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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进一门 一门查多事

“简单事委托查”在马屿落地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开展
“强城筑核”议案
办理情况视察调研

本报讯（记者 陈豫州）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应希克带队调研高楼镇驮庵村。市民宗局、市交通

运输局分管负责人等参加调研。

应希克一行实地察看了驮庵村的村集体经济

项目、道路改造提升情况，询问了解村民用水供电、

生产生活保障等情况。据了解，驮庵村位于高楼镇

最西部，毗邻文成县，是我市最大的畲族聚居地，今

年开通了与文成县的公交路线，结束了不通公交的

历史。

座谈会上，驮庵村负责人汇报了该村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市民宗局、市交通运输局分管负责人就如

何精准帮扶民族村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人员围

绕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应希克充分肯定了驮庵村近年来在基层组织、

基层阵地等方面的建设成效。他强调，要集中资源

谋项目，按照轻重缓急合理规划交通项目，做好基

础工作，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提高群众出行的便

利度。要做好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相关部门要主动

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合作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集中精力发展

本地特色产业，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充

分保护和挖掘畬乡文化，管控好乡村建筑风貌，进

一步凸显畲族文化特色，联动周边县域畲乡开展相

关民俗活动，推进文旅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 通讯员 林

熹）11月 27日，是马屿镇一次寻常的

周三消防夜查。该镇马岩村网格员胡

盛伟走进村民老谢家中，不仅检查消

防安全，还对燃气等设备设施进行了

“全面体检”。

村民老谢一家对这样的检查很满

意。“以前，燃气安全检查，需要我们自

行联系专业人员，由于时间的不确定

性，往往导致检查延误，安全隐患难以

及时发现，现在网格员定期上门，一次

性检查，可方便了。”老谢说。

更关键的是，这些网格员经过专

业的燃气安全知识培训，掌握了基本

的隐患识别技能，能够在入户时全面

检查燃气管道是否老化、连接处是否

泄漏、燃气报警器是否工作正常等关

键环节，确保检查无死角，隐患早发

现、早处理。

这是马屿镇“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过程中，于今年4月创新开展

的“综合查一次+简单事委托查+网格

人员管理”服务模式。

所谓“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是指按照整体政府理念，以数字化

改革为牵引，在行政执法领域开展优

化配置执法职责、整合精简执法队伍、

下沉执法权限和力量、创新执法方式

的综合性改革。这是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

马屿镇作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先行军，于2021年成立了温

州首支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成为赋

权下放执法领域最广的乡镇。今年2

月，该镇完成第三轮赋权事项调整，调

整后共承接62项行政执法事项，涉及

综合执法、资规、农业农村、应急消防、

文广旅体等5个部门和11个领域（包

括自然资源、建设、农业农村等领域）。

随着“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的深入推进，马屿镇将“简单事委托

查”与“网格人员”紧密结合，将“综合

查一次”与村社网格深度融合。据介

绍，该镇将单元基础工作、安全应急管

理、强化意识形态、保护生态环境等八

大类60个事项，纳入“简单事委托查”

范畴。

“借助网格员力量，利用其熟悉村

社、村民、村情优势，在入户入企开展日

常工作时，同步开展‘委托’检查，更好

地发现共性问题，形成高频问题清单，

引导企业、群众及时自查自改。”马屿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潘杰锋说。

而这项工作得以开展是因为现在

“大综合一体化”数字平台和基层智治

系统联动了，网格员可以及时在平台

上反馈。“借助基层智治系统，及时将

线索移送职能部门再处置，确保检查

人员精简、检查质量不减。”潘杰锋说。

简单事委托查，便民利民。据统

计，今年4月以来，通过“简单事委托

查”模式，马屿镇提示整改问题834个，

移送职能部门处置疑难违法线索2条。

“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蔗里陶山’，

现在拍下，可尝到松脆、甜美的甘蔗

……”眼下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陶山

镇近5000亩甘蔗正陆续进入采收期，

走入田头，可见“蔗里2.0共富工坊”的

主播正卖力售卖甘蔗：甘蔗还在地里，

订单已在屏上！

共富工坊从1.0升级为2.0版本，逐

渐走向直播多元，这是瑞安田头的新现

象。今年，瑞安共有78家产业赋能式、

品牌带动式、农旅融合式等共富工坊升

级为2.0版本共富工坊，延长了产业链，

吸引了大批青年下乡。

卖完甘蔗
主播剩余10个月干什么

陶山镇山水资源独特，近5000亩

优质甘蔗以松脆清甜闻名。过去，甘蔗

销售以农户摆地摊、拉到市区售卖为

主，市场容量有限。去年，瑞安市委组

织部牵头成立“蔗里共富工坊”，解决农

村闲置劳动力，打通网络销售渠道，以

礼盒装甘蔗销往各地。

当地在实践中发现，随着网络直

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主播来到田头

“吆喝”。与流动的主播相比，工坊和

合作社在销售农产品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通过直播间销售，市场无限

大。”陶山镇组织委员张俊杰说，如果

将工坊升级为直播共富工坊，农产品

就不用在本地找销售渠道，同时，红

糖、麻花等衍生产品也能因此打开更

广阔的市场。

然而，工坊不能简单升级。农民自

己当主播还是请青年下乡当网红？甘蔗

采收期仅两个月，其余10个月，主播何去

何从？没有精心策划的团队、没有专人运

营推广行吗？订单多了，怎么解决工坊后

期人工、物流等成本？面对“泼天的流

量”，陶山甘蔗怎么保证市场竞争力？

陶山镇将这些难题反映到瑞安市委

组织部。“主播去留”背后，多维度、多层

次工坊升级问题，也是产业赋能、人才

培育、服务矩阵优化等乡村振兴之难。

“甘蔗是瑞安的优质农产品，正站在‘风

口’，我们不想失去市场机会。”市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以甘蔗工坊

为试点，先行先试。招引本土优秀大学

生下乡，培育一批有技能壁垒的“新农

人”；组织优秀共富工坊，把农产品延伸

到玉米萝卜等；牵头市监等部门，加急

认定“瑞安陶山甘蔗”地理标志产品，并

向当地蔗农开展商标及专用标志的使

用管理培训；当地还出台青年人才补

贴、农机具以旧换新等新政，分类施策，

助力工坊提质升级。

边走边试
2.0共富工坊的新创意

主播张露露最近特别忙，她和几位

主播自去年来到工坊后，就尝试直播销

售红糖、红糖衍生品及其他农产品，拉

长直播周期。在对接非遗项目时，大家

觉得，可以边做直播边做文旅产业。甘

蔗、温郁金、瓯窑三个产业都是当地特

色非遗，做研学、文旅，很受市场欢迎。

“现在，我们每周都有上百人的团队来，

边直播销售边做文旅。”她说。

而对当地农民来说，升级2.0共富

工坊，带来的就是效益。“拿到地理标志

后，甘蔗网购每盒价格高了1至3元。”

陶山甘蔗合作社理事长狄优霞说，去年

10月，数十家合作社、工坊一起，共同参

与地理标识认证，过程中，不少蔗农已

树立起要保护农产品品牌等意识。他

最为动容的是，当地探索创新机制，让

青年技能人才从“打工者”变身“合伙

人”。“我儿媳池祥祥做直播，一天卖出

3000箱甘蔗，一季卖出了20多万箱，工

坊、合作社直接给她股份和分红，年轻

人可有劲头了！”狄优霞说，这一机制直

接鼓励了10来名青年人才在陶山承包

千多亩甘蔗地。

据统计，一年来，蔗里2.0共富工坊

吸纳甘蔗合作社16家，联结种植户987

人，覆盖甘蔗基地3000余亩，形成10余

家规模化直播同盟，一年共举办直播活

动1000余场，年均销售额近 2000 万

元。

就在11月上旬，台风“康妮”过境，

陶山1500多亩刚刚成熟的甘蔗倒伏，

共富工坊启动了紧急销售计划，10来名

青年主播立刻上线，将这批甘蔗尽快销

售出去。“幸亏升级了共富工坊，否则一

下子请不到这么多熟练的主播，即使有

主播愿意来，农户可能也无法承担成

本。”这两天，蔗里2.0共富工坊与多家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销售了近

三分之一的甘蔗。

共富工坊
500名青年的新梦想

瑞安鼓励全市125家共富工坊，立

足乡村特色、深挖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打造品牌化、特色化、多元化的2.0版本

共富工坊。“一方面希望直播推动地方

产业发展，带来更多订单；另一方面希

望直播带动青年下乡，促进乡村振兴。”

一年来，瑞安全市125家共富工坊中，

共有78家升级为电商直播、农旅融合

等不同类型的2.0版本的共富工坊。

“2.0版本共富工坊，用直播连接了

产业、人才和市场，带来了惊喜和无限

可能。”在平阳坑镇，当地索面直播共富

工坊设在静默了许久的文化遗存“走马

楼”，直播索面制作、包装和烹饪，不仅

将订单卖到了海外，还吸引了5万人次

的研学队伍。络绎不绝的研学队伍来

工坊体验、现场直播，又推动当地文旅

发展的新高潮。

在林川镇，“工艺礼品直播共富工

坊”在线上精准接收了欧美市场的数

百种产品需求，同时辐射对接300多

家工艺礼品企业，推动今年产值增幅

10%以上；在马屿镇，“草根工社”共富

工坊一年开展直播培训服务11场，培

训人员 317 人次，孵化培育主播 22

名，带动农民就业52人，一年辐射带

动销售农产品561万元，展现出助力

乡村振兴的强大推动力，在2024浙江

省直播电商大赛总决赛上获评“直播

之星”。

据统计，瑞安78家直播共富工坊，

辐射10万名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吸纳

2000余名在家赋闲群众就近就业，让

更多青年将青春智慧带进田间地头。

拥有百万粉丝的青年网红来到平阳坑

镇，他们开出城堡咖啡，直播乡村生活，

反哺乡村养老；青年池祥祥和她的公公

狄优霞，在陶山承包了300多亩甘蔗，

承包量是去年的两倍，创历史新高。据

瑞安市人才办统计，今年，瑞安市至少

吸引了500多名本科以上学历的优秀

青年下乡。

探索创新机制 提速乡村振兴

2.0版共富工坊何以接住“甜蜜流量”
■记者夏盈瑜谢明汝通讯员陶鹏杰/文 记者孙凛/图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调研挂钩联系村

本报讯（记者 林长凯）11月28日，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应希克率队调研“强城筑核”议案办理情况。

应希克一行来到云江西街月光经济项目施工现

场，详细察看了月光经济带项目建设进展、业态布局

等情况。据悉，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有餐饮、咖啡等慢生活

休闲业态及文创工坊。该项目打造了集夜宴、夜游、

夜购等于一体的瑞安特色夜间经济街区。应希克指

出，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招引与历史文化街区相适

应的商业业态，打造滨江月光经济项目，提升名城旅

游配套服务，再现江埠繁华盛景。

“目前项目招商情况怎么样？”“城西沿江综合体

项目进展情况如何？”在城西沿江综合体，应希克登

上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顶层，察看城西沿江一带团块

建设情况，并向相关负责人详细了解城西沿江综合

体项目建设进度。应希克表示，城西是瑞安的“西大

门”，这里又建成了一座“超高层地标建筑”，对改善

城市形象有着重要意义，要加快项目竣工验收，努力

把城西沿江综合体建成“西门”的现代化区域，拉动

城西经济发展。

应希克一行还来到玉海街道大沙堤，察看孙锵

鸣故居修缮情况，详细了解了故居修缮工期、内部设

计等方面。孙锵鸣是我国近代教育家和学者，孙衣

言的胞弟，孙诒让的叔父，李鸿章的房师。应希克指

出，要本着保护的原则修缮古建筑，尽可能地恢复其

原始状态，让文物建筑重新焕发光彩。

应希克一行还坐船察看塘河休闲文化产业迭代

升级项目建设情况，走访了解莘塍街道九里汇历史

文化街区商业发展状况。应希克指出，要进一步挖

掘塘河特色文化，大力推进“塘河文化+”工程，进一

步串联塘河沿线节点，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夜经济”

发展有机结合，打造具有塘河特色的月光经济亮点

项目，推动沿线群众实现幸福富裕的生活。

市领导周晓华参加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