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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陶宇新）3月 22日
上午，五届市委召开第 132次常委会
会议。市委书记李跃旗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组织
部长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会议强调，今年是建党百年，是“十
四五”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局起步之年，
也是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全市组织
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紧紧
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把党旗牢牢插在
发展第一线。要深化数字化改革，加快
构建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打造

综合集成、高效协同、闭环管理、一管
到底的组织体系。要着力打造一支唯
实惟先、善作善成的干部队伍，全面提
高干部队伍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要
进一步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建
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上下贯通、执行
有力的组织体系。要做好引才、育才、
用才、留才的文章，为台州高质量发展
凝心聚智、赋能增效。

会议听取了《关于纵深推进清廉
台州建设的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设这一根
本，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要坚持全面从严这一主线，深化
落实“严硬清”的要求，不断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走向纵深；要突出清廉单元
这一基础，以清廉单元建设为重点，
落实整体智治的理念，以点带面形成
全域清廉新格局；要突出保障发展这
一落点，把清廉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
动台州发展的实践力量；要抓住责任
落实这一关键，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
觉履行“一岗双责”,不断完善“四责协
同、五环闭合”工作机制，推动清廉台
州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对口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对口和山
海协作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
扛起政治之责，以对口工作的新成效
体现忠实政治品格。要把握重心转移
的要求升级帮扶举措，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加快打造对口工作升级版。要围绕
共同富裕的目标深化山海协作，坚持
内外结合，把深化山海协作作为探索
民营经济共同富裕体制机制的重要载
体，努力打造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跃旗主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3月 22日
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叶海燕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集中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习
近平在浙江》采访实录。副主任单坚、
赵跃进、沈宛如、周先苗、林金荣、潘
建华参加会议。

会议邀请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副主任洪开开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的专题辅导。单坚、沈宛如分

别围绕学习《习近平在浙江》采访实
录和《习近平对台州重要指示精神汇
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中
心发言。

叶海燕在会上指出，全市人大系
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党
史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习近
平在浙江》采访实录以及对台州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学深悟透、
融会贯通、真信笃行。

叶海燕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自信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到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深刻认识到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主要民主
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人大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
重要论述，把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
面领导作为最大政治原则，严格执行

党领导人大工作机制，自觉把党的领
导体现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足
人大职能高效履职的重要论述，自觉
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局工作，深化调查
研究，加强工作合力，全面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大制度理论
和实践创新的重要论述，擦亮“金名
片”，打造“新名片”，推动人大工作与
时俱进守正创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许世斌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召开

经市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
用的 2名同志予以公示（详见第二
版），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 在公示
期限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市委组
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
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本
人真实姓名。

2.要求 反映问题要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

告。
3.公示时间 从 2021 年 3 月

22日起到2021年3月29日止。
4.公示联系处室和受理电话

联系处室：中共台州市委组织
部干部监督室 地址：台州市市府
大楼12楼 邮编：318000

举报电话：0576-12380 短
信举报平台：18157612380

举报网站：www.zjtz12380.gov.
cn

中共台州市委组织部
2021年3月22日

台州市拟提拔任用市管领导干部
任前公示通告

本报记者陈永渊 刘蒸蒸文/摄
从临海市河头镇区出发，驶入

104 国道，沿山间公路盘旋而上，
历经颠簸，抵达宜塘一村里庄湾自
然村，18 公里的路程行驶了近半
个小时。

初春的宜塘山，空气依然清新，
但眼前的场景，与三年前所见却大不
相同。

曾经，这里是一坡坡荒草杂树，
羊群在路边悠闲地吃草，不时能看到
几只白鹭停在牛背上歇息。如今，荒
山已变成大片新平整的茶园林带，建
设者修路、造地和栽种茶苗干得热火
朝天。这片沉睡的土地被催醒，焕发
出勃勃生机。

这是由河头镇党委政府招引乡
贤梁光伟投资的宜塘山区土地综合
开发项目，计划总投入1亿元，流转土
地3000多亩，将致力于带动农文旅产
业结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吸
引更多村民回归并增收致富。

乡贤投资，满满“乡愁味”

宜塘位于临海河头镇西南山区，
曾有大大小小72个村庄。这些云端上
的村庄，或梯田环绕，或密林掩映，一
副世外桃源般的高山田园风光。

三年前，河头镇成功吸引深圳华
强集团回乡投资，筹划宜塘山区土地
综合开发项目。通过“龙头+基地+农
户”模式，综合开发茶叶种植、生态观
光、休闲民宿、养生养老等产业。

多产业开发，对宜塘山区来说意
味着什么？

“这些年，村民外出务工越来越
多，村庄越来越冷清。”土生土长的宜塘
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朝汉觉
得，乡村振兴，首先得有“人气”。而只有
产业发展好了，才能吸引更多的村民回
乡务工，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

农业开发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
收益慢，吸引外来资本殊为不易。华
强集团投资宜塘山区，既是因为看得

见发展，更是希望留得住乡愁。正因
为明白这个道理，村干部们憋着一股
劲，配合做好土地流转、环境整治等
各项工作，希望能为这份“大事业”出
一份力。

综合开发，初现“活力劲”

2018 年年初，由深圳华强集团
出资90%、临海市羊岩茶场以技术和
品牌入股10%，成立台州市昆毅茶业

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宜塘山区开发
项目。当年 8月，完成首批 2000多亩
土地流转签约；次年 6月，项目正式
动工。

眼下，宜塘山区土地综合开发项
目一期工程正顺利推进，今年计划完
成近 400亩山地的平整，并分批种上
茶树。

一条新修的公路从宜塘一村直通
河头镇区，将宜塘山区到镇区的距离从
18公里缩短到7公里。（下转第六版）

招引乡贤回归 助推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河头宜塘山：美丽田园丽田园 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乡村振兴进行时·走基层 强“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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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战略思维方法
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通讯员陈玲夫 叶海迪

日前，温岭市石塘镇民宿主杨彪
在该镇举办的民宿课堂上认真学习
如何进行民宿品牌营销，为即将到来
的旅游旺季作准备。近年来，石塘镇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原先空置荒废的
石屋资源迅速转化成休闲旅游产业
优势，无数像杨彪一样的渔民“洗脚
上岸”吃上了旅游饭。

这段时间刊发的《习近平在浙江》
采访实录，在石塘镇党员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烈反响。石塘镇党委书记叶晓
珑感触颇深，“采访实录中提到，‘如果
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
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
银山’，我们深有体会。”十几年来，石
塘镇深入开展万千工程，将影响环境
的修船厂关停、搬迁并恢复成沙滩，同
时加大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投入，原
先荒废了 20多年的老旧石屋变成了
民宿，变成了“金屋”，到了旅游旺季，
更是一房难求。石塘的石屋案例入选

“浙江乡村振兴十大模式”。
时间回到2005年6月14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石塘调研。
他指出“石塘古镇的建筑风貌确实很
有特色。因此我们要规划好、保护好、
开发好，要充分体现海洋文化特色，
把石塘古镇建成‘东海好望角’，真正
达到盛名之下名实相符”。

彼时还在大海上讨生活的杨彪
对此更是记忆深刻，“当时村里人都
搬到山下讨生活，山上的石屋荒废
着。”拆除老旧船厂、清理垃圾山、建

设环岛绿道、因地制宜打造旅游打卡
点……石塘镇逐步推进绿色发展之
路，杨彪所在的海利村逐渐蜕变为声
名远播的“中国最美渔村”，随之而来
的旺盛人气也推动了当地的旅游发
展，渔民利用老石屋转行办民宿的也
越来越多。办民宿不仅给民宿主带来
可观的收入，也给出租石屋的主人带
来租金，村民实现了“借景生财”。
2020年，石塘镇入选全省工会疗休养
基地，接待各地游客约190万人。

“习总书记当年对石塘建成‘东
海好望角’的嘱托始终被石塘干群记
在心中。”叶晓珑表示，接下来，石塘
镇将以高标准打造省级旅游度假区
为目标，更大限度把石塘的生态优势
转化为“真金白银”。

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嘱托

石塘古镇变身“东海好望角”

本报记者徐 平

因为村里线路搬迁费用的事，葛某赶在“说事日”
走进白鹤镇党群服务中心，起初脸色还不好看，而当镇
党代表牵头召集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参与调解拿出
方案后，葛某心头的疙瘩解开了，出门时已换上笑脸。

“逢十说事”，是天台县将每月 10 日作为“说事
日”，动员各方力量，通过情、理、法等多层面，帮助群众
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土方子”。这也是该县打造“和
合”品牌的一个生动实践。

天台是和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大调解工作中，
该县巧用“和合”的文化理念，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探索人民调解

“1+1>2”的新路子，以和合文化基因助推社会善治、法
治、德治，形成了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龙
头，三级人民调解组织为支撑，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
解和社会组织参与调解为补充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目前，该县共有人民调解员 2500多名，去年全县
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各类矛盾纠纷5867件，调解成功率
为99.74%。

村居善治“和为先”

老屋坍塌后，留下了界限并不清晰的宅基地。为了
两厘米的界限，叔侄俩在房屋拆旧建新时闹翻了。建房
本是好事，但在农村却是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叔侄一吵，就吵到了杨再兵面前。在天台县南屏山
区，“南山表兄”是古时南屏人对威望人士的尊称，大家
有矛盾就找“南山表兄”。调解员杨再兵就是大家信赖
的“南山表兄”。

叔侄本是自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杨再兵
用典故以案说法，一席话就压住了双方的火气。“南山
表兄”团队不失时宜地介入，几经调解劝说，双方重新
划定了界至，争议的焦点部位被当成双方的公摊面积，
磨人的心结终于被解开。

近年来，天台县加强对邻里、家庭等传统型、多发
型、常见型纠纷的调处，同时拓展调解领域，参与劳动
争议等难点、热点问题，建立起了县、乡镇（街道）、工作
片、村居（社区）、队（组）五级调解组织。

该县在老党员、老干部、乡贤中吸纳“和合调解员”，
协助开展村庄自治工作，参与化解矛盾纠纷、传播和合调
解文化、监督和合村风等。县司法局局长陈展峰说，在“和
合调解”理念的引导下，和合调委会创新采用“人相叫、茶
互敬、手相握、饭互请、树合种”的“和合讲事流程”，以“按
需点单”模式，规范调解步骤，推进了纠纷高效化解。

村居法治“和为贵”

3月 11日，天台县政协委员“和合调解团”工作室
启用。这是该县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发
力的新抓手。

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该县加强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在台州“北大门”白鹤镇，该镇创新“一三五”处置化解
指挥体系，通过一站式管理、一条龙处理，建成现代化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主阵地”，集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
治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研判三个平台于一体，群众遇事

“找说法”，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这个地方。 （下转第二版）

创
新
发
展
新
时
代
﹃
枫
桥
经
验
﹄
打
造
﹃
和
合
﹄
调
解
品
牌

天
台
：
念
好
﹃
和
合
经
﹄
解
开
﹃
千
千
结
﹄

深入学习《习近平在浙江》采访实录

本报讯（通讯员罗 俊 记者曹思
思）这阵子，在位于玉环市坎门后沙社
区的一间工作室内，船模艺人陈高海只
要一有空就拿着刷笔、刻刀等工具，全
神贯注地打造“红船”模型。如今，耗时1
个多月，按照1:20比例，陈高海制成南
湖“红船”模型，以此献礼建党百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做好‘红船’模型对我而言意义非
凡。我制作船模多年，想凭借自己的
技艺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留下特殊的
纪念。”陈高海笑着说。

作为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船
模代表性传承人，陈高海在过去20多

年里潜心琢磨船模制作工艺，从画图
纸、打样板、整理木材到做船体、填
缝、上色刷漆都亲力亲为，如今已制
作出近 200艘各类船模，部分船模还
有幸参加了省、市级相关展览。

“我从16岁起就进造船厂做学徒
学造船，后来做起渔船模型得心应

手。不过，嘉兴南湖的‘红船’是游船，
船体构造不一样，做起来有一定难
度。”陈高海说。

为了把船模做好，陈高海特意前
往嘉兴南湖，上船亲身感受，仔细观察
船身、客舱结构，并用相机记录下来。
制作中，陈高海认真打磨出了客舱内
的桌椅，使船的内部构造更接近真实
状态，同时还不断调试油漆颜色，确保

“红船”色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型。

玉环老艺人造“红船”献礼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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