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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蓝王燕 通讯员 王虹霞

春节假期，我县各乡贤会充分利
用乡贤回乡欢度春节的契机，邀请乡
贤同叙桑梓情怀，共话家乡“二次跨
越”再发展。

一曲《晚安·武川》
温暖乡贤游子

2 月 11 日，一曲 《晚安·武川》
在街头巷尾、墙里墙外、线上线下响
起，写的是平常事，唱的是普通人，
带着家乡的深情厚意，向奋进中的武
川儿女道一声“晚安”，温暖了或是归
家过年或是坚守外地的乡贤游子，也
抚慰着10万留武过年新居民的乡愁。

“歌词里，我看到了武义的秀美山
川，也勾起了我中学时期的回忆”“武
义越来越美，每一年回来，都感觉武
义 往 更 好 、 更 加 文 明 的 方 向 发
展”……微信群、朋友圈里，大家纷

纷点赞这首歌，说这是记忆与乡愁，
是他们收到的最好新年贺词。

茶话会开成招商会
假期就是谋划期

“建议成立若干个乡贤专委会，对
接镇中心工作、项目或者村庄，让乡
贤的智力、资源落地”“在做好项目引
进的同时，也要做好服务，让乡贤们
能真正有回家的感觉”“不仅要引进企
业，更要引进产业配套，建好产业
园”“在乡贤会内开展评先评优，激发
乡贤贡献家乡的热情”……春节期
间，桐琴镇、新宅镇、王宅联盟等乡
贤会常态化开展“假期乡贤茶话会”，
乡贤们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并组织
走现场、对接项目，共同为家乡发展
把脉开方、出谋划策、招商引资。

县领导、镇街（联盟）领导班子
对回乡乡贤及在外乡贤家属开展电话
联系、走访慰问，送关怀、送政策、

送温暖。

情系乡亲送温暖
真情关爱暖人心

乡贤们对家乡的关心关注不仅体
现在对发展的谋划和思考上，更落实
在点滴的行动中。春节前后，经乡贤
牵线，金华市第五中学、金华市环城
小学分别与桐琴镇东皋中学、桐琴小
学携手结对，市级优秀学校送课下
乡、镇级学校选派教师上挂深造，通
过点对点教学结对，提高教育质量。

除教育外，老年群体的生活状
况、村庄建设等也是乡贤们时刻挂在
心上、记在心间的问题。各乡贤会建
立爱心基金会，组织医疗团队回乡义
诊，连续多年开展老年人、困难群众
慰问等公益捐助活动。还主动集资捐
款，在村内推行美丽庭院创建试点工
作，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和美丽村庄
建设，得到广大村民的好评。

假期不忘家乡事 乡贤齐聚谋发展

随着天气转晴

和温度回升，2 月

21 日，游客和飞行

爱好者在大斗山飞

行 营 地 乘 坐 三 角

翼、滑翔伞，伴着

晚霞翱翔在火红的

天际，空中感受这

美妙的时刻。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伴着晚霞飞
空中看美景

（上接第1版）为全面提升我县供电质量

和服务水平，今年以来，国网武义县供电公

司根据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工程建设市场化

的实际情况，就用户配电工程 （即业扩工

程：由用户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电力工程项

目）的建设、管理，推出“阳光业扩”服务

体系，让用户不用出门就可以办理多项核心

业务。

“虽然现在业扩工程报装都比较透明，

但部分有用电需求的企业对流程并不熟

悉，关于电力公司的内部规范、条款等的

即时变化，企业无法快速获知。为此，我

们实行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全程服

务。”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桐琴供电所客户

经理朱晓凯介绍，通过实行客户经理制的

全程“一对一”跟踪服务，国网武义县供

电公司强化服务质量，为其与电力客户联

系建立桥梁和纽带，实现客户服务部与电

力用户“互动双赢”目标，进一步缩短业

扩办电时间、提升办电效率，让人民群众

真正感受到“阳光业扩”工程以及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带来真正的实惠。

近年来，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深化落

实“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不断压缩办电时限，推行电力业务网

上办，促进项目早送电，早投产，全力服

务企业增产扩能。2020年，国网武义县供

电公司先后走访大客户 46家，排查解决各

类用电问题 30 项，有力提升供电服务品

质。据了解，目前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 10
千伏业扩工程全流程平均时长已压缩至 40
个工作日内，低压非居民 380 伏客户业扩

平均接电时间压减至 15个工作日以内，实

现线上报装办电率 100%，客户满意度

100%。

武义电保姆：
办电做减法 服务做加法

（上接第 1 版） 张洪有所说的“公司”，

正是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2008年，时

任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的蔡为明研

究员带领“食用菌团队科技特派员”入驻

武义，摸清当地食用菌产业的短板。作为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蔡为

明深知，菌棒的生产是食用菌产业中的关

键环节。他和团队参与创办了武义创新食

用菌有限公司，通过新建专业化的生产线

集中生产菌棒，然后把统一制好的菌棒直接

交给菇农进行出菇管理，为武义的食用菌产

业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让武义菇农种

菇既轻松又有保障。

“钱支援，物支援，不如来个科技特派

员”，这句流传在武义菇农们口中的顺口

溜，体现了群众的所急所盼，也饱含着对科

技专家的感激之情。解决了菌棒难题，蔡为

明又瞄准武义县的食用菌产业升级需求，致

力于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和菌菇产业的规模

化、标准化水平提升。蔡为明团队研发出以

突破夏季高温栽培为核心的生产技术，育成

工厂化生产专用优质品种，开发工厂化设施

生产新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食用菌生产

易受恶劣天气影响、产量波动大等技术难

题，市场售价比常规品种高出不少，让菇农

们增收致富有了门道。

“2020年公司生产菌棒 50万袋，今年将

达到 150万袋，预计明年可达到每天生产 6
万袋的水平，从而带动更多农户走上标准

化生产。”武义创新食用菌公司负责人施礼

介绍说，通过省农科院技术支撑与扶持，

截至目前，蔡为明团队在武义培育了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 15家、家庭农场 10家，年收

入 20 万元以上的专业大户达到了 24 户。

“创新业、育新种、推新法”的科技创新之

路，在新宅镇、大溪口乡等地遍地开花，

让大山里的“小农户”真正走上了现代农

业的发展轨道。

记者 吕柳燕 通讯员 柳媛敏

本报讯 2月21日，县森防指办组
织召开全县森林防灭火紧急会议，通
报了我县近期森林火灾有关情况，分
析了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式，安排
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我县天气持续
晴热干燥，春耕备耕、踏青旅游、
上坟祭祀等易引发森林火灾的因素
增多，部分乡镇对森林防火工作有
所松懈，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势不容

乐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
认识，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加
强专业队伍、救援物资保障，确保
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认真
剖析近期发生的森林火灾事故，对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复盘，补齐
弱项和短板，打通森林防灭火工作

“最后一公里”。要以警醒为目的，
对森林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进行追
责问责，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守
一方平安。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森林

防灭火的严峻性，层层压实森林防
火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职责，
提高站位，周密部署。要坚持“以
人为本、科学扑救”原则，分级分
类建立清单台账，落实防范措施。
要精准高效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营
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森林防火工作
的良好氛围。并通过加强火源管
控、做好执勤备勤、严肃工作纪律
等，压紧压实森林防火责任，切实
做好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县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省农科院专家服务到田头

再动员 再部署

记者 吕柳燕 通讯员 高梓

本报讯 2月23日，中国人寿武义
支公司正式启动政保网格员项目。这
是该公司进一步深化政保合作、优化
便民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金华市在全国首创了选
缴大病保险制度，采取政保合作方式
运行，以其保障力度大、保障范围
广、结算方便快捷等特点，已经成为
我县群众防范重特大疾病风险的坚强
保障。2020年全县选缴大病保险报销
51555人次，报销金额 6287万元，2021

年我县选缴大病参保率达 86.1%，比
2020年提高了 13个百分点。“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深化政保合作，支持政保
网格员项目做深做实，为群众提供更
加及时、贴心、专业的政保服务。”县
医保局党组书记高济敖表示。

据了解，实施政保网格员项目就
是把社会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模式引
入政保合作领域，以村（社）为基本
服务网格，切实加强政保合作项目的
政策宣传推广，打通基层政保服务

“最后一公里”。
“该项目是我们更深层次推进社会

服务职能转型、进一步夯实政保合作
基础的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将充分
发挥政府网络化新型管理模式的积极
作用，打造一支专业化、业务精、素
质高的人才队伍，着重对乡镇农村提
供高质量服务，畅通政保服务‘最后
一公里’。”中国人寿武义支公司总经
理赵娜说，希望各村（社）积极推荐
有才能、有服务情怀的合适人选，加
入政保网格员的队伍，让金融知识普
及群众、保险保障深入民心、服务民
生举措有效落地，共建共享“奋进武
义”。

医保进网格 服务进万家

政 保 网 格 员 项 目 启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