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创建在行动

巍巍括苍山下，九曲江水浩浩
汤汤，一路向东至三江口骤然回转
汇入灵江，最终流注东海。这便是永
宁江。

两岸是依江而生的黄岩，悠悠江
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数度起伏，也哺
育出雄浑与婉约交融的独有气质。曾
经，城市依江而建，也一度透支着母
亲河。如今，城与江共生共融，迸发出
新的精彩与活力。

从靠江吃江到守江爱江，这条江
正变身为绿色生态带、人文景观带、
转型发展带，谱写着“与江共生、拥江
发展”的生动答卷。

与江共生：猛药治苛唤回碧水清流

城依江而生，江绕城而流，这是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镜像。

“2002年前后，最‘烂糊’的时候，
着实熬不住。”退休工人王维明回忆，
那时的江水又黄又臭，尤其是刮东北
风时，化工区的臭气袭来，特别难受。
再加上常年遭受台风暴雨袭击，防汛
形势也十分严峻。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水污染防

治和防汛排涝都是系统工程，需要各
种要素支撑，其中因地制宜、科学施
策的综合治理方案尤为重要。”区水
利局副局长胡海滨感触颇深，他曾任
永宁江治理工程指挥部工程副科长，
是母亲河“返老还童”的见证者和建
设者。

很快，一场席卷永宁江全境的
“整容”工程拉开序幕。

永宁江，全长 37公里，上游水面
最窄约 100 米，下游水面最宽约 180
米。这样一条江，治理起来难度可想
而知。更值得一提的是，沿江区域是
黄岩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占全区
总产值的 35%的医化产业均集聚于
此。当年化工部曾誉之为“精细化工
王国”。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黄岩
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
关停这片区域的污染企业——

实行倒计时和部门联动抓落实，
如期关停 48 家医化企业，实现 COD
削减每年845.96吨；

对企业今后发展作总体考虑，除
了一些污染重、效益低的小企业彻底

关停外，将其他企业引导转产或搬迁
至江口轻化区；

周边群众对区域环境质量的
信访投诉减至“零投诉”，彻底摘
掉 省 级 环 保 重 点 监 管 区 的 帽 子
……

既要“刮骨疗毒”，也要“春风化
雨”。黄岩设置永宁江管理局，专门
负责永宁江安全管理和水环境保护
等工作；实施干流河道拓浚工程，新
建、改建桥梁 14座，大小涵闸 300多
座，实现“利航”同时，为“上蓄”创造
必要条件；通过实施河（湖）长制、河
道保护长效管理机制等举措，“挑茬
找刺”保河湖整洁。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是埋头发
展经济，还是把保护永宁江放在首
要位置？黄岩坚定选择了后者。水
清、岸绿、景美，母亲河在悄悄地蝶
变重生。

还江于民：赓续文脉点亮诗和远方

“儿时，淘米洗菜；年少时，洗衣
灌溉；青年时，臭不可闻；中年时，鱼
虾断代；老年时，美景再现。”在永宁

公园当了多年保安的徐建华是土生
土长的黄岩人，他用一首打油诗概
括了永宁江几十年的风貌变迁。

搬到城里的王维明念念不忘江
边老屋，带着老伴又搬了回来。他说：

“现在江边的环境‘着实’变样了，都
成旅游景点了，空气又清新，住得就
舒服。”

从百姓避之不及，到点亮诗和
远方，永宁江治理得益于对千年文
脉的挖掘与弘扬。永宁江两岸是黄
岩蜜橘和水稻的重要产区，早在北
宋时期，即“百脉畅通，四方艳羡，可
谓天下之乐土也”。至南宋，“黄岩
熟，则台州可无饥馑之苦”。由东官
河、西官河、南官河与永宁江组成的
官河古道文化遗产丰富，点缀着瑞
隆感应塔、五洞桥、黄岩孔庙、沙埠
青瓷窑址、委羽山大有宫等多处古
迹。

江水不止，文脉不息。山水、生态
与人文景观互相辉映，才是治水的精
髓。基于这样的理念，永宁江沿岸颜
值步步刷新——

（下转B版）

——我区探路“与江共生、拥江发展”纪实

一江碧水向东流 这般颜色作将来

■本报记者 施佳丽 章鸣宇

本报讯（记者 蒋奇军） 近日，
在澄江街道余家屿村的台州市黄岩
技新果业农场里，3000多棵秋月梨
树开花了。雪白的梨花簇簇缀满枝
头，从空中俯瞰，好似茫茫雪海。农场
内，三五成群的市民徜徉在花海中，
或闲散漫步，或赏花观景，或拍照打
卡，各得其乐，流连忘返，好不自在。

今年 65 岁的党员何方顺是技
新果业农场的负责人。他投资了
200 多万元兴办农场，从河北引进
栽植秋月梨、从广西引种了 091 无
核沃柑等水果。并养殖鸡、鸭、鹅、
猪等家禽家畜，逐步形成“资源节
约、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农场不
仅成了大家赏景观光、采摘游玩的
好去处，也解决了周边部分村民的
就业问题。

记者见到何方顺时，他正在检修
自家的农业机械设备，为今年的种植
工作做好设备保障。“我是做香料生
意的，看到家乡有不少土地闲置着，
心里慢慢就有个想法，把土地盘活起
来。”何方顺告诉记者。2020 年 3 月
份，他注册成立了台州市黄岩技新果
业农场，流转盘活了80多亩土地。

今年已经 70岁余家屿村村民金
阿顺每天到农场剪枝、除草。他告诉
记者，“这里的工作不累，时间自由，
还能赚到钱。感觉现在的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了。”

“当初开办家庭农场，心里也没
底的。现在通过科学种植，收益不错，
还可以帮助村民增加收入。”何方顺
笑着说，“我们农场每年固定聘用余

家屿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十几人，农
忙时候，聘用人数还得成倍增加。聘
用的大多是周边低收入农户和留守
老人，他们原本外出就业难，现在足
不出村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如
今，经过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何方顺
的农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经济效益
不断提高。

2022 年，农场的首批秋月梨成
熟上市，凭借良好的口感，深受消费
者的欢迎。2023年，该农场的秋月梨
鲜果产量有望突破 5万公斤，091无
核沃柑有望突破 7.5万公斤，果树长
势喜人。

近年来，澄江街道坚持把家庭农
场作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
带动群众增收的新抓手，按照“政策
扶持、示范带动”的工作思路，通过帮
助农户争取资金、完善基础设施、给
予技术指导等方式，鼓励和引导一批
农户兴办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
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以家庭
农场为示范引领，带动周边农户参与
进来，促进农户有效增收。一批小而
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
般蓬勃发展。

据澄江街道办事处分管农业的
副主任朱禹安介绍，目前，全街道共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45家、家庭农
场 12 家，其中省级示范性合作社 2
家、市级示范性合作社 1家。2022年
全街道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总收入
约706万元、家庭农场年经营总收入
达190.48万元，直接和间接解决就业
1000余人。

本报讯 （记者 杨雨洁 通讯员
赵志强） 3月 27日，由区民政局主办
的“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小一
老’”社会工作主题公益集市在江北
公园热闹开市。

活动邀请了区慈善义工协会、新
黄岩人义工协会、合美社工服务中

心、北城社区学校等14家社会组织集
中摆摊，为广大群众提供中医诊疗、
食品安全宣传、义务理发等各类贴心
便民服务。北城社区学校还带来了台
州非遗项目——黄岩麻编，带群众近
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社工们都比较热心，活动也很

丰富，尤其是非遗项目黄岩麻编，让
我感觉很有趣。”市民朱宝芬高兴地
说。

“我们想借此活动，进一步推进
‘五社联动’发展，整合社区、社会组
织、慈善组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等多方力量，开展特色社工服务，关
爱‘一老一小’生活，增进社会福祉。”
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负责人马
珍英告诉记者。

2022年，我省制定出台了《浙江
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一老一
小”场景实施方案（试行）》，我区积极
响应，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服务对
象，持续推进“五社联动”发展。近年
来，我区通过统筹协同“五社”资源，
不断壮大社会工作者群体力量，开展
各项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关爱“一小
一老”群体，推进共同富裕。截至目
前，我区共有社会组织762家，建成台
州市社会工作名家工作室 1家、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19个，实现所有乡
镇街道全覆盖。全区持证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达1950人，去年共组织各类社
工活动 400多场次，链接慈善等社会
资源 2600 万元，惠及群众 2 万余人

次。社会工作者扎根基层、深入群众，
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行动，对
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家庭等各
类群体进行困难救助，有效回应了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能够帮助困难群众是很有意
义的，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种无
形激励。未来我将继续锤炼自身本
领，提升服务水平，为更多困难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特色、专业的社会服
务，并带动身边人投入到社区工作
中。”台州市最美社区工作者获奖
者、西城街道锦都社区文书黄丽丽
表示。

下阶段，区民政局将紧扣“一老
一小”群体结构变化，聚焦城乡家庭
托育养老痛点难点，进一步统筹谋
划，积极推进“五社联动”服务基层，
引导广大社区工作者在“五社联动”
的实践中，进一步回应社会需求、提
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
会治理。通过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
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桥梁的
专业支撑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增加社会福祉，促进共同
富裕。

澄江：特色生态农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社会工作主题公益集市热闹开市

橘传媒APP掌上黄岩

第3952期 本期4版

中共黄岩区委机关报

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农历癸卯年闰二月初九

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区域标杆

本报讯（记者 陈珍妮） 3月 29
日，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会议召
开，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
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深化认识、细化
目标、强化落实、力争上游，全面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徐
礼辉讲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林
峰主持，副区长胡建中参加。

会议通报了 2022年度全区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考
核结果。会上，区政府与东城街道、宁
溪镇、区住建局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分别签订 2023年度安全生产、消防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
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安全生产隐患清
剿有力，自然灾害风险防治有效，消
防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应急救援能力
不断增强，取得了全省安全生产和消
防工作考核第 3名及市安全生产和
森林防灭火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双
优秀的好成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也要深刻认识到，今年安全生产形势
特殊，工作备受关注、短板明显，必须
时刻保持高度警醒，紧紧围绕“遏重
大、控较大、降总量”总目标，全面落
实国家、省、市、区各项举措，持续迭
代深化安全生产“四化”建设，强化重
点领域攻坚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安全

风险，持续提升科学防控能力，坚守
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为全面建设共同
富裕区域标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黄
岩篇章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会议强调，要树牢本质安全理
念，筑牢安全“防线”。要树牢“大减
灾”理念，盯紧抓牢九个重点领域，准
确把握当前工作开展的周期规律特
点，以“翻箱倒柜”式的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树
牢“大安全”理念，从排查整治向源头
整治转变，从传统监管向智慧监管转
变，从执法为主向服务为先转变，实
现监管体系集成高效；要树牢“大应
急”理念，始终坚持“四个宁可”“三个
不怕”理念，对标“全险种、大应急”，
全力畅通应急指挥体系、全面覆盖应
急救援网格、全效提升应急响应能
力，实现应急能力全面提升。要切实
凝聚共治合力，抓牢安全“战线”。要
强化“新四化”建设，推动标准检查实
战化、网格责任制度化、集成指挥智
能化、数字晾晒常态化；要强化责任
体系建设，创新工作模式，量化分解
任务，压紧压实领导统筹、部门监管、
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要强化督
查问责机制，常态化开展督查暗访，
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堵住漏洞、守住
防线。

全区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陈珍妮） 继我
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推进会之
后，3 月 29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徐
礼辉赴东城街道就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开展督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照创建标准，
聚焦短板弱项，查漏补缺、立行立
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把各
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不断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人民生活品
质。

当天下午，徐礼辉一行深入金

艺花园和桔乡新村，重点检查了老
旧小区、社区食堂及周边沿街商铺
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停车秩序和
经营规范等情况，针对居民区路面
不平整、电线裸露、垃圾分类不规
范、电动车无序停放及沿街商铺门
前“三包”未落实到位等不文明现
象，徐礼辉一一指出，并现场交办，
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目标。他要求
属地街道和有关部门对标创建要
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并广泛
发动社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和群

众等，充分发挥他们情况熟悉、联系
面广等优势，共同缔造幸福美好家
园。

康复路上既有居民楼又有学校，
高强度的交通流极易造成通行堵、停
车难、秩序乱，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的重点、难点。徐礼辉要求有关职能
部门在有效衔接区域城市规划的基
础上，盘活周边空闲地块，科学增设
便民停车区域，引导车辆规范停放、
有序通行，从细节处增强城市功能，
畅通区域道路微循环。

督查中，徐礼辉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强化组织领导，深化网格管理，
统筹各方力量，发挥有效合力，全面
推进落实创建工作，做到全覆盖、无
遗漏、零死角。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
按照指标体系，深入排查梳理问题清
单，逐条逐项、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测
评标准和任务的达标落实。要强化宣
传引导，推动形成“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创建靠民”的共建氛围，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凝聚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
整体合力。

精准对标 强补短板 为全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增彩添力

徐礼辉在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