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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挂变现场说 只发布变全公开

村情报告会让群众心里
亮堂堂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吴婧涵 本报记者 葛锦熙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共富庭院项
目的投资预算明细及设计、代理单位
的信息……”近日，在辉埠镇路里坑村
举行的村情报告会上，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刘志亮向村民汇报下个月
村里实施的新项目。刘志亮介绍，试
行的村庄共富庭院模式得到了不少村
民的认可，他便着手计划在全村推广。

“以前大家对村务公开的印象一
直停留在纸上，但村民读不懂、弄不
清，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刘志亮说，
2020年，他在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
向村民汇报了当月的村集体账目、项
目跟进等情况，现场为大家答疑解
惑。这次生动的村务公开，收获了村
民的赞赏和好评，从此每月举行村情
报告会就此固定了下来。

结合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刘志
亮归纳出“村情八述”机制。在报告会
上，围绕村庄五年规划实施、村级财务
收支、村集体经济项目、资产资源处
置、“三资”管理、环境整治、党员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8个专题公开汇报，并
将报告事项在村“三务”公开栏公示，

还开通线上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
用平台，让村务变得听得懂、看得见、
好监督。

“此次村里建设乡村艺术馆，用了
村内跟村外的土地，两者的土地流转
方案是一样吗？”在报告会的“问廉书
记”环节，有的村民提出疑问。“无论是
外村或是本村，土地流转的价格均按
照每亩600元一年的标准。这笔费用
我们后续会在报告会上同步汇报。”面
对疑问，刘志亮耐心地解答。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刘志亮
表示，报告会中村民可以通过“问廉书
记”环节，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低保救
助、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事项，点名
干部现场答复，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对当场无法解决的事，会后由村党支
部书记牵头“揭榜挂帅”，帮助村民解

决“急难愁盼”。
“从墙上挂变现场说，从只发布变

全公开，村情报告会把知情权、监督
权、评判权交给群众。”辉埠镇组织委
员黄芬说，2021年，该镇将村情报告
会作为践行新时代“三民工程”的重要
举措，向全镇推广，充分调动了村民参
与村级事务监督和管理的积极性，让
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
此外，辉埠镇将各村报告会开展情况
纳入月度考核，“以考促进”激发各村
干部队伍活力，使党群关系更融洽。

截至目前，辉埠镇共举办村情报
告会518次，报告村级重要事项1476
件,收到各类问题583个，其中557件

“急难愁盼”事项得到及时处置整改，
群众好评率提升9.3%。

“医保帮帮团”
在行动

10月10日，县医疗保障局“医保帮
帮团”成员来到招贤镇招贤村、象湖村
开展“医保知识下乡”活动，耐心讲解
群众关切的参保缴费、待遇享受、慢病
报销、医疗救助等政策，进一步落实好
医保政策，服务好参保群众。

通讯员 汪芳 摄

我县5人入选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本报讯（记者 江琪）近日，浙江省

乡村振兴局等8部门公布了第一届省
级乡村工匠名师和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工作室评选结果，我县毛荣良、彭国
方、樊利卿、游水根入选种养加服人才
类工匠名师，毛春良入选手工艺人才
类工匠名师。

作为食用菌行业的“老兵”，毛荣
良在这一领域奋斗三十余载，熟练掌
握猴头菇、金针菇、灵芝等食药用菌菌
种培育与规模种植技术，同时主持或
参与了多项科技研发项目并发表论
文，曾先后荣获“衢州市十佳农村实用
人才”“浙江省食用菌行业先进工作
者”等称号。2009年，毛荣良回到常
山自主创业，在球川镇红旗岗水库旁
建设了灵芝种植基地，通过不断努力
和政府的政策扶持, 公司已成长为浙
西地区最具规模的食药用菌种植加工
企业之一。

彭国方有着17年的胡柚种植经
验，是胡柚行业有名的“土专家”，曾先

后荣获“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等称号。多年来，
他积极推广胡柚优质生产技术，创办
人才工作室，成功探索建立了首席“柑
桔专家+农技服务团队+胡柚庄稼医
院+专业合作社+基地”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模式，实现年营业收入800余万
元，同时建立科技示范点（基地）20个，
有效提高了胡柚优质果率。

樊利卿从事胡柚生产销售35年，
通过利卿果业专业合作社、胡柚出口
基地等将胡柚销售到国内外。除传统
的销售方式外，2020年，樊利卿还利
用电商，抖音直播等新方式进行推广，
一年成功销售胡柚5000多吨。除了
是销售专家，樊利卿还是一名优秀的
讲师。他在精进培育种植技术的同
时，还积极创办教学基地，培训农民
1500人次，带动周边农户500多户增
收。

从1978年担任生产队长至今，游
水根持之以恒地从事水稻生产工作，

通过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交流，努力
提升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的技术水
平，示范带动粮油新品种、新技术、新
模式和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曾先后荣
获“衢州市首届乡村百师”“浙江省水
稻高产创建工作突出个人”等称号。
2022年，游水根在推动水稻绿色高产
高效创建活动中，取得了水稻百亩攻
关再创单产的新纪录，他种植的头季
再生稻最终平均亩产达793.15公斤，
比2019年创造的头季稻高产纪录还
高 58.5 公斤，其中最高田块单产达
814.17公斤。

作为市级非遗传承人，毛春良坚
持创作，建立竹编展览馆，教授竹编技
艺，曾先后荣获”衢州市第二届乡村百
师”“省级新农匠”等称号。经过多年
的积极探索，他在平面竹编传统的“提
花工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

“平衡编技法”，增加了大型作品的平
整度，攻克了大型平面竹编书画编织
的难点，作品多次获得省市级大奖。

田间采收忙
茭白迎丰收

本报讯（记者 陈倩 游待露）近日，新昌乡达
塘村140余亩茭白迎来了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的采收景象。

种植基地里，翠绿的茭白叶随风摇曳，10余
名工人们正拿着镰刀穿梭其间，熟练地修去多余
叶片，收割一节节鲜嫩成熟的茭白，伴随着一声
声“咔嚓”的脆响，丰收的喜悦在这片“绿海”中荡
漾开来。

茭白基地管理人员黄林介绍，今年村里首次
尝试种植了50多亩由浙江大学选育的茭白新品
种，正在采收的正是这批新品种茭白。受前期天
气影响，今年的收割时间有延迟，但今年每公斤
的价格由往年的5元提高到了6元至8元。“如果
这段时间天气好，每亩产量可达2000公斤左
右。”黄林说。

茭白在种植、田间管护、采收、分拣等环节都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
的机会。“工资130元一天，包接包送，中午还管
饭，我很开心很满意。”辉埠镇才里村村民江家凤
说。

在离茭白基地不远处的仓库内，工人们正在
分拣茭白，随后通过装袋、称重后销往全国各
地。“我们接下来将改进技术管理，提高管护能力
和水平，提高茭白产量，让茭白成为农户们实现
就业增收的致富果。”达塘村党支部副书记黄云
国说。

情暖重阳节
义诊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徐露霞 陈王宁）10月14日，
县人民医院组织专家义诊团队走进金川街道胡
家淤村开展“金秋送健康 情暖重阳节”义诊活
动，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
统。

义诊现场，根据胡家淤村老年人多，腰腿疼
病、皮肤病多发等特点，县人民医院在本次义诊
中有针对性地组织了心血管内科、大外科、疼痛
科、眼科等10余个科室20多名医务专家进行义
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医务
人员仔细询问患者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
活情况，耐心为患者检查血压、心率、视力等，并
免费发放健康资料。此外，专家们还从慢病管
理、合理用药，营养康复等多角度给予村民科学
指导和建议，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
和健康意识。

新时代“三民工程”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进校园

10月16日，县检察院检察官带着动物标本、
图片展板等来到天马一小，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
法治宣传活动，向同学们宣讲保护野生动植物相
关法律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生态保护理念。

通讯员 陈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