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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巡礼·《岩下潘：循着“千万工程”指引的路》后续⑥

台传媒记者章雪瑶 张妮婷

近日，记者走进三门县横渡镇岩
下潘村，3号民宿飘起袅袅炊烟。厨房
里，女主人鲁小丽撸起袖子，将蔬菜
快速洗净、切段，放入已热的油锅中
翻炒，不到5分钟，一份简单的清炒时
蔬就完成了。

她将菜品倒入盘中，不忘擦拭边

缘溢出的汤汁。“农家菜没有精致摆
盘，但是可以做到干净、整洁。”鲁小
丽笑道。

随着各类菜品上桌，前一晚留宿
的客人纷纷下楼，拿起筷子大快朵颐。

忙完几桌菜，鲁小丽走出厨房。
“现在还不算忙，旺季的时候房间要
提前预定，餐厅满座，我们得从早忙
到晚。”她在院子坐下，看着来往游人

回忆道，“现在村里热闹了，但我刚嫁
过来时，没一条像样的路，就几间破
房子，连个人影也很难看到。”

上世纪90年代，陕西人鲁小丽在
宁夏与来自岩下潘村的丈夫相识。婚
后，她和丈夫只有在春节、清明等假
期才会回到岩下潘，每一次回村，入
目都是荒芜破败的景象。

1995年，鲁小丽和丈夫从宁夏回

到浙江，在宁波落了脚。鲁小丽在工厂
打工，丈夫则接一些零散的装修活。

2009 年，三门县推进新农村建
设，岩下潘村因自然风光绝佳，被列
入规划。听闻岩下潘村要开始盖新
房，鲁小丽夫妇成为第一批拆旧建新
的村民。

村里鼓励大家开民宿，发展旅
游，他们又向银行贷款了 10余万元，
将新建成的农家别墅改造成民宿，成
为该村第一批民宿经营者。

“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成不
了就再出去打工。”鲁小丽坦言，当时
她心里也没底，“但不管结果怎样，迈
一步出去，总是好的。”（下转第三版）

第一批拆旧建新 第一批改造民宿 第一批入股公司

“外来媳妇”鲁小丽为何敢“投资”？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8月4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沈铭权在椒
江、路桥调研市区重点区块规划建设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发展，以绣花功
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完善功能布
局，努力实现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
城市文化与建筑风貌、城市设施与宜

居环境的有机融合。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副市长陈挺晨参加调研。

沈铭权先后来到市府大道有关
点位和中央商务区、三山、飞龙湖等
重点区块，实地踏看项目区位、开发
现状，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布局、
业态定位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通
盘考虑、整体谋划，以优化空间形态、
提升功能品质为目标，加强多方案比

选论证，广泛听取专家教授、专业团
队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打磨项目细
节、完善设计方案，深化细化周边风
貌更新、交通路网、绿化景观、运营管
理等具体内容，选择最优建设模式，
盘活用好各类资源，稳步推动新老区
块贯通连接、错位发展。

调研中沈铭权强调，城市规划
建设关乎城市发展，与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站位全省
发展大局，立足台州原有基础，瞄准
未来发展需求，树立系统前瞻思维，
精心做好总体规划，科学合理布局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加快打造高能级
城市。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以重点区块规划建设提
升为抓手，充分挖掘空间潜力和人文
底蕴，集聚人才、产业、项目等各类高
端要素，推动中心城市加速蝶变焕
新，不断提升市区综合承载力、吸引
力和竞争力。要探索实施美丽空间
管控机制，提高城市风貌管理体系
化、科学化水平，注重色彩协调，严
控建筑高度，留出天际线、山脊线、
水岸线，做到城市建筑与山水、文化
相融，让现代城市与自然环境浑然一
体、和谐统一。

市政府党组成员黄人川参加调研。

沈铭权在调研市区重点区块时强调

科学规划 完善功能
精雕细琢扮靓城市形象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今年第6号
台风“卡努”目前已越过 125°E，8月 4
日 20时中心位于距离玉环东偏南方
向约4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卡努”
将以每小时 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
偏北方向移动。

鉴于“卡努”对我市陆上影响已趋
结束，但对海上仍有一定的风浪影响，
根据《台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
案》，市防指决定8月4日19时将防台
风Ⅳ级应急响应调整为海上防台风应
急响应。

受“卡努”外围影响，我市沿海风
浪强劲，近海海域最大有效波高 8.3
米。其中，椒江大陈最大有效波高 5.6
米，玉环披山最大有效波高 4.4米。沿
海还出现了明显的风暴增水过程，最
大过程增水95厘米，其中玉环西岸达
到当地橙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玉环
东岸、温岭西岸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
位的高潮位。

截至8月4日，全市大中型水库暂
无超汛站点，16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651.59百万立方米，蓄水率 61.2%。小

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6个，2个河道
超警戒水位。

“卡努”影响期间，我市共投入
防汛防台警力 10677人次，排查整改
各类隐患 184 处，管制危险路段 3
处。农业部门通过农民信箱、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发送预警信息 230 万余
条，组建 177 个服务队专家 1542 人
次，服务农业主体 2556 家。同时，有
效开展农机具、冷藏保鲜、烘干设施
的调配调度，协助农户做好产销对
接和农产品销售。 （下转第二版）

台风“卡努”转向远离

我市调整为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台风过 晚霞美

8 月 4 日，今年第 6 号台风“卡
努”对浙江的影响减弱后，玉环大麦
屿港口在晚霞映照下，美如画卷。

玉环大麦屿港为国家一类口岸，
对台直航港口。近年来，玉环市落实
科技赋能、税费减免、边检绿色通关
等措施，通过整合港口仓储、外贸、集
装箱运输等多种业务类型，增强港口
集聚和辐射功能，助力进出口和内外
贸业务实现量质齐升。

台传媒通讯员段俊利摄

市域治理现代化

台传媒记者颜 静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警犬基地，谢谢救援队……大
晚上帮我们找到了母亲。”近日，温岭市坞根镇下呈村村
民钟右聪送锦旗向各救援力量表达感激之情。

3天前，钟右聪84岁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走
失。接到报警后，坞根镇综合信息指挥室迅速调度联勤
联动处置组，组织执勤组、派出所民辅警、网格员、村干
部等，并寻求当地救援队支援，同时借助无人机，共同展
开地毯式搜寻。历经六七个小时，于当晚在一山涧找到
跌落受伤的老人并及时救治。

这是坞根镇综合信息指挥室精准赋能乡村善治的
真实写照。近年来，该镇坚持“党建统领 网格智治”，创
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数字赋能，扎实推进基层
治理“141”体系与“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融通互
促，构建符合基层实际、满足群众需求的综合信息指挥
室“122模式”，打造大格局、大协调、大服务、大保障的区
域治理“坞根样板”。

综合集成打通运行脉络
“同志，我家的地不知道被谁破坏了”“我们怀疑这

家企业污染环境，请你们查一查”……坞根镇综合信息
指挥室里，每天上门或来电的群众诉求不断，通过事件

“无差别”受理流转，都能得到快速、全面、有效的处置。
坞根镇党委书记陈钢锋介绍：“此前，在综合信息指

挥室建设运行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问题和困惑，于
是树立问题导向，聚焦这三个痛点推动创新改革。”

一是为民服务作用发挥不够。比如 110联动警情、
12345民情、网络舆情、网格社情等没有在综合信息指挥室
统一汇总，指挥室掌握信息来源不全面，条线各自为战，缺
少事件处置的系统分析研判、全量监督和数据沉淀，回应
群众诉求不主动、不及时且和群众实际需求有差距。

二是指挥调度能力不够。综合信息指挥室定位不清
晰、核心中枢地位不明确，行政执法、公安消防、市场监
管、村社网格等各支队伍力量整合不足，数智化调度和合
成化作战能力不够，处置复杂问题时无法形成合力。

三是机制体系建设推进不够。比如机关、村社的
工作理念、工作机制有待转变，乡镇与部门之间、办
公室之间、镇村之间存在多头指挥乱，系统平台多、
事件协同处置少、数据归集运用难等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

于是，集成“综合信息指挥室+大综合一体化+数字
化”三大改革的“122”模式应运而生，即强化1个综合信
息指挥室的合成作战能力，综合调度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和村社网格队伍 2支队伍,充分运用数智赋能和群防群
治两种手段，做到实时掌握信息、快速联动资源，实现

“全科式治理”。

最强大脑释放创新活力
走进坞根镇综合信息指挥室，“无差别”受理区、值

班备勤区、执法办案区、综合指挥区、信息研判区等“一
室五区”运作有序，33名工作人员高效协同。在这里，综
合信息指挥室和派出所指挥室“两室融合”，达到“警格”

“网格”共建共享和力量互补。
负责该项改革工作的坞根镇党委委员颜利荣介绍，

指挥室创新事件“无差别”受理，建立值班指挥长制度，
实现镇域所有事件均在综合信息指挥室“统一归口汇总、统一出口交办、限时
处置反馈、过程全量监督”群众办事“只跑一处”“只跑一次”。

“一般法定事项实行党建统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四个平台协
同流转交办，应急事项由行政执法队先行处理，情况复杂由指挥长调度行政执
法、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 8支力量合成作战，形成‘指令在线发起、责任部门
及时响应、综合队伍一线处置、结果全程留痕反馈’的处置流程。”颜利荣说。

如果说综合信息指挥室是“122”模式的“最强大脑”，2支队伍是其中脉
络，那么“1+3+X”的数智化体系则是流淌的血液，可实现市、县、乡三级应用
贯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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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张 怡
台传媒通讯员翁冰芯

日前，经过157轮激烈竞拍，临海
市开发大道东侧、柏叶路南侧地块顺
利出让。未来，这里将会建起五星级
酒店和高品质住宅。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近年
来，临海市通过存量“去库存”、低效

“挖潜力”、新增“优供给”的“三位一
体”模式，把低效闲置用地“腾”出来，
将优质项目“装”进去，有效破解国土
资源供需矛盾，走出了土地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的“临海路径”。去年，该市完
成供地10742亩，创近年来新高。

“这几年，临海土地资源管理工
作成效明显，但从发展空间看，土地
开发强度逼近‘天花板’。用好增量、
激活存量、统筹流量，是临海提高土
地资源利用率的‘金钥匙’。”临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侯
大剑说。

去存量，唤醒“沉睡”土地资源
走进临海市大洋街道塘里村，只见

成片的空旷土地上长满了杂草。再过一
段时间，这里将会建起一幢幢安置房。

为满足村民住房需求，提升村民
生活品质，2014年，临海市启动塘里
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该项目涉及村民

380户 1775人，需拆除老旧民房 13.5
万平方米。

“2015年，塘里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就完成了土地农转用审批。”临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8年攻坚，仍有 97户
村民不同意拆迁，因此迟迟未能完成
供地。脏乱差的居住环境，也一直困
扰着村民。

2022年7月18日，临海市召开城
中村遗留问题清零及重点区块政策处
理攻坚行动动员会，吹响城中村改造
冲锋号。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
跟脚步，立即启动批而未供土地处置
专项行动，助力城市“烂疮疤”拆除。

为加快拆迁进度，专项行动工作
人员一有时间就到拆迁户家中拉家
常，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设身处地
考虑他们的困难，为他们算好经济
账、发展账，消除部分村民对拆迁的
抵触情绪。截至目前，临海市完成塘
里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供地162亩。

唤醒“沉睡”土地资源，是破解土
地指标紧缺难题的关键。去年，临海
市消化批而未供土地4967亩、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5796亩。

控增量，挖掘低效土地潜力
在临海市大洋街道国庆片区，搅

拌机、起吊机运转不停。（下转第二版）

去年完成供地10742亩，创近年来新高

临海：擦亮地尽其用“金钥匙”

台传媒通讯员李美娇
台传媒记者洪雨成

“现在进展顺利吗，还有什么问
题吗？”7月31日，路桥区路北街道经
济发展办主要负责人林行，再一次
与瓦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联
系，询问项目推进进度。

瓦格智能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
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的企业。随着企
业不断发展，办公研发和生产制造空
间越发受限，产生了外迁念头。林行
在日常走访联系中得知企业想法，立
即着手为企业谋划，解决用地难题。

在深入分析企业用地需求与自
身发展的基础上，街道经济发展办
逐项比对筛选土地资源，反复沟通
协调，终于在洋张水里区块为企业
谋划了一块20亩左右的工业用地。

“我们想实现摘牌即开工，街道
这边可以帮忙想想办法吗？”面对企
业新的诉求，路北街道提前对接当
地自规、经信、发改等部门，询问相
关手续资料。顺利摘牌后，又全程陪
同走访市、区相关部门，协助企业在
2个工作日内成功备案，次日即实现
进场勘探，为下一步如期动工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路北街道紧扣优化营
商环境主题，围绕土地、人才、技改等

关键领域，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倾听
企业心声，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一企
一策制定“诉求清单”“问题清单”“政
策清单”“优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
存在的问题，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腾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攻制
冷配件制造，今年刚购置了新设备，
准备扩大生产。得知这一情况，路北
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及时为企
业送上“政策清单”，鼓励他们进行
技改项目申报。企业提出对申报流
程不熟悉，街道便派专人到企业指
导，积极联系统计中介上门，帮助企
业完成入库前期准备。

“你好，你们已经成功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了。”“太感谢了，我们
会继续优化提升。”台州伟兴科技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正式成立，从
事智能制造行业。路北街道在深入
分析其所属产业、发展潜力的基础
上，引导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为其量身定
制了一条“优化路径”，让企业的发
展之路走得更稳更好。

路北：“四张清单”
助企做大做强

担当实干 争先跨越

张妮婷

让村民化身乡村振兴主力军，尤
其需要像鲁小丽这样敢试、敢闯的人。

第一批拆旧建新、第一批改造
民宿、第一批入股公司，在岩下潘村

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上，鲁小丽都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村民中走
在前面。

敢试、敢闯，说着容易，做着挺
难。对农民来说，手里都是辛苦钱，
来之不易，投资是一件慎之又慎的
大事。即便如此，每次“试一试”，鲁

小丽看准的是乡村振兴的“钱景”。
也正是有了像鲁小丽这样，走

在前、当示范的人，让其他村民看到
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感受到了
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重新拾起了
对家乡发展的“希望之火”。

乡村振兴需要正确的方向指

引，也需要敢试敢闯的村民。只有村
“两委”班子循着“千万工程”指引的
道路，敢作、敢为，村民紧随其后敢
试、敢闯，村民的主体性与内生动力
被充分激发，才能塑造文旅改变乡
村、乡村反哺文旅的正向循环，为乡
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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