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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下午，金华市婺城

区英华时代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负责人倪俞华从工作人员手中

接过两本全新的证件。一本是

婺城区教育局颁发的《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另一本是婺城区

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

按照“双减”新政要求，现有

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

营利性机构。而倪俞华所在的

金华市婺城区英华时代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成为全省首家由营

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自愿转型

为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并变更登

记为“金华市婺城区英华时代教

育培训部”。

据悉，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

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成员分配

利润，同时必须严格按照章程开

展活动，按时参加年度检查，主

动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

理机关的管理。“机构性质变更

后，老师、家长的心都定了。接

下来，就等培训费用政府指导价

出台。”倪俞华说。

记者了解到，学科类培训机

构“营转非”需要经过三个部门

的办理：首先到民政部门办理名

称预登记，再向教育部门申请换

发新的办学许可证，同时向市场

监管部门申请注销现有培训机

构的营业执照，最后向民政部门

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为了全力推进现有学科类

培训机构“营转非”变更登记流

程深度改革，婺城区多部门联

动建立了变更登记全流程“一

件事”联办机制。通过此项改

革，培训机构变更全流程“一件

事 ”办 事 环 节 由 3 个 减 少 到 1

个 ，办 理 次 数 由 3 次 减 少 到 1

次，压缩办理时间，换发教育办

学许可证、民政登记 1 个工作日

办结。

“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

首次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

些问题。比如，教育办学许可证

上举办者为 1 人，但民政自然人

举办者至少需 2 人，要求不一

致。”婺城区教育局窗口工作负

责人柳晓芬告诉记者，双方部门

通过反复沟通和协调，认为民政

发起人（举办者）2 人，实际出资

可以 1 人，所以教育举办者以实

际出资为准，1人出资，举办者就

是 1 人。同时，金华市教育局已

明确要求全市学科类培训机构

必须在 9 月 30 日前明确发展方

向，今年年底前统一登记为非营

利性机构。

此外，金华还在同日完成了

全省首个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

构向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变更

登记。“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变

了。”金华市婺城区励优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负责人金剑飞接过

全新的营业执照时说，机构变更

之后相当于经过了官方认可，他

们接下来将积极转型，将培训重

点放在儿童戏剧、口才、读物和

益智等课程上。同时，尽快申请

对部分培训项目做非学科类培

训的鉴定。

（来源：浙江在线）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

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

桐庐江上寻。”桐庐，因风景秀丽

在多篇传世古诗词中美名远扬。

时至今日，浙西小县城桐庐的美

名已不仅是山明水秀、鸟语花香，

快递人回归反哺产业发展、十年

“百姓日”增强社会凝聚力、创新

赋能统筹城乡均衡发展……一幅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

幸福图景正徐徐展开。

聚产业，从“快递人之乡”

到“快递产业之乡”

盛夏时节，位于桐庐县西部

山区的钟山乡烈日炎炎。一场

“重走来时路”的山间毅行吸引了

中国民营快递行业四家代表企业

——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的创

始人悉数到场。近十公里山路串

联起创始人们老家的村庄，韵达

快递创始人聂腾云一口气走完全

程，大汗淋漓的他说，“跟 20 多年

前走出去的艰难相比，今天这条

路通畅了许多。”

“一辆自行车、一张破地图”

的白手起家，到“全部上市、构建

海外网络”的载誉前行，“三通一

达”为首的中国快递正驰骋在快

车道上。令人感慨的是，2020年，

被称为“桐庐帮”的民营快递创始

人，不约而同地将各自核心产业

“搬回”桐庐。

从完善专项招商政策到成立

全国首个民营快递发展中心，从

开展“服务快递百日专项行动”到

推进快递物流科学研究院建设，

中通快递创始人赖梅松直言，快

递从别人看不起的“丑小鸭”变成

了“白天鹅”，离不开家乡人的关

心，“根在桐庐、情在桐庐，全产业

链项目自然要落户到桐庐。”

2020 年以来，桐庐已有百个

快递领域公司落户、百亿项目开

工、百亿产值体现、百亿交易产

生、十亿税收入库。“桐庐帮”不但

把项目带回家乡，还把“朋友圈”

的根据地设在桐庐——由桐庐县

政府联合顺丰、“三通一达”共同

发起成立了首个中国快递物流装

备物资集中采购交易中心，目前

已入驻采购商超千家，2021 年底

有望实现交易额150亿元。

借快递回乡的“东风”，钟山

乡正在推进农旅融合样板区和美

丽乡村 3.0 建设，高质量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乡”：“三通一达”四家

快递公司代表与钟山乡签订2021

年度蜜梨销售协议；亿元快递回

归项目“陇西生活”萌宠乐园在陇

西村正式开工，投产后，预计年接

待游客量10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

500个以上……

工业品下乡易，农产品进城

难。今年上半年，桐庐县181个行

政村“快递驿站”全覆盖，无人机

配送也正进一步助力桐庐实现从

“行政村到自然村”层面的快递进

村，打开了农产品上行渠道。

近年来，桐庐的翙岗古村知

名度与游客数量不断提升，但茶

叶、笋干、土猪肉等特色农产品一

度遭遇“巷子深”的尴尬。“如今所

有农产品均可以通过‘快递驿站’

寄递，快递进村加快农产品上行，

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

桐庐县凤川街道党工委委员、办

事处副主任孙钰杰说。

据了解，桐庐县还将利用县、

乡镇、村三级投递网络，努力构建

“产、运、销”一体的农村供应链体

系，如县城连锁超市定期运送烟、

酒、饮料、日用品等至各村。同

时，确保全县 95 家县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快件揽收服务覆盖率

100%，实现成本下降、日日送达，

打通乡村消费“最后一公里”和农

产品进城“最先一公里”。

如今作为争当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的桐

庐，正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路径，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效，

推动县域经济实力显著跃升。

融城乡，创新赋能、资源从

城市延伸至农村

葫芦烫画、石雕体验、绣花娃

娃、科技达人……妙趣横生的课

程、来自县城的专业辅导员，今年

暑期开始，在桐庐县内各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成立的乡村“复兴少

年宫”，给乡村孩子们增添了一处

课余生活的“宝地”。“希望山村里

的孩子也能共享城里优质的文化

资源、教育资源，有快乐成长的条

件和实现梦想的机会。”桐庐县委

宣传部部长翁嫣说。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唯

一的少数民族乡，漫步畲乡，莪山

畲族馆、民族文化广场、非遗街

区、高端民宿……一路行一路景，

处处透露着浓浓的民族气息。

“以前的莪山是个闭塞的山

坳，‘男子多光棍，女子无嫁衣’，

现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畲

乡百姓不断创新、开拓致富路。”

莪山畲族乡乡长蓝智伟说，坐落

在山坡上的民居，开门就是青山

翠绿、云雾缭绕，景致被“镶”进窗

框里，站在院落里就像是立在仙

境云端。

2013年，来自杭州、上海的民

宿投资者们将目光聚焦到莪山畲

族乡，当地新丰民族村村民也找

到了一条新的增收路，活用乡村

各类资源，探索出一条资源变产

业，资产变股份，资金变资本的

“两山”转换通道。

几年时间，宁静的小村庄大

变样。“秘境山乡生活”“云夕戴家

山”“戴家山 8 号”“独幽处”等民

宿，让戴家山精品民宿集群成为

桐庐县的“金名片”，新丰民族村

也被誉为现代“世外桃源”，昔日

清冷偏远的小山村还举办了世界

民宿论坛现场会，村集体也开启

了租金保底、薪金创收、股金分红

“三金模式”，扩展了增收渠道。

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莪山乡

还成为全国少数民族5G示范应用

第一乡，“依托5G网络，通过驾驶

舱实时查看田间情况，每天的水

质、温度都能一‘屏’掌握、实时收

集，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精准投饵、

环境管控、病虫害监测等一系列农

事操作。”沈冠村村民黄金源说，过

去的每亩地收益不足500元，如今

变成了一亩田、千斤粮、百斤鱼、万

元钱的“科技田”“黄金田”。

听民声，“分好蛋糕”从

“我”变成“我们”

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

民生事业、不让一个桐庐老百姓因

大病而过不上好的生活、所有行政

村定期举办“新村夜话”共议大小事

务、县政府食堂邀请各界人士“我们

的早餐会”破解发展难题……听民

声、话民情，这是多年来桐庐县把人

民需求放在首位的坚守。

自2012年起，桐庐把每年的5

月6日即桐庐“解放日”定为“百姓

日”。“办一次两次‘百姓日’不难，

难的是连续十年、年年办，惠民措

施全部延续，民生大红包也越来

越有‘含金量’。”桐庐县桐君街道

南门社区黎振远说。

从最早的老年人春节红包、

市民出行礼包到新生儿红包、就

业红包、升学红包……新的惠民

措施在之后每一年延续。“比如老

年人春节红包从 2012 年的每人

300 元，提高到了现在每人 1000

元；今年开始困难群体由政府出

资参加特定商业医疗补充保险等

等。”桐庐县城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柴生标介绍。

为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和

帮扶力度，桐庐相关部门成立大

病致贫救助帮扶公益金，目前已

累计向 862 户困难家庭发放 2500

余万元救助金，因患重大疾病经

正常救助后生活仍受影响的困难

家庭，可申请救助 3 万至 10 万

元。一系列“分好蛋糕”的惠民举

措，是桐庐对于“老有所养，贫有

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的生动践行。

除了“百姓日”的惠民红包，

桐庐不断探索民生为本的长效机

制，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让

其余的 364 天百姓同样享受到建

设发展的硕果。

每年“百姓日”都有一项重头

戏——政府开放日，几百名市民

代表走进县政府，召开政民恳谈

会，政府工作人员主动倾听群众

的诉求，群众畅所欲言，提出自己

的意见建议。

2018年“百姓日”政民恳谈会

上，环卫工人代表俞高翔提出建议

希望给予桐庐的环卫工人一些福

利与关怀。2019年环卫工人代表

们就免费坐上了通车不久的杭黄

高铁去杭州旅游。十年来，桐庐百

姓代表提出100多条意见，条条都

有回应，其中不少已落到实处。

政府向百姓敞开的是政务公

开之门，打开的是主动沟通的阳

光通道；百姓得到的是内心诉求

的尊重，是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的提升。“政民恳谈会”模式延伸

到县乡村三级，每年征求到的意

见建议有上万条；“新村夜话”以

“夜访、夜巡、夜话”等形式，走近

村民身边，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讲老百姓喜欢听的事，倾听所思

所想，讨论发展思路；社区还有由

退休党员组成的“楼下书记”为群

众排忧解难。

由“百姓日”延伸出的民生内

涵将“我”变成“我们”，让每个人

都意识到自己被尊重、被需要、被

关怀，是属于社会大家庭中的一

分子。有了主人翁意识，自然就

有了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社会

和谐内生力量的增长。

（来源：新华网）

在浙江桐庐“触摸”幸福图景
多部门联动建立变更登记全流程“一件事”联办机制

金华：
完成全省首家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

每天午餐后，在台州玉环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食堂，仓管

曹春利在“浙食链”微信小程序

上选择一家食品配送公司，补充

常备货物，再订购晚餐食材，从

选购到付款结算不到5分钟。

和普通外卖配送软件不同，

“浙食链”小程序内每样货品都

有一个专属追溯码。通过追溯

码，采购人除了能清楚了解这批

货品的生产加工、工厂自检、监

督抽检、入库管理、流通环节交

易凭证等情况外，还能在小程序

上传销售凭证、检测合格报告等

电子台账记录。

“只有经过合格检验的食材

才能进入食堂仓库。”玉环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食堂负责人胡高

翔介绍，每样进入食堂的食材，

都能在“浙食链”上全程追溯，让

师生吃得更放心。

今年以来，玉环以数字化改

革为契机，构建食品安全精密智

控闭环管理体系，通过狠抓“浙

食链”推广普及、强化“浙食链”

深度运用等，为校园食品餐饮监

管插上智慧翅膀。

目前，“浙食链”已在玉环

184 家学校食堂推开，在全省

首先实现“浙食链”校园全覆

盖，形成食品从田头（车间）到

校园餐桌的全链条安全监管

体系。

“通过大数据集成和分析，

也极大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

率。利用‘浙食链’平台进行动

态检测，提高了学校主体责任意

识的同时，也实现食堂进货查验

记录全程电子化、食品追溯链条

清晰化，为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加上一条强有力的‘安全链’。”

玉环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流通

科科员瞿洪土说。

（来源：人民网）

台州玉环：
在全省率先实现“浙食链”校园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