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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倩 占振宇）9
月14日上午，市咨询委主任、市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黄会荣一行来常
开展“宋韵文化”调研。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翁旭东，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姜敏等参加。

黄会荣一行来到同弓乡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现场，登上观景平台
眺望整治现场，看展板听介绍，仔
细询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推
进情况。在芳村未来乡村，黄会荣
一行参观了芳展、芳油、芳馨中心，
详细了解芳村未来乡村、“宋韵文
化”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县
汇报了“宋韵文化”建设工作情
况。黄会荣指出，挖掘“宋韵文化”
是贯彻落实省委文化工作会议精
神、推进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实际
行动，市咨询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常山开展这项工作，不断深化对常
山“宋韵文化”深厚丰富内涵的研
究挖掘，推进南孔文化和“宋韵文
化”有机结合。

黄会荣强调，要高定位精心
谋划，以文化研究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增强文化自信；要结合地
方文化特色，分类梳理研究重
点，细化研究板块，系统化推进

“宋韵文化”研究工作；要发动各
方力量，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宋
韵文化”品牌共同推进传统文化创
新发展。

翁旭东表示，常山“宋韵文化”底蕴深厚，可发掘利
用的内容颇丰，在全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背
景下，常山将继续挖掘诠释“宋韵文化”，希望市咨询委
能加大对常山的支持力度，为常山擦亮“宋韵文化”金
名片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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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入选省级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实践试点

乡村集成改革助力“强村”“富民”
本报讯（记者 罗曼琳 通讯员 赵

晶）日前，浙江省公布了全省强村富
民乡村集成改革实践试点地区，我
县成功入选“市场化改革+集体经
济试点”地区。

我县以新昌乡全乡10个村为试
点，结合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

“一户多宅”整治等工作，强化机制保
障、产业导向、特色为要等三大举措，
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户增收
致富为目标，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2021年12月底，新昌乡全乡10
个村实现经营性收入20万元以上全
覆盖，村均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67元，同比
增幅16.8%。同年，新昌乡《多村联
动打造共同富裕单元——常山县“三
塘模式”推进山区共富实践及启示》
获得省领导批示。

为加快推进强村富民集成改革

试点工作，我县成立“1+1+1+N”组
织架构，通过力量聚集、资源链接、数
字赋能等，整合富好公司、国企、山海
协作单位、企事业单位等资源，构建
共富发展新格局，为全县推广强村富
民集成改革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
验模式。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为契机，建
设千亩丝瓜络共富产业园项目，建成
来料加工全产业链条，打造山海协作
样板地；依托浙能集团资源禀赋优
势，实现村企合作，壮大集体经济，提
高农民收入，打造结对帮扶共同体；
做强文旅融合新业态，探索“培训+
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打造浙西康
养后花园，提升旅游集散客厅功能；

打响“一村一品”特色牌，采取“以村
促产、以产带村”方式，对“早上好”
酒、山茶油、月季等特色产业进行多
元开发，打响“一份常礼”特色品牌；
擦亮乡贤治村金名片，大力实施“常
雁回归·新昌等U”行动，建立乡贤人
才库，打好“请育聚”组合拳，切实提
升乡贤治村能力，打响“新昌八贤”治
村品牌。预计2022年度，新昌乡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20%以上；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20%以上；实现10个村
年经营性收入100万元全覆盖；常山
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营业
额达2000万元以上。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夯实兴水惠民基础

虹桥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 徐露霞 吴贤林）
虹桥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是全省中
小河流综合治理项目，也是我县近
几年最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之一。9
月13日，记者来到虹桥溪流域（青石
镇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现场，大型
机械来回作业，工人分工协作，配合
进行模板装订、混凝土浇筑、挡墙拆
模等工作，现场一派繁忙场景。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连日来
的晴好天气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
键”。考虑到低温导致水下作业效
率低，项目方采取分段施工、交叉施
工的方式，确保项目按既定时间节
点推进。“虹桥溪流域（青石镇段）综
合治理工程于2021年8月30日开
工，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8%。我
们计划10月底前完成水下部分建

设，2023年1月份完成整体项目。”
虹桥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负责
人付徐芳说。

除了河道治理，虹桥溪流域综
合治理工程还包括堰坝和滨水节点
打造。眼下，位于青石镇山头村的
堰坝正在加速推进，工人们正在对
堰坝进行鹅软石贴面。从高空俯
瞰，堰坝形似莲花造型，层层叠叠，
高低错落，将水利工程和水文化巧
妙融合，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每年一到枯水期就没有水。堰
坝建起来后，我们灌溉浇水就方便
多了，还可以带着孩子在堰坝上戏
水、游玩。”看着即将完工的堰坝，村
民陈明生的眼里满是期待。

水利兴则农业兴，水利是农业
发展的命脉，也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据悉，虹桥溪流域综合治理工
程总投资约3.54亿元，治理河道总
长48.24千米，项目分二期实施，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护岸工程、改造堰
坝、疏浚工程、新建亲水平台、配套
标准化设施及水文化节点等。项目
建成后，将彻底改变虹桥溪“雨季过
洪水、旱季没流水”的局面，打造“水
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流域生态环
境，全面提升乡村颜值品位。“以前
水域都是深的地方太深、高的地方
太高，很不平整。改造之后，水塘、
游泳池都做起来了，既实用又漂
亮。”村民徐小平说。

喜迎二十大

“气象指数保险智能
速办”应用入选省级清单

本报讯（记者 李欣宁 陈倩）“去年12月农场内的
大片胡柚林遭遇低温冻害，线下走理赔程序的话最起
码要3个月时间，现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保险理赔程
序，直接获赔保费，太方便了。”近日，芳村镇某农场负
责人通过“气象指数保险智能速办”应用系统，只用1
天时间就拿到7.2万元保费。对于这样的速度，该负
责人很是满意。

据了解，“气象指数保险智能速办”应用由县气象
局开发建设。该应用由气象部门提供气象数据，承保
企业实时跟踪管理保单；财政部门负责绩效评价，调
整补助政策；农业农村等部门评估致灾情况，调整农
险险种，启动灾害救助。通过部门协同配合，实现跨
部门“一件事”联办，让投保人足不出户可享受“一站
式”理赔服务。为了最大程度保障种植户权益，该应用
还设置了“驾驶舱”功能，可动态分析产业规模、参保情
况、保险趋势、理赔动态等33项数据信息，为农业布
局、灾害救助、险种调整等提供决策依据。目前，该应
用已入选全省“一地创新、全省共享”“一本账”S0清单。

“气象指数保险是指以一个或者几个气象要素为
触发条件，如风速、降雨量、温度等。当达到触发条件
后，无论受保者是否受灾，保险公司都将根据气象要
素指数向保户支付保险金。”县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冲告诉记者，该应用自2021年12月上架“浙里办”
以来，承保我县胡柚、油茶3.37万亩，参保率提升了3
倍，提供风险保障 6500 万元，理赔矛盾纠纷减少
90%，为农户止损增收500万元。

作为县数字经济推进办牵头单位，县经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县气象局及有关责任单
位，聚焦投保农产品和险种扩面、模块建设和算法升
级，推动该应用迭代升级，进一步抓好改革推进，为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强化国防教育
增强责任使命

9月14日，大桥头乡组织干部
前往友好村文化礼堂、大桥头中心
小学等地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
动。宣讲人员围绕国家安全主题，
从国防基础到周边形式，为村民和
学生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
课。通过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丰
富了大家国防知识，增强了爱国理
念，提升了国防素养。

通讯员 汪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