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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曼琳）近日，浙江省首届农
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舞”暨第二届浙江乡村文
化艺术节乡村舞蹈大赛在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
镇圆满收官。

天马街道渡口社区文化家园推荐的排舞《一
切为了U》荣获二等奖，梅树底村文化礼堂推荐
的广场舞《中华戏韵》荣获三等奖。舞蹈演员用
饱满的热情和优雅的舞姿，舞出浙江美丽乡村的
朝气蓬勃，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极具乡村特色
的文化盛宴。

排舞入选省级大赛

县第十七届政府
廉政工作会议召开

王永明讲话

本报讯（记者 郑月红 胡志鹏 见习记者 姚
洁）11月24日上午，常山县第十七届政府召开
廉政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以及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认
真落实省市廉政工作会议要求，专题研究部署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永明讲
话，他强调，全县政府系统要坚持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长鸣思想警钟，保持“守规与守纪”第一位
的清醒自觉，打造“廉政与勤政”为一体的勤廉政
府，锻造“干事与干净”于一身的清正干部，为加
快建设“浙西第一门户”提供坚实保障。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许露华主持会议，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陈水清应邀参
加，县政府领导朱建忠、陈岗、吴昊夫、王永华、毛
凌锋出席会议。

王永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县政府系统在县
委的坚强领导和县纪委监委监督支持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廉政工作部署要求，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政治建设更加
坚实、权力运行更加规范、资金管理更加严格、营
商环境更加优良、督查问责更加有力，县域发展
环境和政务生态得到持续优化。

王永明强调，要长鸣思想警钟，始终保持“守
规与守纪”第一位的清醒自觉，强化不敢腐的震
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让党
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
悟而“不想”，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
围。要永葆务实本色，全力打造“廉政与勤政”为
一体的勤廉政府，坚持以“主题教育”为引领，锻
造“忠”的本色；以“惠企利民”为导向，打造“实”
的作风；以“依法行政”为遵循，强化“权”的约束；
以“重点领域”为主攻，筑牢“廉”的防线；以“过紧
日子”为常态，营造“俭”的风尚，确保有限财力真
正用到关键处，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坚守砥砺初
心，努力成为“干事与干净”于一身的清正干部，
坚持讲政治、守规矩；严律己、不谋私；勤作为、勇
担当，真正做到“干事且干净、干净加干事、干事
能成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岗位、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历史的业绩，以个人卓越的追求实现常山发
展跨越的目标。

会上，金川街道、县城投集团、县教育局分别
就党风廉政建设作表态发言。

基层治理的好法宝

矛盾纠纷“档”在前
“招贤镇古县村曾经有一起土地

产权纠纷，村民坚持认为是村集体的
土地，当年只是借给县食品公司使用，
产权并不归属对方，但该公司主管部
门则表示是当年已办理了手续取得了
产权，僵持了一年多也没结果。最后我
们找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相关档案，
终于解决了矛盾。”近日，县档案馆馆长
刘利忠说，要让档案“活”起来、用起来，
就是要把它在研判基层社会治理形
势、服务政府决策方面的独特作用发
挥出来，进一步展现其时代价值。

档案机制创新的一小步却是社会
稳定发展的一大步。“‘档’和‘挡’谐
音，我们通过‘零距离’查阅涉及山林
田地权属、家庭婚姻抚养、土地承包合
同等档案资料，积极践行‘浦江经验’，
把矛盾纠纷挡在前面，解决在前头。”
刘利忠说。今年以来，县档案馆推出
矛盾纠纷“档”在前特色品牌建设，多
部门、跨部门联动助推矛盾纠纷化解，
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从古县村的纠纷开始，县档案馆
开始积极探索机制创新。

“一方面，我们联合县社会治理中
心、县司法局等矛盾纠纷调解单位，建
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档案查阅服
务机制，开通绿色通道的同时由专人
负责查档。”刘利忠说，针对婚姻家庭、
邻里关系、土地资源等同质性、多发
性、反复性矛盾纠纷，由调解单位统一
主张、县档案馆统一查档，让人民群众

“少跑腿”的同时，还能确保矛盾纠纷
证据的完整性、有效性。

与此同时，县档案馆还对接了县

发改局等单位，着眼今年龙潭水库等
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馆下沉、分门别
类、分组联系。“对于涉及土地征用等
易产生矛盾纠纷的项目，我们提前做
好档案上门服务，帮助完成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档案查阅，同时为建设单位
开展档案业务指导，实现档案工作与
项目建设同步。”刘利忠表示，县档案
馆还积极发挥驻企服务员、驻村指导
员、治村导师等下沉作用，做好档案上
门服务的同时总结档案服务化解矛盾
纠纷的经验做法。

“我想要查一下当年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变更的情况。”在大埂村便
民服务中心，村民吴红琴向工作人员
申请查档，不到一分钟，她想要的档案
资料就已经查到并打印好送到了她手
里。

“通过‘数字档案利用一点通’应
用，就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快速查
档。档案数字化改革是趋势，也是必
然。”刘利忠透露，县档案馆的数字化
改革推行较早，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
也早就实现了数字化管理。而目前，县
档案馆全面推广应用县域数字档案管
理服务一体化平台，不光实现了线上档
案管理、利用、指导、监督全流程覆盖，
更下发账号至村、社一级，打破档案资
源数据壁垒。县档案馆还积极深化

“村档乡管”工作模式，着力规范村级档
案管理。截至目前，试点金川街道所有
村的村级档案整理已完成数字化。

“不过查档是比较严格的，必须提
供相应证件，个人查档的详情会被记
录在系统里。”县档案馆信息技术科副

科长陈兆昂说，便捷查档的同时还实
现了有痕查档，从而针对高频查档和
重点人群实现“双向预警”，为各部门
调解矛盾、政策评估、中心决策提供有
力依据。

陈兆昂介绍，应用打通了浙里办、
浙政钉和一体化平台，提供“政策智
库”、“服务巡察”、“社会预警”等服务
功能，目前已下发359个县域数字档
案管理服务一体化管理系统账号至
村、社一级，在土地延包试点工作中提
供自助查档500余次，在3次重大村级
地历史纠纷中为基层提供历史凭证。

“今后，我们还计划将婚姻家庭、山林
田地权属等民生档案上传至浙江省档
案数据共享中心，有需要的人群可通
过浙里办的‘浙里档案’应用进行本人
相关档案的查询。”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县档案馆也在创新档案利用方
式、优化档案运用模式上积极探索，通
过传统现场查档、延时查档、预约查档
等相结合的复合型查档互补推广，推
动查档服务全覆盖。”刘利忠表示，接
下来，县档案馆将持续加大民生档案
接收力度，完善“异地查档”“预约查
档”等便民服务措施，并持续探索档案
服务基层治理路径，为矛盾化解在基
层作出更多档案贡献。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滕一韬 通讯员 陈慧群

11月24日，全省第三批大花园示范
县名单正式公布，我县成功创建浙江省
大花园示范县。近年来，我县以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宗旨，全力推进大
花园示范县创建，厚植绿色生态发展本
底，努力打造绿色美丽和谐幸福的现代化
大花园。创建至今，先后获得省大花园示
范县年度评估优秀等次、省政府“推进大
花园建设成效明显”督查激励。图为东
明湖公园一景。

通讯员 谢萌/文

我县成功创建省大花园示范县

“一乡一品”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东良 徐梦婷

记者 罗曼琳）11月23日，在何家乡双
安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加油声、欢呼
声不绝于耳。选手们飞速地剥着毛豆
荚。随着双手巧妙配合，一个个毛豆荚瞬
间壳肉分离，一粒粒饱满的豆肉飞入桶
中，现场气氛热烈，比赛进程扣人心弦。

经过激烈比拼，钱塘村取得团体
赛第一名，钱塘村村民琚生花取得个
人赛第一名。“按剥豆肉每公斤0.75元
计算，一个人一天4个小时就能剥12

公斤豆肉，一个月在家门口可以增收
近千元。”坊主蒋三朋说。

为充分彰显“四片绿叶”产业带富
成效，助力村民增收致富，何家乡总工
会联合县总工会在双安村举行了何家
乡“四片绿叶”共富产业“一乡一品”剥
豆比赛。该乡种植青大豆已有30多
年历史，通过“党建联建”带动产业联
兴，村村抱团发展，逐步形成集种植、
加工、运输、仓储、销售为一体的农产
品加工产业链，全乡85%以上常驻人

口参与剥豆加工链。如今，青大豆产
业已成为何家乡“一乡一品”农业产业
发展的新亮点。目前，“定阳豆”共富
工坊已由当初的一个村、一个点发展
到现在的36个加工点，还辐射带动同
弓乡、球川镇、开化华埠镇等周边乡镇
参与，实现3000余村民家门口就业增
收。

承文脉 连血脉 享文化
——“衢台两岸文学周”作家
采风常山连氏书院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