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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溪龙所近日开展了走进茶山、走进直播间、走进厂房商铺的“三走进”行动，推进茶产业文旅
融合发展，规范茶企带货行为、落实标准化生产，助力当地白茶产业振兴。

通讯员 刘帅伶 记者 俞莹 摄

记者 俞 莹

本报讯 全省 2023 年度城
乡风貌样板区试点优秀建设
方案名单日前出炉，安吉递
铺——孝丰“孝子故里”县域
风貌样板区榜上有名。

据了解，安吉递铺——孝
丰“孝子故里”县域风貌样板
区围绕“古城新韵、山水共
融、文旅共兴”的目标定位，
按照“一心两带三区”的总体
规划，在安吉县中心城区西南
侧打造包含孝丰镇、递铺街道
的县域风貌样板区，面积共约
4940公顷。

为实现风貌样板区规划目
标，安吉县住建局高标准编制
《安吉孝子故里县域风貌样板区
建设方案》，从优化生态、协调
风貌、完善设施、凸显文化等
各方面着手，打好组合拳，推

进各项创建工作。
“我们将启动南门老街孝丰

历史馆建设、溪南旧厂房改造
等工程。围绕204省道、306省
道及重要景观山体界面开展林
相改造，增补珍贵彩色树种，
营造林相丰富、季相变化明显
的森林景观。持续推进美丽乡
村五彩共富路工程，以乡村道
路建设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安
吉县住建局总工程师钟强说。

在软件设计方面，安吉县
将继续树立孝品牌，打造孝名
片。通 过 举 办 孝 文 化 风 情
节、发布“浙江有礼·美在
安吉——孝丰镇孝爱丰城”有
礼品牌等形式，深化风貌样板
区的文化内涵。同时，该县规
划以古城历史文化为主题特
色，结合老城墙遗址，打造集
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美食品
味于一体的人文主题绿道。

风貌样板区方案获全省优秀

通讯员 吴志英 记者 潇易

本报讯 “生娃奖励到账了，现
在政策真不错。”近日，鄣吴镇上堡
村潘小婉一家收到了来自鄣吴镇政
府的生育补贴一胎600元。这是鄣
吴镇优化生育政策出台后首户享受
到生育补贴的家庭。

今年，鄣吴镇出台政策，凡夫
妻双方中一方为该镇户籍（且子女
户籍落户在鄣吴），并符合同一对
夫妻按照国家生育政策要求的家
庭，该镇财政给与每户一胎 600
元、二胎3000元、三胎5000元的
生育补贴。

关注妇女儿童，该镇不单是资
金上支持，更多的是温暖关怀。今
年“三八”妇女节，鄣吴镇卫生院
为本地籍的妇女开展了免费的乳腺
B 超检查，并且优先安排其获得
HPV疫苗接种的资格。“很便利，
但更让我们感受到温暖。”“90
后”王琦说。

最近，鄣吴增设了一间可移动
母婴室，投放在人员密集的地方，
给外出的妈妈哺乳、更换尿布提供
便利。

生活在村里的孩子同样能享受
到城里一样的早教托育。目前，该
镇已有两家向日葵亲子小屋投入使

用，分别设在鄣吴村文化礼堂、上
吴村文化礼堂内，可辐射该镇6个行
政村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今年，向
日葵亲子课堂将与县医疗机构合
作，增设“檀谈育儿”课程，为家
长科普科学育儿知识。

既要幼有所育，也要老有所
养。鄣吴镇多点发力织密老年人社
会保障防护网。去年以来，该镇为
该镇2200多名65周岁以上老年人开
展免费肿瘤筛查。

“相对来说，老年人发生意外的
概率更高。”鄣吴镇卫健办相关负责
人说，“我们在幸福邻里中心设立了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每月至

少开展两次应急救护培训，提高全
镇各村应急救护水平。”

为了让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也
能吃上大锅饭、热乎饭，景坞村示
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专门开设了
有温度的老年食堂。75岁的潘法宽
是食堂常客，他说：“食堂里的菜有
荤有素，价格便宜，大家一起吃，
饭更香。”

“一老一小一妇事关千家万户，
是最基本的民生。”鄣吴镇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镇将继续探索从胎
孕到终老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模
式，打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民生
服务。

聚焦“一老一小一妇”

鄣吴完善全生命周期民生服务

记者 徐 超

本报讯 “同学们，小树苗
成长需要漫长的过程，大家要
共同爱护珍惜它，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日前，在安吉县杭垓
镇新上塘村文化礼堂附近，老
师正在向20余名小学生科普自
然知识，用一棵树的成长教导
学生要爱护生命、保护自然。

据悉，这是杭垓镇科协联
合镇团委、红十字会、休闲
办、浙江启蛰自然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举办的“倡自然竹义，
建青春苗圃”主题科普教育活
动。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
树上挂上亲手制作的祝福、祈
福小卡片以及竹篾和油纸DIY
制作体验活动，锻炼独立动手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平衡性
及协调性。

“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既
亲近了自然，又学到了知识，
希望老师能经常带我们出来体

验。”来自杭垓小学的四年级学
生赵青宁说。她要将户外所学
的知识运用到自己学习生活
上，做一名热爱大自然的孩子。

杭垓镇作为安吉县重要的
生态屏障，一直在积极探索水
源地保护和发展共赢的新模
式。近年来，该镇在“生态重
镇”的基本盘下，在安吉旅游
的成熟环境中，致力于探索

“亲子家庭+科普教育”发展战
略，通过构建“‘垓’来自然
上课了”品牌体系，打造长三
角自然教育第一镇。

据了解，该镇将继续根据
“‘玩’是红海，‘学’是蓝
海”目标理念，呼吁更多的亲
子家庭来体验系列科普教育活
动，不断打响“‘垓’来自然
上课了”品牌，力争成为长三
角自然类亲子研学旅游优选
地、浙江省自然类成长探索运
动新高地、安吉县自然类沉浸
旅游体验创新地。

杭垓打造自然教育特色品牌

记者 徐超 通讯员 泮皎

本报讯 “太好了，今年炒茶可
以用上管道燃气了，谢谢你们！”昨
天上午，安吉县溪龙乡雅思茶场负
责人薛总向执法队员连连感谢。

原来，雅思茶场过去一直使用
瓶装燃气，不仅使用不便，而且存
在安全隐患，希望安装管道燃气。
于是，薛总通过“茶小服”App，
找到了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溪龙
中队。“溪龙中队的‘茶小服’队
员反应迅速，帮助我们对接安吉
县管道燃气公司，很快就安装好
了管道燃气。”薛总对此次服务拍
手称赞。

溪龙乡是安吉白茶重要产区，
为更好地服务茶农茶企，今年以
来，该中队牵头成立“茶小服”
工作队，形成“监管+服务”一站
式 工 作 模 式 。 升 级 “ 茶 小 服 ”
App，新增“综合行政执法”板
块，茶农茶企相关需求可以线上咨
询，“茶小服”工作队员在了解需
求后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办理。同
时，“茶小服”工作队员深入走访
该乡900多家茶场，了解他们在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帮助
协调解决。

针对外地采茶工大量进入，白
茶季外来人口数量陡升的特点，该
中队协同乡镇、公安、应急管理等
单位，深入茶企，现场宣传人员安
全、用水用气安全、反诈骗、垃圾
分类等，贴心服务送到一线。

“家里场地不够，我想搭个临时
钢棚不知道该怎么审批，发了个信
息，很快就有人来帮我们解决。”眼

看着就到了白茶采摘季，溪龙乡黄
杜村茶农陈师傅却是喜忧参半，因
为自家的场地不够，茶叶加工成了
问题，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使用了

“茶小服”App，没想到线上的诉求

很快得到了回应。目前，他的临时
钢棚在“茶小服”工作队员的帮助
下搭建了起来。

“像这样用于茶叶加工的临时钢
棚，我们已经协助搭建了20余处。”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溪龙中队执
法队员黄斌介绍说，“无论是茶农茶
企还是采茶工，他们有困难找到我
们，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其解
决问题。”

白茶季到了 “茶小服”来了

记者 崔吉丽 通讯员 吴兆维

本报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林草局近日联合发布
了全国林草系统先进集体名
单、劳动模范名单、先进工作
者名单，其中安吉县林业局森
林碳汇科科长诸炜荣入选全国
林草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仅5
人入选。这项荣誉是该局推进
林业生态建设、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有力印证。

自2012年起，该局创新竹
林碳汇改革，推进设立全国首
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
心，通过两山银行收储，破解
碳汇周期长、难变现、收益低
等难题，全链服务碳汇生产、
监测、认证、核证、交易，成
功探索出从竹林碳汇资源归
集-收储-经营-交易-收益分

配全链闭环的碳汇收储交易模
式，实现院校合作科研成果向
市场化大规模实践应用突破。
该项工作被国家林草局列入
2021年中国竹产业发展十件大
事，写入全国国土绿化状况公
报，获批成为浙江省首批林业
增汇试点县、首个竹林碳汇交
易试点。

截至目前，该县参与竹林
碳 汇 改 革 流 转 收 储 规 模 达
80.69 万亩，整体受益面扩大
到 4.9 万户，县域农户占比达
75%。通过绿色金融支持，完
成竹林资源货币化进程，放大
碳汇效益，每年可为参与改革
的村集体增收超过 100 万元，
户均增收 8000 元，碳汇金融
支持体系被评为《浙江碳达峰
碳中和科技发展十大优秀案
例》。

一林业工作者获评全国先进

记者 王豆豆 通讯员 韩旭

本报讯 安吉邮管局日前联
合县烟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加大对寄递渠道涉烟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寄递
行业违法行为综合治理水平。

此次行动中查获1起寄递渠
道涉烟违法行为，工作人员现
场对发现的可疑邮件，依法依
规进行登记、开拆等取证工
作，共查获黄山香烟160条。

据了解，在高压监管态势
下，非法涉烟运输形式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逐渐由“包
运”向“快递”转变，给监管
带来一定的挑战。针对物流寄
递案件新特征，安吉邮管局探

索“联合执法+线索先行+专卖
管理”新思路。

“我们主动将重点转向线索
研判，避免了传统监管模式存
在的视野盲区和低效等问题，
总结了一套外部借力与自主发
力有效结合的排查模式。”安吉
邮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该局联合多部门
建立“高效、快捷、互联”的
联合协查制度，线索互通、信
息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同
时，建立快递企业数据库和线
索资料库，开展信息收集、分
析和研判，实时掌握市场动
态，寻找关联信息和突破口，
为精准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提供
有力的信息支撑。

打击寄递渠道涉烟违法行为

记者 崔吉丽 通讯员 颜艳

本报讯 3月15日，环卫工人程
淑琴拿着一张“暖心卡”，来到安吉
县昌硕街道三里亭农贸市场买菜。
她精挑细选了两斤猪肉，一共 26
元，摊主主动给她打了折，优惠了4
元。“很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打折，
重要的是有这份处处为我们着想的
关心。”程淑琴挥了挥手里的“暖心
卡”，开心地笑了。

送出这张“暖心卡”的，正是
三里亭社区。当天，该社区开展了

一场户外劳动者暖心关爱行动，为
辖区内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困
难群众、残疾人等60人发放了“暖
心卡”。只要持有这张卡，就能在固
定的店铺享受到打折优惠服务。

“前期，我们打造了城市26度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户外劳动者可以
在这里歇脚、喝水、热饭、充电。
为进一步延伸对户外劳动者和困难
群众的关心关爱，我们联合三里亭
农贸市场8家暖心商家，推出了‘暖
心卡’服务。”三里亭社区党总支书
记郑敏介绍，通过这种方式，希望

团结更多商户、市民，大家一起努
力，为户外劳动者和困难群众带去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8家暖心商家销售的产
品涵盖卤菜、水产、猪肉、牛羊
肉、干货、蔬菜等，产品十分丰
富，能满足居民基本日常需求，折
扣从七八折到九折不等。暖心商家
之一的卤菜店业主刘明五说：“首
先，我是一名老党员，帮扶他人是
职责所在；再者，我们做生意本就
依靠广大市民；现在，以这样的方
式回馈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非常有意

义。”其他爱心商家都点头附和着。
为了丰富城市26度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的服务内容，三里亭社区将
每月26日作为固定服务日，为户外
劳动者、困难群众等提供更多贴心
帮助。同时，依托“暖心卡”创新
工作，鼓励和带动更多商家参与暖
心商家队伍。

“一张‘暖心卡’，架起一座
‘连心桥’，生动诠释了街道所近年
来打造的‘小城大爱 美好昌硕’
品牌建设内涵。”昌硕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张张“暖心卡”架起“连心桥”

记者 王豆豆 沈汤孝吉

本报讯 长长的渔网被缓缓拉
出，花鲢、白鲢争相跃出水面，平
静的水面瞬间热闹起来。近日，
安吉赋石水库开启了一年一度的
春捕。“第一网就有2万斤，今年产
量很不错。”水库养殖户朱发友开心
地说。

“我每年都来赋石水库采购鱼，
已经十几年了。水库鱼的价格比一
般的鱼价格要高，因为水库水质
好，鱼肉更鲜美，每次都不够卖，
这次采购了1.3万斤。”水产经营户
朱桂娥笑着说，她一大早就到水库

旁等候采购了。
近年来，安吉县利用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
展水库生态养鱼，致力于做好经济
发展与水环境治理协同文章，促进
养殖户增收致富，实现绿水生金；
同时，推进省级水生态修复示范
试点县建设，紧扣“有河有水，
有鱼有草，人水和谐”总目标，
做好科学谋划、综合修复、长效
管护三篇文章，全面实现县域水
环境优美、水生态健康、水文化丰
富愿景。

好山好水出好鱼。“生态的水库
鱼在长三角城市是紧俏货，价格

好、不愁销。这次，我们计划捕捞
10万斤左右，价值近百万元。”朱发
友说，为了保证鱼群密度，一年共
开展春捕、冬捕两季，在捕完以后
还将根据捕大留小原则投放鱼苗。

据了解，赋石水库为一级水源
保护区，通过生态养殖花鲢和白鲢
等淡水鱼，能有效净化水库水质，
改善水生态环境。“我们在库尾进行
生态湿地的打造，保护和涵养好水
质。同时，引入社会组织成立各村
的生态护水分队，引入强村公司开
展水库水面综合打捞和清理。”安吉
县水利局赋石水库管理所所长朱海
兵介绍说，水利、环保、综合行政

执法等部门联合，设立全省首个饮
用水源地生态联勤警务站，强化联
动执法，建成覆盖水、陆、空全方
位的立体化、数字化监管体系，对
水库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实现常态
化保护，确保水库水质达标率常年
保持100%。

目前，赋石水库、老石坎水库
等五大水库均开展生态养鱼，养殖
水域面积共计1.78万亩，年捕捞量
约81万斤。今年，该县将在西苕溪
干流及部分支流开展生态修复工
程，全力打造一批具有水生态、水
文化、水经济融合特色的水生态助
力共富先行项目。

生态水库鱼变“致富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