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以高水平
的政务服务理念和标准展现启东时代新风采，
借力上海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让大家走进启
东、了解启东，吸引集聚人才在启安家落户、投
资兴业，全面推动启东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

“打造对接上海门户城市”的目标定位。

极大保障
推进“部门协同”新机制

“已将群众办理材料发送给您，请于3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谢谢！”“收到，今日看完后就
给您详细回复。”驻沪办事点驻派专员向记者展
示近期的部门联动信息截图。

驻沪办事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1点+1网”
工作模式推进实施以来，启东试行流转派单工作
机制，合力推进代办帮办机制、并联办理机制等，
各有关部门均围绕大局，打破解决局部问题的思
路，持续加强部门间沟通与协作意识，常态化实
现信息互通互享，各单位均“有问必答、办必速
办”，通过主动提出问题、及时处理办件、彻底沟通
症结、明确分工责任、限时督促反馈等，实现每个
环节有序衔接，确保各项工作快速、有效落实。

下阶段，我市将聚焦企业关心、社会关注、
群众关切的热点事项、难点问题，持续加强与长
三角各地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跨域通办”
生态圈、服务圈、移动圈，聚力提升政务服务的
便捷度和群众的获得感，推进资源整体联动、项
目同步，努力打造“千里之外在身边”的启东“跨
域通办”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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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惠萍镇士连村200亩金丝皇菊地里，一农户在欢乐地采收。金丝皇菊采摘
后烘干入药，是村民眼中的“黄金菊”。 本报记者 姜新春摄

满地尽披满地尽披
““黄金甲黄金甲””

本报特约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吴允辉

11月6日上午，雨后放晴的天空特别
清澈。寅阳镇农武村24组，年过花甲的徐
建昌看着宅后棚舍里的鸡、鸭、羊，整洁而
有生机，心里乐开了花。

徐建昌长年与儿子相依为命，家中
收入微薄，早些年他在宅前农路旁用旧
砖、树条、废旧塑料片搭建了一排简易
养殖棚舍，养些家禽贴补家用。棚舍经
风吹日晒，早已破败不堪，胡乱堆放的
畜禽粪又让周边环境脏臭不堪，人称“邋
遢地”。

与徐家这一情况相似，位于主干道、
主河道沿线的破旧脏乱畜禽“三棚”村里
还有不少，这与村党总支于今年6月提出

的创建全市人居环境先进村目标相悖。7
月初，村里启动创建工作，村班子提出“拆
除废弃‘三棚’，代（帮）建移址棚舍，帮助
困难农户”等整治方案，不一味强调“拆”，
而是设身处地为农户考虑日后如何干净
地“养”。

村党总支经调查摸底，一方面按创建
要求，组织力量顺利拆除78个废弃破败

“三棚”，规范整修美化85处棚舍，另一方
面组织一支12人代（帮）建小分队，分两组
根据相应标准，因地制宜为全村73户提供
移址“三棚”服务。同时，还组建爱心志愿
队伍，为特定困难农户当“义工”，帮助清
运垃圾、复耕农田。

移址新建畜禽棚舍，砖块从何而
来？村干部发现不少农宅周围普遍堆有

“弃之不舍、留之无用”的旧砖，便提出
调剂利用设想。就这样，村干部协调20
多户，调剂3万多块旧砖，每砖折价0.2
元，帮助售砖农户净化庭院环境、增收
6000多元，又破解了移址“三棚”建设
用砖难题，节省下较大一笔采购、运输
成本。

在村民一片叫好声中，一个个废弃
“三棚”应声落地、一处处脏臭场地披上绿
装、一个个移址棚舍焕发新颜，在民风更
为纯朴的9组至12组连片村居，群众还主
动拆除了22处破旧“三棚”。

作为村里重点攻坚及帮扶对象，徐建
昌家这一处破落棚舍移址建畜禽新家。村
里为此投入50多个帮建人工，移址之余，
还为徐建昌囤积的几十吨粪肥找到出路，

复垦400多平方米土地。8月底，徐家的
鸡、鸭、羊集体“乔迁”新居，不善言辞的徐
建昌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拆一建总关情，在这一波以拆、建
“三棚”为重头戏的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武
村总共拆除、整治、移址“三棚”236处，拆、
改率达100%。其中，移址新建“三棚”73
户，农户满意率同样达到100%。

好事做到了心坎上，农户心服口
服，情绪高涨，在村党总支的组织召唤
下，他们又投身700户改厕、4公里“三
线”整治、20个沟头美化、蔬菜基地归
集生产垃圾、全员宅院大扫除等净化、
美化村庄行动，全村风貌焕然一新。10
月，农武村顺利通过市级人居环境先进
村考核验收。

寅阳镇农武村立足民生，把好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三棚”拆改率和群
众满意度均达100%——

236个“邋遢地”变美记

本报记者 张春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
水稻成熟收获期。11月2日，走进东海镇丰
盛村盛田家庭农场，成片金黄的水稻在阳
光下显得格外灿烂。稻田里，收割机驰骋收
割、拖拉机来回犁耕、植保无人机悬空喷洒
肥料，一场秋收秋种生态犁耕深翻现场演
示会正在进行。来自市、镇农业部门，各镇
农机管理员、部分种养殖大户等70余人聚

在一起，看现场、学操作、互交流。
“通过这样的现场会，进一步帮助大家

了解生态犁耕深翻先进装备和适用技术，
提升犁耕深翻还田作业效果。”市农业农村
局农机科科长龚飙介绍，我市自2015年种
植水稻以来，已实现全面机械化，生态犁耕
深翻作业也是常态。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黄的稻谷刚被收
完，拖着“大尾巴”的大马力拖拉机就接力
犁耕深翻。犁耕深翻时，杂草、秸秆作为肥

料被翻下去，底下的新土被翻上来，一脚踩
上去松软、厚实。龚飙说：“这波操作可以加
深耕作层，减少杂草灾害，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同时，虫卵也被翻下去，来年虫害也
会相应降低，可以减少农药使用频次。”

得益于先进的耕作技术和设备，我市
今年水稻长势喜人、产量颇丰，全市8万余
亩水稻亩产将达到1300斤。市农业农村局
农机推广站站长徐荣介绍，这次演示的是
我市试点推行生态犁耕深翻智能监测终

端，机器运转的同时能清晰显示作业的时
间、位置、轨迹、深度等信息，进一步提升农
机数字化、信息化水平。

沈东金家庭农场负责人不但认真听取
技术人员对智能监测终端的介绍，还开着
大马力拖拉机体验了一番。“农耕也是一门
技术活，必须跟上智能化道路。”沈东金在
近海镇耕种500亩稻田，已经购买了智能
设备，“经过今天农技专家的指导和实地操
作后，回去就能用起来了。”

智能“铁牛”开进家庭农场
——秋收秋种生态犁耕深翻现场演示会见闻

城河新村细致排查违建隐患
本报讯 近日，城河新村社区组织网格

员细致排查各类违建隐患。社区网格员及
时掌握各违法建设的详细情况，对违建的
结构、构造进行登记并备案，并联系违建
业主进行整改，有效遏制各类安全风险事故
的发生。 （赵海娟）

世纪家园开展廉政宣讲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世纪家园社区在第一网

格工作站举办党员廉政微宣讲活动。社区年
轻党员结合个人工作和生活实际，阐述了廉
政建设的重要性。下阶段，社区将继续开展
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党员的
廉政意识和纪律观念，推动社区党风廉政建
设走深走实。 （成宏）

幸福二村广泛宣传控违拆违
本报讯 日前，幸福二村社区网格员通

过在网格群发布通告、上门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巡查、面对面宣讲等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控违拆违的意义，激发居民参与控违工作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鼓励居民发现违建苗
头及时上报，有效杜绝违建行为。

（陆雨琳）

长龙一村全力打造书香社区
本报讯 上个周末，长龙一村组织辖区内

青少年开展“与书香作伴与文明同行”主题阅
读活动。社区图书室内，青少年们静心阅读，围
绕学习经历谈心得体会、收获感悟，在分享中
碰撞思想。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多读书、读好
书，让读书成为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努力在书
香的浸润中提升综合素质。 （徐莉莉）

翡翠苑开展平安建设宣传
本报讯 近日，翡翠苑社区组织网格员、

微网格员入户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活
动中，社区利用微信群、电子屏、发放宣传页
等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同时深入辖区商铺、居
民家中，面对面宣传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国家安全
观念，普及平安建设相关知识。 （高慧）

跨省业务享受
“同城服务”

（上接第1版）

惠萍镇推进便民服务家
中办、掌上办、无忧办

专业帮办代办
突出服务质效
本报讯 近日，丁大伯来到镇便民服务中心大

厅，为其老伴办理异地就医。经工作人员询问得知，
丁大伯和老伴的户口在上海，常住惠萍镇，因行动不
便不能经常往返上海和启东。但由于手机操作需进
行人脸识别，丁大伯面露难色，工作人员立马安抚丁
大伯，并上门为其帮办。

“惠服务”特色政务服务品牌建立以来，惠
萍镇便民服务中心采取“电话咨询、特事特办、
上门服务”等工作方式，努力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便捷的服务，推进便民服务实现“家中办、掌
上办、无忧办”。

惠萍镇便民服务中心联合15个村（社区）便
民服务站坚持发扬“惠服务”精神，为符合申请
条件的办事人提供上门帮办、代办一条龙服务，
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惠服务”帮办团队的温
暖。 （通讯员 黄凌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