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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湖州德清舞阳街道

塔山人家小区的黄阿姨在“浙里办”

老年人政务服务“清松办”专区，提

交了“我想办老年证”的诉求。提交

的刹那，这一信息便出现在了舞阳

街道塔山社区便民服务站“清松办”

驾驶舱的大屏幕上。

后台工作人员在接收到该信息

后，第一时间将任务分配给了就近

的“清松帮办员”。不到五分钟，帮

办员就通过电话和黄阿姨联系上

了，通过沟通，决定上门帮黄阿姨完

成老年证办理。

这是德清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入

探索的共富标志性项目，也是浙江

首个老年人政务办事专区。

为什么要特别推出老年人办事

专区？德清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政务督查科科长傅贤伟告诉记者，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了政府数字

化转型，创新了政务服务新模式，但

也面临着老年人网上办事界面复

杂、操作繁琐的“数字鸿沟”。当前，

德清县老龄化比例已达到22.6%，

如何让老年群体享受到更加便捷和

优质的政务服务，是德清亟待提升

的方向之一。

“为此，我们梳理出17个老年

人最为关注的高频事项清单，老年

人只需打开‘浙里办’，搜索‘浙里智

惠’就能在首页的醒目位置看到‘清

松办’专区，便于他们在海量的事项

中快速找到办事入口。”傅贤伟

介绍。

目前，“清松办”涵盖了身份户

籍、退休养老、提取公积金、社保卡、

健康医保、福利补贴等老年人较常

涉及的服务类别，且采用简洁页面

和大号字体，让老年人“一目了然”，

办事“一键直达”。

自6月1日“清松办”模块正式

上线以来，目前已办理800余件事

项，其中75件由帮办员进行办结，

极大提升了老年人办事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原载6月21日《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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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敢为人先发展新产业
前不久，联合国“全球地理信

息知识与创新中心”正式落户浙江

省德清县。联合国在华设立的机

构为何落户一个县城？

德清地处浙北湖州，经济总量

不大，但县域发展的含金量一直很

高：市对县综合考核连续 6年夺

冠，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连

续两年全国第一，工业两化融合指

数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众多县域擅长“无中生

有”，没有森林的地方成了“木业之

乡”，不产皮革的地方成了“皮革之

都”。德清的发展路径，也是在零

产业基础上，花10年时间打造了

一个“地理信息小镇”，形成了具有

专业功能的地理信息产业集群。

德清涉足地理信息产业，贵在

敢为人先。2010年起，为改变传

统型粗放式增长方式，推进产业转

移背景下的结构调整，浙江各地都

在“腾笼换鸟”，寻求转型。在此背

景下，德清县抓住国家布局地理信

息产业的机遇，发展地信产业。地

信产业，听上去有点“冷门”。实际

上，它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小

到叫外卖、网约车辆，大到万物互

联，都离不开地理信息。

2011年5月，原浙江省测绘与

地理信息局与德清县签约，联手打

造以地理信息为核心的产业园，

“地信小镇”的产业定位初步形成；

2012年，中国—联合国地理信息

国际论坛会址永久落户德清，首批

地信企业入驻小镇；2019年起，小

镇连续3年成为浙江省级特色小

镇亩均效益“领跑者”；去年，小镇

营业收入达260多亿元，产业大楼

58幢，集聚效应明显。

为加快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发

展，十多年来，德清县坚持“筑巢引

凤、软硬兼修”。在省级有关部门

指导下，德清县积极发挥小镇平台

优势，梳理出五大类、15家国家地

信骨干企业项目清单，制定产业招

商图，选商引资，招才引智。

据了解，根据入驻企业的特

点，德清县为每一个项目提供管家

式服务，从签约到动工，全程跟踪，

随叫随到，一站式审批、一体化帮

办、一条龙服务。在做好各类服务

的基础上，德清县集聚要素、搭建

平台，做强创新发展链。近几年，

德清县制定了一站式创新创业解

决方案，打造种子仓—孵化器—加

速器—生产基地“5公里创新圈”，

目前已集聚创业创新人才 6500

余人。

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小镇

吸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产

业影响力，德清县有地理信息最前

沿的技术，是地信产业的高地。据

统计，目前小镇已引进地信相关企

业430多家。全球最大北斗地基

增强系统运营商千寻位置、亚洲最

大GIS龙头企业超图软件、国内首

家全产业链商业航天遥感卫星企

业长光卫星、农业植保无人机行业

领头羊极飞地理等知名企业均已

入驻。

如今，德清县的“地信+”产业

格局持续扩大。太空中，遥感卫星

“德清一号”成功发射，为测绘、交

通、水利、环保、农业等多个行业提

供遥感应用服务，彰显出德清地信

小镇的“专业水准”；农田里，小镇

企业“极飞地理”将地理信息、人工

智能与农业大数据深度融合，超过

300万架次的植保无人机为全国

300个市县的农户提供高精度导

航服务；地底下，小镇企业利用地

信技术为地下管网“做B超”，通过

三维监测系统探测地下管网结构，

制定精准的维修方案。

德清县委书记敖煜新表示，下

一阶段，德清将加快打造国际地理

信息领域的时空数据中心、产业发

展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流

中心和培训体验中心，全面提升德

清县地信产业发展竞争力。

（原载6月19日《经济日报》）

德清申报的“民宿管家”成新职业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向社会公示了18个新职业信息，

其中以德清县人民政府名义申报

的新职业——“民宿管家”顺利入

围。这是全国首个以县级政府名

义申报的新职业。

德清从2007年开始，探索出

了一条制度科学规范、产业链完

善、区域整体发展、文旅深度融合、

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

我国民宿业的一颗明珠。与之相

伴，德清的“民宿管家”群体也逐渐

壮大。如今，德清登记在册民宿近

900家。2021年，民宿业共接待游

客722.8万人，营收29.37亿元。另

据不完全统计，“民宿管家”共有

4000人左右。

“莫干山民宿的初级阶段，其

卖点是概念，后来开始注重设施设

备，但真正支持民宿行业长远走下

去的，是服务。民宿管家队伍的专

业化则是服务提升的关键。”作为

行业代表全程参与申报工作的莫

干山民宿业协会执行会长刘杰，对

“民宿管家”这一新职业的诞生欣

喜不已。

6月15日，在莫干山镇五四村，

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举办第十

期培训课程。其间，学员们接受全

封闭的理论及实操培训。“中心有常

设人员、实训基地，以及固定的民宿

管家服务标准。只有达到了标准，

我们才会给予结业证书。”刘杰说。

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于

2021年正式运营。该中心按照民

宿标准建设，内部打造了红酒品鉴

室、餐厅、咖啡吧、客房等区域，同

时配备了民宿业及相关领域的师

资力量，为学员提供优质的管家服

务培训。截至目前，中心已累计培

训学员3000多人，其中不少来自

四川、内蒙古、河南、宁夏等地。

此外，德清还起草发布了国家

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和湖

州市团体标准《民宿管家职业技能

等级评定规范》。如今，“民宿管家”

职业标准已制定好了草案。有基

础、有经验，这正是德清申请制定

“民宿管家”职业标准的底气所在。

德清县人社局局长周敏表示，

“民宿管家”成为新职业，对其自身

和民宿行业都有很大的好处。“全

国高校、职业院校将开始设置相应

的课程，‘民宿管家’的数量和素养

都会得到提升。职业标准制定后，

就能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享受

相应的人才政策，民宿业能吸引到

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进而推

动民宿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原载6月20日《杭州日报》）

课桌椅秒变“午休床”
6月16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中心小学通航校区学生使用可折叠课桌

椅午休。今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将3万名小学生午休“躺着睡”工程列入十大民

生实事之一，以午睡垫为主，折叠椅为辅，通过“先行试点+全面实施”模式，推动小学

生午休“躺着睡”全覆盖。

（6月16日新华社发）

德清推出老年人政务服务“清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