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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90后”挑大梁 产品变时尚

我市非遗创新更有“年轻范”
》》》详见A02版

农村公路
美如画

■“精耕细作，精雕细琢，一年一个样”——三赴前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合作区
建设把脉定向
■“深化深港合作，相互借助、相得益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前海因深港
合作而生、因深港携手而兴
■“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前
海为改革开放探路、蓄力再出发

记者 宁 杰

本报讯 9月 8日上午，在吴兴
区八里店镇西山社区北区二期，电
动车集中充电站正在紧张施工。“从
党员楼道长和家园志愿者意见征集
情况获悉，居民希望电动车充电能
更方便，我们就动手了。”物业管家
王三喜说。

西山社区北区二期是安置小
区，曾经在物业管理方面有着不少
短板：地下公共停车位被抢占、楼
道堆放生活垃圾等现象曾一直困扰
着他们……如今，随着“美丽小
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这样的景象
正在家园支部率领的红色业委会和
红色物业努力下逐渐消失。“有问题
就找‘党员好邻居’，看着小区环境
不断变好，我们心里也越来越美
了。”小区业主凌东云高兴地说。

西山社区北区二期的美丽转
变，是全市加快推进“美丽小区”

“美丽街巷”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
以来，我市以“两美”创建百日攻
坚为抓手，根据“十美”“八景”标
准，积极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德治、
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的小区现
代治理体系，以及“以人为本”“一
体统筹”的街巷治理方式。

为此，各地纷纷组建工作专
班，按照“一区一品”“一街一景”
要求，整合公安、民政、建设等多
方力量，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
动，在抓好“三服务、四安全、五
要素、六洁净”的过程中，不断提
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截至目前，全市“美丽小区”工作
总体推进进度64.28%、“美丽街巷”
工作总体推进进度62.35%，查处各
类违法行为982起，解决突出问题
568个，全市品牌小区、特色街巷屡
屡涌现。

在长兴县洪桥镇“美丽街巷”
滨河路上，水清景美的白鹭岛生态
公园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
处。健康散步道引入运动元素，成
为居民卡路里消耗“计算器”；宠物
粪便搜集箱免费提供拾便纸与拾便
袋，方便爱宠人士带宠遛弯……“7
月底，我们向沿街50余户商家和附
近居民发放了共 150份调查问卷，
将街区整改的选择权和主动权交到

老百姓手中，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
所有改建任务，为创建生态指引下
的绿色街道奠定基础。”长兴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洪桥中队中队长郝秋
洁说。

“‘两美’创建，既是市委‘美丽
提标争先战’的工作内容，也是2021
年必须完成的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说，接下来将把“两美”创建作
为率先打造湖州“无差别城乡”，加
快建设共同富裕绿色样本的重要支
撑，在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针对盲区短板精准开展专项集
中整治，力争到 10月底实现基层

“两美”创建任务基本完成。

把美丽注入城市“细胞”
全市“两美”创建总体进度过半，解决突出问题568个

近日，汽车行驶在长兴县夹浦
镇塘路，道路两旁水杉遍布，风景
如画。据悉，塘路是连接丁家渚自
然村和夹浦双港自然村的重要通
道，全长约2.5公里。

通讯员 陈海伟 摄

记者 李则名

本报讯 执法队员街面巡查实
况直播、26 个区级部门协同办
公、湖州主城区所有执法场景一
屏同管……日前，记者从吴兴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历时9个月研
发测试的“吴兴执法协同指挥应用
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营。“这标志着
吴兴数字执法步入‘2.0时代’，一
张网直接办理5000余项执法事项的
智慧执法格局实现了重塑。”该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
在最近开展的一次燃气经营场

所暗访检查过程中，吴兴区通过该
系统直接确定了“经营许可证是否
有效”“有无安装金属防护门”“反
恐防爆物品是否齐全”等18项通用
检查事项，参与这次检查的9个区级
部门工作人员在同一时间分别收到
了相应任务，有效避免了“多头重
复检查”。

“城市管理工作面大量广，各类
执法事项分属不同部门，很难由某

一具体部门牵头管理。”吴兴区委改
革办副主任潘迪介绍，“吴兴执法协
同指挥应用系统”归纳了每个部门
的执法检查场景，同时自动匹配了
该场景下涉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事
项，打通了横跨政府部门协同执法
的壁垒，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可
以减少27%的执法辅助人员。

举例来说，吴兴区某部门在系
统中发起一项执法任务后，系统就
会自动匹配涉及该任务的所有相关
责任部门，对任务进行“一次联合
检查、处置所有问题”。此外，高新
区、各乡镇街道在处置诸如违法建
筑、环境污染等痛点难点问题时，
也可以在平台发起任务申请，进行
协同处理。

为了把数字化改革的触角延伸
至城市管理各个领域，吴兴区专门
创新设置了新的执法评价机制，由
系统对各执法单位在信息接收、分
流交办、执行处置、回复反馈各环
节进行全过程留痕打分，最终形成
评价分析数据。

“执法检查的所有过程会通过
执法记录仪进入系统数据库形成分
析报告，作为部门和人员考核的奖
惩依据。”吴兴区委改革办主要负
责人介绍，结合效果导向和需求导
向，“吴兴执法协同指挥应用系
统”紧盯问题易发、高发点，实现
了“一键发起—自动派发—处置反
馈—评价打分—数据分析”的全闭
环处理。

吴兴数字执法跑进“2.0时代”

一张网可办5000余项执法事项

记者 廖莹 陆晓芬 通讯员 沈宇翔

本报讯 一架无人机按路线低空
飞行，一阵阵“雨丝”飘落在稻田
上。这是近日德清县新安镇下舍村
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的一幕。1300
多亩水稻田，2架无人机3天就按规
划完成了农药喷洒任务。“以前4个
人一天撒 70亩，现在用上了无人
机，这效率没得比，真是省时又省
力。”种粮大户沈炳水笑着说。

这些飞行在稻田上空的无人机
来自德清县先锋农机专业合作社。
眼下，正是晚稻病虫害防控的关键
阶段，合作社里的13架大型无人机
正在全县各地为种粮户进行农药喷
洒作业，成为德清农业现代化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德清县在智能科技赋能农业生

产方面，多年来一直先行先试、走
在前列。目前，德清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综合评价已实现全省“六连
冠”，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连
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

“我们通过合作社的方式为农户
提供无人机播种、农药喷洒等一系
列服务。”合作社理事长费颖儿告诉
记者，鉴于机械设备对农户来说成
本较高，2017年先锋农机专业合作
社应运而生。该合作社现有农机具
330台套，其中包括植保（播撒）无
人机、机动喷雾机、农用北斗终端
和粮食烘干机等，2020年农机作业
面积18.6万亩。

近几年，通过“互联网+农机作
业”和“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
务”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推广，先锋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能力
大幅提升。“我们的植保飞防服务队
日作业能力达2000亩，飞防作业效
率高、成本低、效果优。单单水
稻，从播种到收获，通过机械化服
务，每亩可节省成本约100元。”费
颖儿自豪地说，在前不久召开的全
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合作社
作为先进典型受到了表彰。

除了提供社会化服务，德清也
鼓励种粮大户自行购买机械化设
备。在购机补贴的基础上，再由县
财政补贴50%购机费用。“从播种到
收割，用得上的大型机械设备我这

里都有。”新市镇蔡界村种粮大户朱
建国告诉记者，他种了约3000亩水
稻，管理人员仅十几人，种植机械
化后人员减少约 70%，成本降低
60%。

如今，德清县水稻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90.16%，农业科技贡献
率达68%。该县还充分利用地理信
息小镇的优势，综合运用“德清一
号”遥感卫星、无人机遥感及图像
识别技术等，实现了全县粮食生产
功能区的田块测算、作物识别、长
势监控等功能。德清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数字化提
升，今年以来，全县农企用工成本
降低43%，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40%以上。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硬核力
今年以来，德清农企用工成本降低43%，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40%以上

记者 徐 虹

本报讯“解纷码确实方便，扫描填一下申
请还真就有法官来帮忙调解，我也不想因为一
点点家庭琐事和家人对簿公堂。”近日，签完
和解协议，德清县雷甸镇的小张如释重负。一
家人经过德清县人民法院雷甸法庭村巷法官的
调解，终于把一起难断的家务事通过签订家庭
和解协议书的方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
法”，能帮助解决问题，这得益于我市政法系
统推出的“解纷码”，即线上矛调中心。今
年，为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
在基层，我市全面推广打造线上矛调中心，为
群众提供线上解纷服务，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见
底、诉源治理工作成效。

“老百姓有了纠纷，只要扫一扫‘解纷
码’，就能上报需调处化解的矛盾纠纷事项，
随后平台就会进行智能分案，并生成一案一
码。”市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处副处长沈帆
告诉记者，平台会自动根据矛盾事项的辖区和
案由来匹配调解组织，类型化纠纷到专业调解
委员会、民事纠纷下沉到村社一级、商事纠纷
下沉到镇一级，解决部门责任不清、解纷资源
分散的问题。据了解，线上矛调中心是一个完
整的纠纷共治体系，充分发挥联村法官、基层
调解人员和网格员的职能作用，运用智能咨
询、视频调解、语音识别、调解笔录自动生成
等线上调解功能，实现提前介入调处、送达、
执行的高效便捷。

据介绍，当事人通过“解纷码”在线反映
纠纷事项后，可以自主选择线上调解或者线下
矛调中心处理。当事人选择线上调解的，平台
将根据纠纷发生地、管辖地等因素，智能流转
至属地的调解机构，由调解员通过视频等方式
组织当事双方线上开展调解，并在线签署文
书，努力实现当事人解决纠纷“一次不用跑”

“一地不用跑”。选择线下调解的，平台将指定
矛调中心，由当事人线上预约线下办理。

“‘解纷码’是市委政法委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通过数字赋能，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让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着力提高政法智能化运用水平和智能化服
务能力，全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沈帆说。

今年上半年，全市通过“解纷码”线上矛调中心平台调处化解
矛盾纠纷13317起，调解成功率达96.94%；推动全市法院诉前化解
和民事可调撤率91.07%，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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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文 臣

本报讯 市市场监管局日前
公布了2021年全市校外培训机
构违法十大典型案例，涉及价
格欺诈、虚假宣传、侵害个人
信息、违法广告等方面，旨在
通过强化宣传教育，发挥典型
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取得

“查处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
业”的效果。

“一段时间以来，校外培训
机构违规收费、虚假宣传、夸
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
念、制造家长焦虑，侵害学生
和家长信息的违法行为时有发
生。”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义务
教育“双减”工作关系广大中

小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推动
落实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治理是

“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
该局在全市范围开展了打击校
外培训机构违法行为的专项执
法行动。

据了解，专项行动加强了
校外培训机构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健全信用监管、“双随机一
公开”联合监管、警示告诫、
专题约谈等措施为主的立体监
管网络。同时，坚持数字赋
能，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投诉举
报、广告宣传、网络舆情等强
化监测，实现违法违规线索的
锁定响应和闭环处置。目前，
全市共计立案 22件、结案 19
件，罚没款55万元。

我市公布校外培训机构
违法十大典型案例

记者 徐 震

本报讯 2021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获奖名单日前公布，
共产生 100 个金奖、200 个银
奖、200个铜奖，我市获得3金
6银2铜，金银奖获得数量居全
省第一，刷新我市获奖总数纪
录。

我市获得荣誉的商品主要
以休闲、美容、旅游用品为
主，融合了传统审美与实用功
能，在产品外观、内在文化等
方面有很多创新。其中，荣获
金奖的缂丝耳环运用了传统金

银镶嵌工艺和缂丝技艺，再现
了非遗国潮；荣获银奖的鲜笋
汁从安吉新鲜竹笋提取有机元
素，创新发展了湖州竹文化；
荣获铜奖的琉璃茶具在茶杯上
融入了南浔古镇景观，既秀丽
精致又居家实用。

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全
域旅游创建，目前已形成文化
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融
合发展的多元化旅游格局，不
断迈向休闲化、大众化和社会
化，旅游商品不断得到创新开
发，旅游产业已成为我市的重
要产业。

全国旅游商品大赛结果出炉

湖州金银奖数量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