共同在
线监督。

询问会上，6 名人大代表和 4 名
人大常委会专工委成员， 聚焦民生事
实的推进情况， 关注百姓期盼解决的
堵点问题，直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小
事”。 在与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正面
交锋”中，代表们多次出现“连问”“追

问”，不留情面。代表问得认真，各部门
负责人也答得详细，一问一答之间，即
使隔着屏幕，“火药味”却丝毫未减。

“我提出的是家门口的交通问题。
会上县交通运输局、 公安局都给了答
复，也表示会重视处理。对于他们的计
划，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县人大代表朱
如明坦言， 希望多举办这样的询问会，
让政府部门能在面对老百姓呼声时“坐
不住”“等不起”。 县人大代表施维嘉就
说：“过去， 我们代表履职还是审议多，
当面询问少。有这么一个平台，就能掀
开之前隔在代表和部门之间的这道帘
子，让部门直面百姓的需求。 ”

如何才能让人大代表更好地监督
民生事实的落实情况？ 龙游县人大不
仅建立了“常委会领导 + 人大专（工）
委室 + 代表小组” 立体化监督机制，
实现了全方位督办。 还通过人大平台
亮晒 10 大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情况，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开展“人大代表 +
媒体记者”联合监督的方式，对 10 大
民生实事项目半年度进展情况进行明

察暗访、拍摄记录，打出了一套“云晾
晒”“云视察”“云询问” 全过程的跟踪
监督组合拳。

为推动高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
龙游县人大创新监督方式， 探索建立
了“常委会领导 + 人大专（工）委室 +
代表小组”立体化监督机制，形成监督
工作闭环。与此同时，还在“龙游通”人
大平台亮晒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
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做到了全过
程亮晒。 并开展“人大代表 + 媒体记
者”联合监督的方式，对十大民生实事
项目半年度进展情况进行明察暗访、
拍摄记录，实现了全镜头跟踪。

“民生实事项目不在于大、不在于
全，关键在于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解决好。 ” 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表
示， 创新监督方式主要目的是推动高
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希望未来县政
府、县人大能进一步通力合作、各尽其
责，社会各界能广泛参与，用心用力增
进民生福祉， 让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年
更比一年好。 ”

全方位督办 全过程亮晒 全镜头监督

县人大创新监督方式高效办好民生实事

◎走两江·看共富

记者 刘佳蓓

“今天中午已经有客人预定了 4
桌，我们要抓紧洗菜切菜了。 ” 近日，
在小南海镇团石村沿江公路边上的一
家农家乐里，店员们正在洗菜切菜，忙
得不亦乐乎， 为客人预定的饭菜做准
备工作。“生意挺好的，特别是周末，不
提前预定，临时过来的话会没位置。 ”
村民曹红萍乐呵道，“虽然也很忙很
累， 但在自己家里干活就有使不完的
劲儿，以前在外打工照顾不到家人，现
在赚得更多，还能和家人在一起，这就
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

这样的“幸福生活”是团石村老百
姓以前想象不到的。几年前，该村存在

“脏、乱、差”现象，村民生活极不便利。
从 2019 年开始，团石村紧抓党建治理
大花园，以“两江走廊”乡村振兴核心
区小南海片区建设为契机， 全力配合
沿江公路、沿江绿道的建设，通过两个
月的集中攻坚，将违建物全部“清零”。
目前， 新一轮的美丽庭院整治也正如
火如荼地开展着。

“风景好起来了，路上干净多了，
看到这样的变化， 大家都发自内心地
高兴。”团石村村民汪建清在晚上常带
着孩子来大樟树底下游玩。 团石村的
美丽变化， 让从小在村里长大的村民
尹小菊也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可以
说是翻天覆地，变美了！ 以前，连玩的
地方都没有，现在处处是风景。 ”

乘着诗画风光带小南海核心片区
建设的东风，2020 年， 小南海镇试水
搞活乡村“夜经济”，举办团石啤酒音

乐节，吸引了 15 万人次的游客量。 纷
至沓来的游客， 不仅为团石村增加了
人气，更带来无限商机。

在今年的迷辣音乐节期间， 不少
当地村民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摊位
经营红火、食客络绎不绝，村民们尝到
了音乐节带来的“甜头”。 村民龚卫艳
就是其中一员， 提起摆摊， 他一脸笑
意，“趁着这个音乐节， 我做了许多凉
拌的海鲜拿出来卖，生意很好，一晚上
能卖出近百份。 ”

音乐节带来的人流量拉动了团石
村的火爆“夜经济”。据不完全统计，当
晚的音乐节共吸引游客 3 万人次，带
动消费约 80 万元。“我们在团石未来
乡村欢聚一堂，举办迷辣音乐节，是我
县扎实推进‘龙游瀫’建设，点亮‘衢州
有礼’诗画风光带，构建幸福、美好未
来乡村的实际行动和具体实践。”小南
海镇党委书记应红峰表示。

近年来，作为“龙游瀫”建设主阵
地和“两江走廊”核心区，团石村每一
寸土地都散发着蓬勃生机。摩巡驿站、
骏和水上运动中心、花菇共富产业园、
山海协作产业园、 兰花国际博览园等
项目纷纷落地；灯光秀、两江会客厅、
大地艺术等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醉
美两江·夜秀团石湾成为“夜经济”的
招牌。“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魅力团石
与文化相融合， 打造龙游消费新名
片。 ”应红峰说。

【共富领头人】
小南海镇团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汪春茂： 团石村抓住建设

“两江走廊诗画风光带” 这个契机，把
沿江公路作为突破口， 将所有村庄的
围墙拆掉。 党员带头拆自家围墙，村

“两委”动员自己的亲戚一起拆，一共
拆了 547 户农户，拆后补绿化，建的村
庄特别美。我们还依托“山海协作”，搭
建了 2400 平方米的生产用房，让老百
姓橘子有地方放； 引进宁波镇海小番
茄，种植 40 余亩，产量高，价格高的小
番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下一步， 我们将建设第九批历史
文化重点村，把老街巷打造、产业融进
去，让老百姓真正实现在家门口赚钱，

“人人有事干，人人有钱赚”是最关键
的，努力带领全村人实现共同富裕。

【共富受益人】
小南海镇团石村村民 汪志香：以

前，我们村里的路面不整洁，车子也开
不进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村
里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产业， 可以说
是远近闻名的“脏、乱、差”。

现在可不一样了， 我们村现在是
“网红村”，村干部带头拆房子，每个村
民的家门口都弄得很整洁。 啤酒音乐
节、 迷辣音乐节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村
里做客， 我在江边开了一个小店生意
也还不错。现在村“两委”干劲很足，村
里也引进了这么多产业， 我好几个亲
戚都在花菇园和番茄基地打工， 在家
门口就能赚钱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我们村这么漂亮， 傍晚灯光亮起
来，吹着晚风十分很惬意。我觉得住在
团石村真的很幸福， 希望我们团石能
越来越好，百姓的生活能越来越红火，
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团石：“三差村”的蝶变

社区光伏助力绿色共富
本报讯 （通讯员 崔丽萍 王剑） 近日，国网

龙游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员工来到翠光未来
社区，对屋顶光伏设备进行巡检，排查安全隐患，
提高光伏发电可靠性，为市民做好用电保障工作。

今年以来，该公司积极行动，把清洁低碳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作为助力“绿色共富”的切入点
之一，结合提质增效工作，组织供电员工深入各乡
镇（街道），对光伏用户的线路、设备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对其运行情况进行义务上门“体检”，全面了
解光伏发电情况，并重点检查保护接地线，把好光
伏并网安全关、质量关，为分布式光伏用户提供良
好的发电条件。 与此同时，该公司主动对接分布式
光伏接网需求，接到用户的用电申请后，积极开展
上门服务，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一对一专项服务。

“目前社区里有 6 台光伏设备，晴天的时候一
天能发电 1000 度左右， 雨天的时候也有 100 多
度， 可充分供给街区公共自行车棚内充电及党群
服务中心自用，余量还出售给国网公司，既创造收
入补充运营，还减少碳排放，项目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显著。 ”翠光未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光伏
发电穹顶从接入使用至今已累计发电 3 万多度，
减少碳排放 25 吨左右，实现绿色环保、低碳高效。

下一步， 国网龙游县供电公司将积极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持续推进电网提档升级、服务提质增
效、用能绿色低碳，让越来越多的用户享受到光伏
发电带来的实惠。

推进抗旱灭虫保秋收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梓杰） 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召开全省抗旱灭虫除险保秋收视频会， 县农业
农村局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 我省把抗旱灭虫除险保秋收作为
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 进一步落实落细
工作措施，坚决打赢秋粮丰收和安全生产保卫战。

对照会议精神， 我县下步将突出安全生产和
抗旱保收“两手抓”。 一手抓好农业安全生产，紧盯
变型拖拉机整治、农机安全等重要领域，结合农业
作业重要节点，聚焦重要农业项目，扎实推进除险保
安“百日攻坚”行动，实现农业安全生产零事故。 另一
手抓好抗旱保收工作， 全县投入抗旱资金 500余万
元，用于水渠修复、应急抗旱工作组织等方面；组织
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统筹调配水资源，保障
农业生产用水；指导乡镇（街道）、农业种植主体加强
田间抗旱机井检修、灌溉渠道清淤、低压管道铺设和
高效节水设施建设等工作；安排农技专家，开展针对
性指导服务 70余次，通过“农技 110”、智慧粮脑等平
台发布植保信息、 病虫害预警提醒、 抗旱信息 20
余万条，尽最大努力降低干旱影响。

特种纸产业入围省级名单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振华） 近日，我县特种纸

产业成功入围全省第二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试
点县（市、区）创建培育名单，为全县主导产业高质
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我县作为全国最大特种纸产业集群所在地，
县域内造纸企业共有 80 余家，去年规上特种纸企
业产值达 114.67 亿元。所产壁纸原纸、烟用接装原
纸、装饰原纸、人造革离型原纸等材料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最高达到 65%。 我县结合特种纸产业中枢
应用的建设，为县内 26�家规上企业提供了一站式
数字化服务共计 258 次。 从数字基础应用到数字
孪生，从生产管理到能源管控，打通了企业“信息
孤岛”，并提炼出以能耗管理和生产管理为中心的

“8”类共性场景，结合“X”类个性场景，计划以
“8+x”模式，推动一批小型企业进行模块化数字化
转型，并在县域内进行复制推广。 目前项目已为企
业节约 300 余万元的数字化成本， 并为企业在能
耗、人力和设备等方面带来 1300 余万元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