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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小橘灯，携手照亮共富前行之路
（详见C版）

近年来，东城街道运用数字化平
台，实现从“治水”到“智水”的跨越，
同时发挥基层干部治水功能，探索村
级河长治水经验，因地制宜巧治辖区
河道，不断在“五水共治”工作上花心
思抓落实、下功夫求实效，让辖区内
的河道生态环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提
升，真正做到了河道畅通、水质优良、
风景优美、绿色生态。

数智治理 水清岸绿

“在东官河段发现一处垃圾堆放
问题，我们过去处理一下。”东城街道
百花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叶露丹在

“河长助手”App上，收到一条关于反
应辖区内河道问题的消息，立即动身
前去处理。

叶露丹不仅是社区主任，也是辖
区内的河长。了解到情况后，她带上
清洁夹、垃圾袋等装备，跟同事一起
到平台反映的问题河段处理，并一路
沿着巡河道徒步而行，仔细查看各个
角落，不放过任何垃圾。“只要在平台

收到反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再将处理好的照片上传。如果不及时
清理垃圾，一旦下大雨，水一冲，垃圾
就会流到河里，便会对河道水环境产
生污染。”叶露丹说。

“河长助手”App 是我区一项鼓
励和引导公众参与治水护水的制度，
也是我区全力推进河长制提档升级
的一项举措。市民注册后，可以将发
现的问题或开展的治水护水公益行
动报送至“河长助手”网上平台，收到
问题的河 (湖)长及相关部门便会前
往现场及时处置解决并反馈。参与的
市民不仅能为建设美好居住环境出
一份力，还能赢得“绿水币”的积分奖
励。

除“绿水币”微信小程序外，还
有智慧河湖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助
力。河长们将自己在巡查时间、巡查
河段发现的问题等行程轨迹都通过

“智慧河湖管理综合信息平台”上
报，并精准定位，积极将巡河工作推
向常态化。

据悉，东城街道共有村级河道
36条，如今，辖区内的河道水质常年
清澈，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沿河
而建的绿道、公园等景点，也成为市
民们平日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党建引领 全民治水

“治水护水没有局外人，我们守
护的不仅是一条河的清澈，也是属于
自己的美好生活。”东城街道红四村
党总支书记蔡斗东说。在做好日常工
作的同时，蔡斗东每天都会沿着东官
河红四段、红四中河、红四东河三条
河走上一遍，检查河道及岸边是否存
在垃圾堆放、排水口堵塞等各类问
题。

从 2018年起，东城街道明确“河
长制”年度目标任务，严格落实乡镇
级河长、村级河长工作职责，实行党
政领导包片、驻村干部包村、村干部
包河的责任体系，坚持每月开一次河
长讨论会、定期开展巡河工作机制，
要求村级河长10天巡河一次，街道本

级河长半月巡河一次。并定期召集党
员和村民代表会议，及时传达上级工
作部署，将相关意见建议向街道五水
办进行反馈。2022年一季度，东城街
道村级河长共计巡河 400余次，发现
问题上百个，并都得到了及时处理和
整改。

同时，党员志愿者们还积极向群
众宣传“五水共治”和节约水资源、保
护水资源等知识，指导群众安装“绿
水币”小程序。自3月22日起至今，东
城街道开展了各项“五水共治”宣传
活动 20 余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用实际行动引导广大群众
养成护水意识，呼吁更多人加入到保
护河流的队伍中来。

近年来，东城街道不断扩大“河
长制”参与主体，丰富活动载体，发挥
党员志愿服务力量，引导群众争做治
水践行者，让更多的人认识、关心、热
爱、守护母亲河，守护来之不易的治
水成果，推动“政府治水”向“全民治
水”转变。

本报讯（记者 王小青 通讯员
林海涌） 在位于江口街道的台州市
森力塑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干净明
亮，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穿戴着
民族服饰的员工穿梭其间，特别引人
注目。

在公司160多名员工中，有100余
人是回族职工。为什么这个公司会有
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员工？原因要从三
年前说起，当时正值过年期间，新冠
疫情暴发，原来外省的员工不能赶回
来上班，公司陷入招工难的困境。董
事长胡继森回忆，当时公司有几名未
回家过年的回族员工，他们表示老家
有不少老乡想过来上班。这个提议犹
如一场及时雨，胡继森积极跟街道和
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创造有利条件，
分批派了三辆大巴车去到桃源回族
乡。100多名回族同胞坐上大巴来到
了黄岩。

有了回族同胞的加入，公司招工
难问题迎刃而解。胡继森回忆，在

2020年 2月左右，公司已经顺利地投
入生产。

但是，接踵而来的饮食习惯、住
宿问题等成了一个个难点。胡继森为
了留住员工，立即着手安排员工宿
舍，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员工只需拎
包免费入住。紧接着在网上发布招聘
公告，很快他就招到了一位回族厨
师。可因为地方不同，这位甘肃的回
族厨师口味偏甜，而员工们的口味偏
辣，于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最后，胡
继森通过自主选举的办法，在 100多
名回族员工中选出了回族汉子马赞
负责大家的伙食。

回族食堂就建立在汉族食堂旁
边，中间用软玻璃门帘隔开。马赞手
握大锅，熟练地颠勺炒菜，不一会儿，
一道道回族特色菜就新鲜出炉了。

“公司一周还会有两次加餐的机会。”
马赞说。虽然在异乡，回族员工们还
能吃上家乡的美食，这让大家表示在
这边工作很温暖。

舒适的工作环境和轻松向上的工
作氛围，让员工全心全意留下来工作，
并以“老带新”的方式带来了更多的
人。如今，公司成了由汉、回两个民族
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回族职工 100余
人，一线员工占比达70%。该公司总经
理叶国学说：“我们还要培养少数民族
大学生成为公司的年轻管理，在工作
上提高其技术水平，在生活上解除其
后顾之忧。”

“在老家就只能跟着父母一起务
农，年收入就几万块。来到这边后，收
入和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还能实
现自身价值。”来自云南省昭通市鲁
甸县桃源回族乡的杨琪玲说。三年时
间，杨琪玲从普通的一线员工到现在
的生产品质部助理，年收入达十万余
元，接下去她还打算买一辆车，过年
的时候可以开车回家。

据悉，台州市森力塑胶有限公司
创办至今已有 20 余年，是一家集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从 2019 年的
5000多万元到2022年的1亿多元。公
司效益提升的同时，员工们的生活质
量也节节攀升。现今，公司内的回族
员工有 40%的人买上了车，并在老家
建起了新房子。公司生产部助理杨远
莎心里充满了感慨，她说：“生活条件
好了，但是内心最牵挂的还是家中的
孩子跟父母，要是都来这边就更好
了。”

在平时的少数民族活动中，江
口街道也了解到该公司员工子女存
在就学难的问题。为此他们积极对
接相关部门，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森力塑胶有限公司的做法既带动
了两地经济发展，又增加了民族之
间的凝聚力，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
的共富样板。”江口街道党工委委员
陈巍表示，我们要做他们最亲的“娘
家人”，为大家办好事办实事，全力
做好家属服务工作，当好他们的坚
强后盾。

本报讯（记者 杨雨洁 通讯员
葛介冰）“今天有鱼、肉、还有小菜和
汤……”5月10日中午，在长潭水库林
场长垟分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老人
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这里，老人
们每月只需要支付200元餐费，平均
每天约6.5元，就能够享受一日三餐。

长垟分场地处偏远山区，村里年
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常住人口大多是
留守老人。由于出行不便，老人们常
常吃不上新鲜饭菜。为此，今年，长潭
水库林场长垟分场推出养老助餐服
务，解决老人“吃饭问题”。同时，区民
政局、区长潭水库事务中心以及社会
爱心人士等多方联动积极帮忙筹措
资金，落实建设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这里的饭菜很新鲜，便宜又好
吃。”今年87岁的老人汪文勤高兴地
说，“我们这些老人一起吃饭，还能一
起聊天、看戏，大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
好，很感谢党委政府和社会的关心。”
看着如今的热闹场景，老人心里开心
极了。

“我们目前是依靠区民政局养老
服务科和村集体的支持，还有一些社
会爱心人士的捐助。下阶段我们将继
续帮助老人解决生活饮居等问题。”
长潭水库事务中心驻场队干部冯初
国说，“我们还会不定期地组织志愿

者到照料中心去开展关心关爱老年
人活动，给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
难。”

目前，全村 70岁以上的高龄、独
居、失能失智以及经济困难的老人，
可自愿付费报名，享受价格优惠、营
养丰富的“暖心饭”。据了解，4月10日
开设以来，如今已有17名老人自愿报
名用餐。为保证老人们吃得放心、吃
得顺心，食堂严格实行规范化管理，
工作人员定期征询老人意见，积极调
整菜品口味和数量，并坚持每天登记
账本，供全体人员每月核对，大小收
支笔笔清楚、一目了然。

面对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养
老服务需求，今年，我区以高质量发
展理念为引领，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推动居家养老设施全覆盖、居家养老
服务供给全下沉，不断提升养老服务
水平，助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近
五年来，我区累计投入 1.6亿元用于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283家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23家乡镇
街道（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
实现全覆盖。同时，还优化创新养老
服务，实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引入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并积极探索“互
联网+智慧养老”模式，推动我区养老
服务智慧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佳阳 通讯员
朱雪萍）近日，台州市生态环境局黄
岩分局在推进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
的过程中，在富山乡发现了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为台州市
该物种的第一笔记录，同时也是浙江
省目前维度最北的发现记录。

据介绍，金斑喙凤蝶属蝶类凤蝶
科喙凤属，体长30毫米左右，翅展约
110毫米，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广
西、海南等少数地区，仅有5个亚种，
其姿态优美，犹如华丽高贵、光彩照
人的“贵妇人”，有着“蝶中皇后”的美
誉，是世界最名贵的蝴蝶。

黄岩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介
绍，金斑喙凤蝶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较
高，喜栖息于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的高
海拔区域，但对于其生态学资料仍非
常欠缺，国内已知寄主植物包括木兰
科的金叶含笑、广东含笑和桂南木
莲，它的发现，充分体现了我区生态
环境的持续向好。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摸清我区
生物“家底”，为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
改善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从去年5月

开始，黄岩生态环境分局全面启动
了全区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工作。
截至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先
后共调查了维管植物数量为 58 目
159科 825种，哺乳动物 21种，鸟类
17目 51科 146种，爬行动物2目7科
35种，两栖动物 2目 6科 22种，昆虫
90科259种，淡水水生生物包括鱼类
（6目9科25属30种）、大型无脊椎底
栖动物（4门6纲13目35科97种）、浮
游动植物（浮游植物 7 门 126 种，浮
游动物 21 科 73 种），生物多样性相
关传统知识 5类 65种。其中，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2种，包括金斑喙凤
蝶、白颈长尾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植物4种，包括苏铁、银杏、南方红豆
杉、水杉。

另外，我区还发现了豹猫、黄喉
貂、虎纹蛙、白鹇、鸳鸯、小鸦鹃、鹗、
蛇雕、林雕、白胸翡翠、画眉、红嘴相
思鸟、红交嘴雀等 25种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足石杉、罗汉松、金钱
松、鹅掌楸、白及、中华猕猴桃、春兰、
多花兰、华重楼、建兰、八角莲等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植物13种。

通讯员通讯员 杨仕雄杨仕雄 摄摄图为金斑喙凤蝶图为金斑喙凤蝶

从“治水”走向“智水”

东城：绘就碧水清流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小青 通讯员 王芬芬

石榴花开 共同奔富

森力塑胶：奏响民族团结进步与企业发展“双赢”乐章

整合各方资源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我区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
“五水共治”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夏 洋 记者
章鸣宇）近日，我区召开城乡自建房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长
沙“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
扎实推进全区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要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城乡自建房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深刻吸取长沙“4·29”事故教
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抓好自建
房全流程的安全工作，统筹兼顾全
力抓好自建房房屋设计、审批、施

工、使用监管等环节的管控，从源
头上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出现新的
危房。对自建房改扩建、改变用途、
用于生产经营等行为加强日常监
管，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要在第一
时间坚决制止、严肃处理，坚决遏
制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排查对
象，聚焦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重点
区域，紧盯用作生产经营、人员集聚、
改扩建、三层及以上等四类房屋，立
即组织开展地毯式全面排查。把握重
点排查内容，在房屋安全上聚焦年久
失修、不当使用、存在结构和消防等
严重安全隐患的自建房，重点关注浅
基础、空斗墙、多孔板、无立柱、无圈

梁、乱装修等特征的砖混结构自建
房，逐户排查、逐户鉴定；在建设安全
上聚焦未依法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和
存在违法新建、改扩建行为的自建
房；在使用安全上重点关注擅自改变
用途从事生产经营、公益事业或者出
租前未按规定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
自建房、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仍在使用
的公共服务类及经营性自建房；在场
地安全上重点关注位于已查明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小流域山洪灾害危险
区范围等不适宜建设区域的自建房。
狠抓分级分类处置，对排查后经鉴定
需要整治的C级、D级危房要实行清
单化管理机制，制定“一房一策”，解
危一个、销号一个，迅速推进危房整

治工作，年底前整治到位、全部销号，
确保消除重大安全隐患风险。其中，
对属于D级和涉及公共安全的C级农
村危房，立即腾空防控，做到应拆尽
拆；对经鉴定应停止使用的D级城镇
危房和部分C级城镇危房，立即组织
居住和使用人员撤离，迅速开展解危
工作，同步做好硬隔离防护措施。

下阶段，区住建局将由主要领导
亲自带队，派出多个督查组，联合乡
镇街道层层协调联动，形成推动房屋
整治的强大合力，在全区开展城乡自
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专项检
查。检查内容包括城乡自建房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存量危
旧房整治情况。

我区将开展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