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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明明

近日，赤溪镇以“微改造·精

提升”为抓手，以“绣花”功夫持

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改善村居

风貌，助力黄金海岸亮出新颜

值，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

独特的滨海小镇魅力。

“美丽赤溪镇，悠然山海行”

是印在赤溪镇主入口景观节点

处的欢迎标语，不仅代表了当地

群众对外来游客的热情，更是该

镇对打造“漫生活”休闲游的追

求。从主入口驶入，第一个村居

便是石塘村，这里也是我县观海

绝佳地段之一。自“微改造、精

提升”以及全域土地整治等项目

开展以来，该村按照 3A级景区

村标准建设打造，通过统一外立

面、加设停车位，建设美丽田园

和瓷板画研学基地等，助力当地

景观更精美、服务更贴心，不仅

提升了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吸引

了更多游客来此参观游玩，进一

步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沙坡村是赤溪镇有名的美食

“打卡点”，海鲜品目繁多，腌制的

海螺、牡蛎、小鱼都是下饭神器，

刚刚捕捞上岸的海蛏子、海蜈

蚣、青蟹更是鲜味十足，来往游

客都会停留选购。但是，长久以

来的路边摆摊经营，不仅影响村

容村貌，还带来了交通隐患。针

对这一现象，该镇以让游客有更

好的购买体验为核心，对散乱的

海鲜交易市场进行改造提升，建

立固定摊位、搭起遮阳顶棚，帮助

摊主有序售卖商品，也给游客们

带来更加安心舒适的体验。

安峰村虎尾观景平台是168
海岸线赤溪段的一个观景平台，

在这里可以将大海茫茫、万亩渔

田尽收眼底。相邻的南头村观景

平台，平台上架设的270°超视距

广角望远镜可直观感受紫菜养殖

状况，还能欣赏到渔民耕海牧渔

的唯美画面……而这些观景平台

都有着停车难的通病，赤溪镇通

过对附近停车位进行再次划分，

满足游客停车需求，也让这些观

海平台有了更大知名度。

“微改造、精提升”项目开展

以来，赤溪镇发生着大大小小的

变化，从环境整治村到特色渔

村、景区村庄，改变的不只是风

景和村居外貌，更利于提升生活

品质。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持续巩固“美丽

城镇”建设，推动公共服务供给

增加、结构优化，持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赤溪添彩全域旅游

“微改精提”助黄金海岸“点景成金”

□佘 颖 综文
中消协近日发布的“第三方测评”对

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市场

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具备法人背景

的账号仅占23.4%，准入门槛低。同时，测

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还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

专家建议，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应协同发力，设置行业准入门槛，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明确规定从事“第

三方测评”的准入条件，设置基本准入门

槛并制定合理的申请审批机制，针对从

事商业行为的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案管

理，强化测评人员审核，营造良好环境。

相关部门应组织市场主体形成行业组

织，制定并发布相关职业规范，形成行业

自律，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加大监管力

度，建立消费投诉的“绿色通道”。

同时，平台方需进行账号身份认

证，强化问题账号审核。如对测评类账

号进行身份认证，设置“第三方测评”标

签，通过账号标签向消费者进行正面

推广，针对未持有相关标签的账号进

行限流或屏蔽。加强对平台内的测评

账号建立作品审核、信用投诉、宣传带

货管理以及账号粉丝管理等多重监管

机制，以保障消费者不被误导。建立“健

康账号管理体系”，为测评账号管理提供

科学有效的数据管理指标。

“第三方测评”
亟需规范有序

本报讯（苍仁）前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建明率队来苍开展法治政

府建设监督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森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上清，

副县长人选叶秀敏陪同调研。

陈建明一行首先走访灵溪镇风华

社区，实地查看共富委办公环境、工作

机制和人员配备等情况，与工作人员

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共富委运

行情况。随后来到县行政争议化解中

心，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的方式，

详细了解各功能区域划分、中心职能

设置、行政争议调解流程等情况。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我县

法治政府建设以及人大监督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据了解，近年来，

我县严格按照省市关于法治建设系列

决策部署要求，通过压实工作责任，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系统建设，提升

依法行政能力；聚焦优化环境，提升法

治保障水平；深化基层智治，提升创新

实践能力；聚焦法治满意度及全域建

设，提升法治服务水平等举措，不断推

动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

陈建明充分肯定我县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进一

步坚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信心和

决心，牢牢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

任务和目标方向，勇于担当、发扬成

绩、开拓并进，不断推动法治政府建

设走深走实。各级人大、“一府一委

两院”、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要切实增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刻认识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法定职

责，奋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

展。要切实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

的领导，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依

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全局当中，明确

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助推法治

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
来苍调研

推动法治政府
建设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纪宣）“你单位工

程建设项目量大面广，工程项

目变更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

会影响工程招投标的公平公

正，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一些企

业主体想方设法拉拢经办人员

为实现工程变更提供方便，存

在一定廉政风险。请问你作为

工程建设分管领导，平时是如

何教育管理监督条线上工作人

员，防范招投标领域项目变更

背后的廉政风险？”前日，县纪

委召开城建系统 2022年度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反

馈暨集体廉政谈话会，以上场

景是县纪委对县重大能源中心

分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情况

进行质询的一幕。

据介绍，分系统召开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反

馈暨集体廉政谈话会，是进一

步 夯 实 分 管 县 领 导“ 一 岗 双

责”、各单位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以及纪委监督责任，推动“四责

协同”机制高效运转的有力抓

手。近年来，县纪委推出系列

举措，着力推动县分管领导、县

直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班子

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齐抓共

管，同向发力。

会上，参会人员一同观看

了《利剑出鞘 激浊扬清》警示

教育片，县纪委分管联系领导

通报了近 3年城建系统违纪违

法问题查处情况，各单位“一把

手”报告了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

情况，有关派驻纪检监察组通

报了各单位政治生态相关情

况，县纪委分管领导还抽取了

各单位班子成员就落实“一岗

双责”情况进行质询。

县纪委分系统召开专题会议

落实主体责任 防范廉政风险

连日来，我县全面打响

168黄金海岸线环境整治提

升攻坚战，进一步提升海岸

线整体面貌，营造“干净、整

洁、安全”的路域环境和“洁

化、净化、序化”的村社人居

环境，全力打造中国东海岸

“一号公路”品牌。图为赤

溪镇流岐岙村环境整治施

工现场。（李士明/摄）

环境整治促提升环境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日

前，在温州市举行的“弘扬‘四千

’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

续写温州创新史”座谈会上，《筑

码头 闯天下》新书正式首发。

该书通过我县 11名供销员的口

述，再现了当年十万购销大军以

及后来近 280 万温商闯天下的

温州发展史。

温州供销员产生于 20世纪

70 年代，壮大活跃于 80 年代，

进入 90年代后人数逐渐减少，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产

物。据资料介绍，1986 年温州

供销员达到 14.7 万人，占农村

劳动力总数的 5.5%，其中 90%

以上集中在温州民营工商业较

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区，尤其是

在当时就闻名遐迩的“十大产

销基地”，供销员少则几千人，

多则上万人，如宜山便有 8500
人。这支庞大的供销员队伍，

是推动当时温州农村经济变革

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也成为“温

州模式”崛起与发展过程中的

一大鲜明特色。

《筑码头 闯天下——温州苍

南供销员口述与影像历史》一书，

通过寻访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

11位苍南供销员代表人物，用口

述访谈和影像拍摄等方式，挖掘

和记录他们当年走南闯北、艰苦

奋斗的精彩故事，以及他们后来

的投资创业、转型创新的奋斗史，

生动展现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

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

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供销员的

“现身说法”，充分还原出了时代

真相和人生百态，具有很高的可

信度和史料价值。在鲜有记录研

究“供销员”话题的当下，该书的

面世也弥补了对温州供销员系统

研究的不足。

该书主编郑刚峰先后在平

阳、苍南和龙港三地的税务部门

工作，据其介绍，由于职业关系，

经常接触温州的民营企业，常常

被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

业精神所感动。他说，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对于自己脚

下的这片土地总是怀有特别的

深情，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

与事也总会多一些关心关注。

这一次，自己把镜头对准了苍南

供销员，是因为“四千”精神，就

是对他们当年“筑码头 闯天下”

的生动写照。这本书更像是一

面社会的“多棱镜”、一个经济的

“万花筒”，能够多层次、多角度

地折射出一场空前绝后、多姿多

彩的社会经济变革实践。他希

望，该书能在传承、弘扬温商精

神和温商文化方面，产生现实意

义，留下历史价值。

弘扬“四千”精神 汇聚前行力量
《筑码头 闯天下》新书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