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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你好，这个菜帮
我打少点，饭也带少一些，吃多
少装多少……”近日，一则关于
北苑街道人大工委通过公益短
视频，积极呼吁广大市民拒绝

“舌尖上的浪费”，频频在微信
朋友圈传播。

《拒绝浪费，文明用餐新风
尚》是一段原创的公益性质短
视频，由北苑街道人大工委发
起制作，旨在通过人大代表宣
传倡议，发动群众主动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争做文明义乌人。
公益短视频中，人大代表们发

出践行节约倡议，充分发挥代
表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做文
明餐桌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
者，勤俭节约的宣传员，积极践
行光盘行动，为全社会提倡“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贡献人大力量。

“用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在
潜移默化中让市民养成文明习
惯。”北苑街道人大工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代表们以身作
则，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
作用，监督餐饮浪费行为，提
出意见和建议，以自身的示范
行动带动更多人践行勤俭节
约的新风尚。

公益短视频 倡导新风尚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楼道整洁要维
护，靠右上下畅通途，随手不扔
废弃物，要记住……”9月3日，
北苑街道崇德社区留雅小区传
来一声声“三句半”。留雅妇女
志愿者服务队走街串巷，开展
文明宣传，全力助推文明城市
创建。

“我们不仅要求自己将文
明生活方式落到实处，还利用

朗朗上口的‘三句半’将文明城
市知识‘唱’进大家的心坎里。”
这群志愿者们表示，“三句半”
内容从不乱扔垃圾、不乱搭乱
晒、养狗文明等居民日常生活
小事入手，让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文明创建，形成社区新风尚。

据悉，留雅妇女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于2018年，定期开展文
明宣传引导、文明秩序维护、卫
生保洁等志愿服务活动，以热情
的志愿服务展现“她”力量。

声声“三句半”唱响文明歌
崇德社区妇女志愿者助力文明创建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9 月 5 日上午 10
点半左右，在市区江东中路与
义东路岔口，待行人穿过斑马线
后，一辆出租车自西向东驶过斑
马线，平稳地停在岔口东约50
米处。出租车司机下车打开后备
厢，取出行李箱交到女乘客手
中。在一句“慢走，欢迎下次乘
车”的礼貌用语中，这位女乘客
愉快地结束了此次乘车。

去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采
访，记者也坐上了这辆出租车。
这位中年男司机微笑着问：“你
好，请问去哪儿？”知道了目的地，
他轻快地发动出租车汇入车流，
车速快而平稳，途中停车、起步
不疾不徐，避让、超车行云流水。

“我们出租车司机也是创
建的一分子，要争当文明使
者。”万方出租车公司驾驶员陈
师傅说。据陈师傅介绍，在我市
创建期间，市运管局、出租车公
司对从事出租车驾驶人员定期
进行上课培训，文明营运的同
时也肩负起了创建宣传员的职

责。“外地乘客坐车的时候，我
们都会向他们介绍我市的创建
情况和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让
他们了解义乌。”陈师傅说。

据悉，从我市启动创建工
作以来，除了每天联合各出租车
公司负责人上路检查出租车车
容车貌、文明服务情况外，市交
通局还成立文明创建督察组对
出租车进行实地暗访，每天抽
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整改。

作为窗口服务行业，出租
车每天流动在城区的大街小
巷，服务本地居民和八方来客。
从一定程度上说，出租车形象
的好坏与城市形象密切相关。
在生活中，每一辆出租车都应
当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每一
位出租车司机都应当是一名合
格的文明使者。市运管局出租
科科长告诉记者，从司机着装
到车容车貌，从礼貌用语到文
明行车等，都有明确要求，从今
年 5 月开始，运管部门每月对
2200 多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专
题教育培训，为提高出租车司
机文明素养打好基础。

出租车司机
变身“文明使者”

我市环境集团为一线环卫工
人制作了新式环卫工作服，1800
名环卫工人从9月1日起统一换
装上岗。此次新工作服统一工种、

统一标准、统一编号，充分考虑环
卫工人户外作业的特殊性，讲究
安全性和舒适性，突出设计感。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供图

环卫工人统一换装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义亭镇全村村位于姑塘工业区
块附近，因为村里的地理位置优势，
近年来吸引着许多外来租客。据了
解，全村现有人口共 2887 人，而外来
人口就有 3455 人。出租屋密集、人员
结构复杂和流动性较强，增加了全
村村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难度。

针对这一问题，7 月底在义亭

镇政府的推动下，全村村正式开启
农村生活垃圾“两定四分”分类模
式。走进全村村，可以很明显地看
到 5 个崭新的垃圾分类投放亭，这
是村里刚投入使用的“两定四分”
投放点。每个亭内整齐摆放着绿、
灰、蓝、红 4 种颜色的垃圾桶，并在
侧面设计了水龙头和水槽，垃圾桶
的上方贴着垃圾分类投放宣传引导
资料。新颖又干净的投放亭，让村

里垃圾分类这件“麻烦事”变成“简单
事”，使村民参与垃圾分类从“烦心
事”变成“开心事”。

附近村民表示，现在大家都很愿
意参与垃圾分类工作，但是刚开始并
不能确保每种垃圾都能准确投放。因
此在全村，每个点位均配备了专职的
垃圾分类监督员，指导、监督居民准
确投放垃圾，纠正乱扔垃圾的不文明
行为，使村民都能准确投放垃圾。

村里撤除了原有的垃圾桶，由小
桶改为现在固定的“两定四分”垃圾
投放点，撤桶并点后村民统一到集中
投放点投放垃圾，养成了自觉准确投
放垃圾的好习惯。与此同时，点位监
督员、志愿者在垃圾投放高峰时间开
展督导，向村民及租户发放宣传单，
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经过一段时
间的运行，全村村整体垃圾分类率有
了较大提升。

垃圾分类“麻烦事”人人参与难变易

除了物质上的富足，七一村
的小康变化还体现在村民对村庄
建设发展的参与上。在七一村党
建楼，何德兴从架子上拿下一个
盒子，里面装着2018年至2020年
连续三年村里“两问大家访”的原
始材料，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位村
民的“心愿”。

在何德兴看来，“两问大家
访”制度的实施，让村一级的民生
实事更贴近百姓需求，也让一些

“民生小事”在梳理后得到关注和

解决，提升了村民在村庄建设上
的参与度，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在 2020 年的“两问大家访”
清单中，“生态园改造提升”获得
了 155 票，被列入 2020 年七一村
十大民生实事。村民们希望在新
的一年中，可以看到生态园的新
变化。

经过多年发展，七一村集体
资产已达8.9亿元，人均年纯收入
从 1997 年的 3700 元增至 60000
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思路代表出路，怎么谋划村里
的出路靠的是我们干部，干部要把
村庄当成自己的企业去千方百计地
谋划。”何德兴说，村两委只要对农
村有好的发展思路，老百姓就会跟
着这个思路走。

接下来，七一村将以翻篇归零
的姿态，按照更高的标准再探索、再
创新、再实践，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使全村村民共享发展成果，让村民
共享更多的改革红利，共同奔向小
康生活。

认领“微心愿”，争当圆梦人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城西街道七一村，这个与党的
生日同名的村庄，近年来蜚声中外。

每到傍晚，七一村主街的东河
老牌肉饼店总是热闹非凡，一波又
一波的食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就为
了尝一口“东河肉饼”。夜幕降临，宽
敞的广场上灯光璀璨，清风徐徐，歌
舞阵阵，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
农村景象。

七一村荣誉连连，先后获得“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巾帼示范
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五
四红旗团支部”“全国妇联基层组织
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
村”“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文化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

城西街道七一村两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带领村民走上康庄大道——

乡村绽放“幸福花”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
七一村是原东河乡政府所

在地，空间拥挤，村民居住条件
差，许多房屋破旧不堪。“从老百
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为民解
难题，为民办实事。一开始，村两
委就把旧村改造作为改善群众
生活和提高幸福指数的头等大
事。2002 年，七一村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主
动让位，启动旧村改造。同时
采取投标选位的方法来分配
新房，收取的选位费则用来兴
建综合市场，改善村里的基础
设施条件。

同年，在村中心建起了占
地6000平方米的“东河综合市
场”，年底就投入使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的
“东河综合市场”已经不能满足
需要，2018 年，七一村对市场
进行了全面提升改造，分上下
两层，目前仅市场收入每年就
高达500多万元。

村集体增收的同时，村民
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村民何菊仙算了一笔账，
过去旧房单间租金每月不到50
元，因为房子旧，配套设施跟不
上，租客也少。自从旧改后，现
在村里的新房不但求租者多，
而且单间租金涨到了每月300

元，36平方米的店面一年租金要5-6万元。
“2000年，七一村只有一条石子路，我

每次将仿真花运到市区，一路小心翼翼地
避过路上数不清的坑坑洼洼。”何菊仙说，
如今家家户户门前都铺上了水泥路，好走
又干净。“现在将生意交给子女管理了，自
己在家带带孙子，管理一下农村的房子。”

经过村两委干部的几年努力，七一村
绝大多数农户都圆了住洋房的梦。而七一
村也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了从“脏乱差”
到“生态宜居”的完美蝶变。

党建是灵魂。很多“先进村”
都是昙花一现，而七一村这么多
年一直光辉闪耀，鲜红的党旗不
但没有“褪色”，而且连年“添彩增
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建工作
常抓不懈。义乌站、马德里站……
七一村农业生态园里，游客可以
搭乘“先锋号”游览小火车，抵达
每一片特色作物种植区，每个区
都以中欧班列所经城市命名。这
个占地460亩，集党建教育、休闲
旅游、绿色农产品生产、花卉观
赏、湿地生态于一体的农业生态

园，是七一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
模式。

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七一
村干部别出心裁，在园内原有农
业休闲观光项目的基础上，每年
引入十个项目，比如天空之境、
水上乐园、灯光秀等主题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从而带动农村
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据七一村党委书记何德兴介

绍，农业生态园引入的每个项目差
不多每年有 40 万元营业额，其中
20—30万元归村里建设资金，那年
最火爆的“灯光秀”仅国庆七天时
间门票加火车票营业额就高达480
万元。

“从 2016 年开始，我就在生态
园开观光小火车，该项目刚开放时
人流量很大，76个座位的小火车几
乎每次都爆满！”54 岁的何恃大告
诉记者。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是根本

为从严管理党员，七一村党
委增设了党员管理十二条“红
线”。

2016年以来，对每位农村党
员的日常行为进行记分。凡出现
一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行为，就
相应地扣除分值。记分达到 6 分
的，由党支部通知提醒，记分达到
9分的，由党支部进行警示谈话，
记分达到12分的，作为不合格党
员处置。

“以往党员到会率不高，老百
姓也不太清楚哪位是党员、哪位
党员更优秀。”何德兴表示，“十二
分制”的实行，有效对接了党员先
锋指数考评和不合格党员“红线”

管理机制，为每位党员带上了“紧
箍”，在倒逼党员严肃组织纪律、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不合格党员
处置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打破
了党员身份的“终身制”，促进了
乡风民风的改善。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村民失
地保险问题，村两委干部还为每
个村民交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

“党好啊，现在的我很知足，
每个月跟上班族一样有钱领。”谈
起现在的富裕生活，83岁的老人
何恃熊笑着说，“我自己每个月的
养老金都花不完，国家政策好，让

我们这些老人可以安享晚年。”
据介绍，如今在七一村，每年过

年，每位村民都有 1800 元的过节
费；每年重阳节，老人男60周岁、女
55周岁都可以享受到村里的福利。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
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这些朴素
的道理在七一村两委身上得到了
很好印证。多年来，村两委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脚踏实地，一步一个
脚印带领村民走上康庄大道。“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切
实把握人民群众最广泛最关切的
利益诉求，是我们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重要保证。”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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