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

大讨论 大 实 践

王民悦 项延苍

“以前村里办事，有人会有顾

虑，现在有了清单，一看就明白

了。”让宜山镇村民陈青业“心里

敞亮”的是该镇创新推广的村级

行政审批智能系统，全面梳理了

与村民息息相关的 3大类 27项

“行政审批清单”，实现“全部审批

入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让群众明白，让干部清白。

在宜山镇的各个党群服务中心，

村民们动动手指就能看到自助

机上显示的行政审批清单。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城乡低保申

请审批、扶贫小额信贷办理、集

体资产资源处置等各类事项，都

一一在列。村干部有哪些权

力？办事需要走什么程序？多

长时间能办完？都写得清清楚

楚，既监督了干部，也方便了群

众。运行以来，该镇针对村务财

务、低保申请和农民建房类的信

访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8%。

借助村级行政审批智能系

统，宜山镇还聚焦村社“印章管

理”问题，通过采取授权管理、线

上审批、全程留痕等措施，把村

社集体的议事、招投标、合同、用

章等重大事项，进行全周期事务

监督和完整信息记录。在宜山

镇党委书记林正县看来，印章智

能化管理杜绝了“人情章”“关系

章”“问题章”的出现，倒逼村干

部规范办事、村民遵规守纪，给

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为清

廉村社的打造取得了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与此同时，群众办事变得越

来越便利。“过去盖章，环节多、审

批多，一旦遇到签字人不在，就要

耽搁时间。”村民黄振平介绍说。

从“纸来纸往”到“指来指

往”，宜山镇持续把“最多跑一次”

向“最多跑一地”发力，通过“互联

网+政务服务”，逐步增加交通服

务、社保业务、市民卡业务、住房

业务、健康服务、统一支付、户籍

业务、公共服务等民生服务模块，

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规范办”

10分钟步行便民服务圈，提升了

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宜山创新推广行政审批智能系统

小微权力“划边界”村级事务“晒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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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今 日 谈

□经言
在互联网时代，动一动手指，许

多事情即刻就能办妥。但在数字化

进程中，老年人似乎成了被遗忘的

群体。不久前，一段“老人无健康码

乘地铁受阻”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

发公众对老年人遭遇“数字鸿沟”窘

境的热议。

老年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相对较弱，对于社会上不断涌现的

信息化智能化设施，要么搞不懂，

要么学不会；加之许多家庭的年轻

人在外打拼，没太多机会和条件教

家里的老人使用电子设备，老人在

“数字鸿沟”面前束手无策。我国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数量

将越来越庞大。推进信息化建设，

绝不能忽视和漠视老年群体。全

社会要共同努力，通过推进智能产

品适老化开发改造、加强针对老年

人的信息化服务及培训等措施，帮

助老人知网、触网、用网，让他们不

再受阻于“智能”屏障，在方便、快

捷、安全、智能中安享晚年，不断增

强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帮助老年群体
跨越“数字鸿沟”

参与五水共治参与五水共治
建设美丽浙江建设美丽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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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鲍婷婷）日

前，苍南工业园区山海大道段污

水零直排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

也标志着县工业园区“污水零直

排区”项目建设全面拉开序幕，

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今年以来，苍南工业园区精

准发力、稳步推进，成立“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领导小组，由园区一

把手担任组长，高标准谋划，一张

蓝图锁定全域，并出台“污水零直

排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建立统

筹协调组织体系，将工作目标分

解至各相关科室，开启“挂图作

战、挂牌督战”工作模式。

为加快推进园区“污水零直

排区”改造进度，园区重点围绕

摸底调查、方案编制、项目建设、

排水许可、规范排水口等方面，

对园区餐饮、学校以及各企业

单位的雨污排水进行排查，确

定了园区创建区总面积约 3.16

平方公里，涉及 12条道路市政

管网（约 45公里），排水户 4276
户，学校 3所，机关团体及六小

行业 230 多家，企业 160 家，生

活小区 3个。

据了解，园区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工程总投资 8000 万，今年

计划开工山海大道、兴园路等 4
条路以及山海小区、华山小区等

2个居民小区，施工内容包括房

屋雨废水立管改造，地下管网破

损点开挖修复及其它配套设施

工程等，将全力冲刺，于 2021年

底完成创建范围内全部道路管

网整治，实现园区污水治理全过

程、全系统、全方位提升，做到

“应截尽截，应处尽处”，实现“晴

天不排水，雨天无污水”。

挂图作战 挂牌督战

园区全面铺开“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趣味垃圾分类墙、分类长

廊、分类飞行棋、树上巧绘……

笔者发现，近日的灵溪镇珊瑚

广场俨然成为一个极具创意的

“主题乐园”。据悉，该广场着

力打造我县首个主题性、普惠

化垃圾分类宣教基地，且已正

式向市民开放，进一步宣传推

广垃圾分类知识，增强老百姓

垃圾分类意识。 （潘显洋）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亮相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亮相

最是精神有力量。如今站在

“重要窗口”建设期，新苍南重整行

装再出发的历史关口，时代赋予了

苍南教育更多更重的历史使命，苍

南教育必将传承好、弘扬好、践行

好新时代温州人精神，更加注重教

育公平，更加注重教育质量，更加

推进教育改革，打造好“学兴苍南”

品牌，为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提供

更多教育素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一、守正出新，在教育改革
中探路先行

对近十余年来没有大动作调

整的初、高中校网布局进行优化

调整，撤办4所薄弱高中，力争投

资3.3亿元的县三禾高中即将投

用；同时，分三年撤并10所人数在

200人以下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初

中部。科学实施新出台的《苍南

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综合

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1+3”新政策文件。

2020年稳妥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

招生，民办学校首次实行网上报

名、电脑随机派位的招生办法。

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机构统筹优

化和编制调整工作，增设纪检督

查室，与机关纪委合署办公，将信

访室并入，使信访纪检监督一体

化。谋划成立教育系统会计核算

中心，规范资金使用。开发并科

学使用苍南县教师发展性综合评

价系统，健全教师评价机制，强化

教师干部队伍建设。

二、奋战奋进，在教育质量
上力求突破

打造“1010”强校工程，出台

小学“强基”、初中“壮腰”、高中跨

越发展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行动

计划，力求城乡学校均衡发展，力

求教育质量有所突破。深入推进

明眸、放心食堂等民生实事项目，

做好新型空间建设以及“互联

网+”义务教育工作，要求30所结

对学校保质保量实施城乡“同步

课堂”活动。持续开展师德师风

建设工作，构建师德师风长效机

制。启动教育人才培养三年行动

计划，全面推进“未来教育名家”

50人、“未来名师”500人、“专业型

班主任”60人和“未来骨干教师”

1000人的人才梯队培养工程，分

别委托杭师大、温大、宁波教育学

院予以重点培养。

三、美美与共，在教育内涵
里打造样本

以全国及省级青少年校园足

球试点县为平台，继续推进青少年

校园足球深入发展，精心启动全省

仅有三个的满天星训练营活动，努

力打造校园足球的区域新样本。

启动家校共育论坛，家庭和学校相

互合作、相互支持，形成教育互

补。继续开展名校长、名师、名班

主任、教坛新苗等教育四大坛活

动，在去年网上同步直播总点击

率超 23万人次的基础上再创新

论坛方式，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搭

建教师成长舞台，充分激发广大

教职员工的教学积极性。建成县

中小学生心理成长基地，组建17
人专业咨询团队，免费为全县中

小学生提供个案咨询和团体辅导

服务。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兰准凯）

为建设浙江“美丽南大门”贡献更大教育力量

本报讯（莉莉 淑恒 继来）近年

来，望里镇依托当地发展势头良好的

棉绳宠物玩具产业，充分利用闲散劳

动力，发展棉绳宠物产品手工编制外

发加工，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让

很多村民家门口实现自由就业。

在镇前街罗明铺家中，多位村

民正熟练地运用钩针、剪刀等工具，

制作出形态各异的棉绳宠物玩具。

罗明铺夫妻俩从事宠物玩具加工已

有十几年，由于手工活细致、人脉关

系广，很多企业直接将订单交托给

他们分发管理。

“附近的妇女一般都来我这里

取材料，不方便来的，我们一般都送

货上门。”罗明铺说，对于住得较远

的村民，他们夫妻除了送棉绳等材

料上门外，还负责对产品质量进行

检查把控。

由于手工活外发加工具有时间

灵活、自由度高、门槛低等特点，在

望里镇的大街小巷，隔几户就有村

民在家中做手工。对村民而言，这

是一份按劳取酬、又不耽误家务事

的好工作；对企业而言，不仅解决了

订单数量大、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还

提升了企业生产能力。亨利棉纺公

司总经理罗明誉介绍，他企业年产

值约有两千万，其中超过 10%的产

值是借助外发加工实现的。

据了解，棉纺行业是望里镇的支

撑行业，而清洁用品、宠物玩具则属

于棉纺行业产业链的终端产品。目

前，该镇共有宠物玩具企业70家，产

品出口8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

30亿元。

外发加工助力增收

望里村民家门口
实现“就业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