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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鑫
为咨询小区物业费问题，某地

居民多次拨打12345政务热线后，没

有得到问题答复，只听到了冰冷的

回答，暴露出有关地方职能部门中

个别工作人员对民生问题的冷漠。

诚然，12345 平台确实不是办

事机构，只是负责收集、反映社会

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与诉求，然后

按照管理权限和服务范围把问题

“分发”出去，具体的工作还是需要

职能部门去落实。不过，正是这个

“总客服”，架起了政府服务和民生

问题之间的“信任桥”。“12345，有事

找政府、办事很靠谱”等早已成为很

多群众耳熟能详的口头语。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麻烦，第一时间想

到找政府帮忙解决，是对政府工作

的高度信任；作为管理和服务部门，

收到群众的反映和诉求后，也应尽

力帮助、尽快处理，这样才能形成良

性循环，给“信任桥”加固。

民生领域的工作需要相关部

门运用智慧与经验“以不变应万

变”。只有从群众的需求入手，把

群众的诉求作为方向，政府服务工

作才能收获好评。这也是公共治

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

应有之义。

应加固民生
需求“信任桥”

李选 雷加胜

在“浙江美丽南大门”的苍

南，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

镇，名为桥墩。在桥墩镇，有一

个处处散发着历史回响的传统

古村落——碗窑。走进碗窑村，

连亘的吊脚楼、沧桑的古戏台、

古老的阶梯窑以及精妙的制碗

工艺，时光岁月为这座古村留下

了无尽风韵。

自美丽城镇建设以来，桥墩

镇立足“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

定位，力争通过深入挖掘地域特

色风貌、历史文化传承，因地制

宜打造一批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村落，通

过文旅深度融合为“共同富裕”

增添桥墩色彩。

古村落是历史长河中留下

的瑰宝。碗窑村至今仍保留着

商品经济萌芽时期的古村落雏

形和古老的手工制陶技艺，被誉

为一座“活的博物馆”。聚力于

打造美丽城镇中的“人文美”，桥

墩镇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围绕

600年碗窑古村拍摄的《碗约苍

南·窑韵流转》专题片收视阅读

量突破 170万，获浙江省委主要

领导的批示肯定。

在保护传统文化村落、延续

千年古镇文脉的同时，桥墩镇着

力做深文旅融合，实现旅游体验

和相关配套的全面升级。

以大玉苍山旅游集散中心、

鹅峰书院等项目为核心的旅游

综合体将住宿、购物、夜游等功

能融为一体，构建形成休闲度

假、乡愁体验、文化探秘、亲子研

学等“沉浸式”游玩体系；集红色

民宿群、红军纪念馆、红军食堂、

红军广场等为一体的浙南闽北

红色体验实践基地，成为苍南讲

活红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做

好红色传承的“大教室”；独具匠

心的横阳支江月光经济带沿江

铺陈开来，溪山画廊二期月光经

济工程、横阳支江水系灯光等项

目持续扮靓城镇夜景，成为拉动

客流和夜经济的强劲“助燃剂”。

“桥墩镇不仅‘美’在人文，

而且‘兴’在生活，‘富’在产业，

目前正着力打造美美与共、宜居

宜业、群众满意的首善之城、魅

力之城、幸福之城。”桥墩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桥墩镇加

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省级

试点、未来乡村等项目建设，不

断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积极推

进中心卫生院改扩建、中心幼儿

园等一批事关民生福祉的项目，

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该镇强势推进智

慧养生、智慧养老、智慧交通、智

慧三农等数字化改革，用好“智

慧城管”“智慧环卫”综合指挥平

台一体化管理，坚决打好“看不

见垃圾”这一场彰显桥墩人文环

境的“阵地战”，加快推进网格化

服务、适老化改造、公共停车场

建设等城镇有机更新，提高城镇

宜居度，力争让群众生活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

美在人文 兴在生活 富在产业
桥墩描绘“共富”新图景

今 日 谈

连日来，县城新区车站

大道、苍南大道改造提升正

在有序进行。此次改造提升

为期140天，将从市政道路、

交通标识标牌、景观绿化、沿

线建筑、附属设施等方面着

手，切实改善市民出行条件，

提升城市形象。图为车站大

道改造提升中。

（李士明/摄）

新区两主干道将新区两主干道将““焕新颜焕新颜””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近日，

温州市绿色环境打造专项行动推进

暨健康乡镇现场培训会在乐清柳市

召开。莒溪镇在会上交流健康乡镇

创建成果，展示工作成效。

自省级健康乡镇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莒溪以建设健康环境、打造健

康产业、涵养健康文化、普及健康生

活为重点，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强力推进健康乡镇创建工

作。在创建过程中，莒溪通过搭建

镇、部门、村三级健康乡镇创建工作

网络，全面凝聚共识形成创建合

力。同时，引导全社会参与，将健康

活动与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旅

游活动等相融合，充分带动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为创建工作营造深厚

氛围。该镇以“文化山水·生态旅

游”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结合全县

“垃圾革命”“看不见垃圾”环境整治

等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全面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巩固提升人居环境。

紧紧围绕“医、食、游、养”四大核心

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大健康产业链，

助推全域健康快速发展。

此外，该镇以扎实有效的疫情

防控举措，为群众健康安全筑起坚

实屏障，并建立健全健康档案，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该镇还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健康知识宣教和

基层急救培训等活动，让广大人民

群众体会到健康知识易获得、可接

受、能执行、多收益，群众健康素养

水平稳步提升。

文旅康养业融合发展

打造健康镇
莒溪很“用心”

本报讯（记者吴银林黄允祺）

针对近期宁波市疫情突发的复

杂形势，连日来，高铁苍南站全

面升级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筑

牢防疫屏障，全力守好“大门”，

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有序。

“宁波返苍人员走专用通

道！”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高铁苍

南站，出站口已经设置了专用通

道，旅客们正在有序进站、出

站。该专用通道仅供宁波市中

高风险地区来苍返苍人员通行，

并由相关工作人员对旅客进行

宣传和引导。针对来自宁波市

非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客，落实

“2+14”的健康管理措施，即核验

2天（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实施14天日常健康监测。

此外，苍南站还更新了出

站智能通行系统，旅客只要拿

出身份证在识别区扫一扫，如

果一切正常，闸机就会自动放

行，让原本繁杂的防疫操作变

得简单又精准。据介绍，该站

通过结合和运用大数据相关信

息，包括温州防疫码等，让管控

措施进一步精准化、数字化，大

大提升了管控的效率以及旅客

出站的效率。

筑牢防疫屏障 守好入苍关卡
高铁苍南站启动专用通道

本报讯（综执）日前，我县

依托“数字门牌·一码到家”民生

服务嵌入式二维码门牌信息系

统，创新上线“资源回收”服务版

块，将便捷服务送到家门口。全

县 39万户数字门牌均已覆盖扫

码预约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上门

回收清运服务，助力生活垃圾精

准分类和源头减量工作。

借助“数字门牌”服务系统，

居民在家将需要回收清运的可回

收物或有害垃圾分类整理打包

后，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数字门牌”二维码，在服务栏点

击“资源回收”版块，即可预约上

门回收清运服务。后台收到预约

信息后，根据预约区域分配回收

清运人员，24小时内上门服务。

“数字门牌”资源回收服务

将高效便捷送到家门口的同时，

还破解了低价值回收物回收难

题。以往，废金属、旧报纸、书

籍有人回收，可废玻璃、食品包

装袋、快餐盒等低价值回收物

却无人问津，最后只能被当作

其他垃圾扔掉。现在，这些低

价值回收物也全部在资源回收

服务的回收范围内，实现可回

收物应收尽收。居民在系统上

扫码预约后，服务人员上门回

收，按可回收物市场价格计价，

交易后拍照上传，最后提交订单

即完成服务。

依托“数字门牌”，推广实施

全民参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系统，补

齐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回收清运

的短板，构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一张网，将有效促进生活垃圾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提升垃圾分

类精细化管理水平。

便民利民 助力环保

“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新模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