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新昌微信

中共新昌县委主办 县融媒体中心出版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我爱新昌客户端

2025 年 6 月23 日 星期一

农 历 乙 巳 年 五 月 廿 八

今日4版 第5341期

记者 胡夏锋

本报讯 6 月 20 日，省委书记

王浩带队深入嘉兴海宁市、桐乡

市调研并出席全省城乡一体融合

高质量发展现场会。王浩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

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

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

作部署，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

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

一体谋划、以城带乡、因地制宜、

守正创新、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城

乡一体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城乡

一体融合发展“金名片”，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

会议。县委书记黄旭荣参加会

议，并代表新昌汇报交流低收入

家庭“挂单奔中”三年行动推进情

况。

王浩指出，推动城乡一体融

合高质量发展既是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的关键路径、核心内

容，也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最

直观、最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要

深化思想认识，把准方向定位，

以新的理念、思路和体制，跳出

农村抓农村、跳出“三农”抓“三

农”，对标“先行示范”的更高要

求，对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努力攻坚、加力突破，统筹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不断打开城乡一体融合

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以实绩实

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

王浩强调，要进一步找准推

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方法和路径，紧盯城乡空间布

局、经济融合、生活融合、生态融

合等领域，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发

展水平全面提升，打造城乡一体

融合发展的样板。更加注重一

体谋划，把城市与乡村发展作为

一个整体，一体谋划推进城乡规

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等布局

建设，促进城乡空间优化和兴业

富民协同；更加注重以城带乡，

大力推进城市产业和资源要素

向农村流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

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强化

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保障作用，形

成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良好局

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实

际找准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循

序渐进、久久为功；更加注重守

正创新，牢牢守住底线红线，善

于创新工作理念、路径和机制，

积极谋划实施一批“小切口、大

牵引”改革举措，推动农业增效

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更

加注重以人为本，始终坚持富民

导向，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着力提升城乡生活品质和民

生温度，不断激发调动基层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王浩强调，要在城乡规划布

局一体融合上取得新突破，突出

一体规划、一体布局、一体推进，

进一步强化工作机制保障；在城

乡产业体系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布局，形成

“生产+销售”“链条+基地”“基

地+龙头”等产业布局模式，提升

县城产业承载能力，积极扩大县

城就业岗位，推动“土特产富”全

链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在

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体系上取得

新突破，围绕经济发展、民生需

求科学谋划实施，坚持实事求

是、量力而行、适度超前，健全

“建管护用”全流程长效机制；

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上取得

新突破，科学高效配置公共服

务资源，有序推进标准、服务和

政策一体化，创新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做到可拓展、可转换、

能兼容；在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城乡

环境污染防治，全域打造诗画

浙江和美乡村，拓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更好把生态价

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在城乡要

素有序流动上取得新突破，深

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

让进城农民“融”得更顺利，强化

“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让

青年入乡“入”得更顺畅；在推进

城乡文化繁荣和文明建设上取

得新突破，加强农村文明乡风建

设，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加

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促进

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

大政策支持，强化真抓实干，确

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王浩还对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

作进行再强调。他要求各级党

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

以“走前列、作示范”的标准定

位，高标准推进学习教育和作风

建设，扎实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严格规范执行，统筹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把作风建设

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绩

实效。

记者 胡夏锋

本报讯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争

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县域标杆的“题中之义”。在全

省首批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

领域试点中，我县聚焦“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 3万元家庭”，从 2024
年开始实施“挂单奔中”三年行

动，争取实现共富路上“一个不

落”。

精准画像，变“模糊定量”为

“多维定性”，是“挂单奔中”行动

的首要动作。我县全量摸清底

数，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多轮摸排

核实，锁定占比全县人口 6.5%的

低收入群体，并建立动态数据

库；精细划分群体，从家庭成员

能力、致困原因、社会关系等实

行多维分析，细分帮困、帮带、帮

创三类群体，帮困群体主要是特

困、低保和低边对象，帮带群体

主要是增收能力弱或因病因灾

入不敷出人员，帮创群体主要是

有就业创业意愿但增收渠道较

窄人员；阶梯制定目标，落实“镇

镇有基金、村村有工坊、家家有

方案、人人有帮扶”，清单化项目

化推进挂单销号、梯度奔中。今

年一季度，我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居全省第一。

分类帮扶，变“天女散花”为

“靶向滴灌”，是“挂单奔中”行动

的创新之举。我县坚持为帮困群

体“兜底线”，迭代“1+8+X”大救

助体系，推动救助资金向最弱最

需群体倾斜，实施精准输血；为帮

带群体“增岗位”，打造“共富工

坊”，建设“零工之家”，扩容低效

林改造等公益性岗位，推动“土特

产”全链条向镇村户延伸，根据不

同对象推送不同岗位信息；为帮

创群体“送机会”，“菜单式”帮扶

产业项目，落实培育经营大户、畅

通产销渠道、实施国企助富、提供

创业培训、加强金融扶持等举措。

系统集成，变“零打碎敲”为

“合力攻坚”，是“挂单奔中”行动

的重要保障。我县统筹资源要

素，整合帮扶举措 125 条，打造

“政策工具箱”，集聚资源、集中

发力，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叠加

效应，最大限度提升帮扶对象获

得感；鼓励社会参与，坚持政府

侧、社会侧联动，凝聚民营企业、

公益组织力量，推出为老、助残、

心理健康等帮扶项目 30余个；落

实闭环管理，坚持县级统筹挂

单，构建明晰责任体系，分类制

定任务清单，建立“承诺挂单—

督导跟单—动态销单—年底晾

单”机制，对销单群体实行常态跟

踪，实现长效奔中。

记者 唐景飒 马帅东

本报讯 在镜岭水库移民工

作的火热进程中，一个个感人故

事不断上演。镜岭镇里镜屏村

的党员们以实际行动诠释担当，

成为推动移民工作顺利开展的

坚实力量。

81 岁的李财福是里镜屏村

里练使自然村的老党员，面对镜

岭水库移民工作，李财福毫不犹

豫地带头签约。他表示：“水库

建成之后对我们老百姓有很大

好处，作为一名老党员，带头签

约是毫无疑问的。”他以身作则，

率先在移民协议上签下名字，展

现出老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

44 岁的贾云峰来自里镜屏

村龙潭背自然村，“我认为我们

作为党员代表了先进性，如果从

我们这里都体现不出来，还指望

谁去体现？”在他完成签约后，为

给家人和村民们吃下“定心丸”，

他毅然推掉手头工作，每天驻守

在移民工作现场。面对村民们

“故土难离”的不舍，贾云峰耐心

开导：“大家虽然有所不舍，但都

本着以大局为重的态度积极配

合。”展望未来，贾云峰满怀憧憬

地说：“水库建成之后环境肯定

会更漂亮，我们也会很幸福。”在

他的带动下，周边党员干部纷纷

主动参与，形成了党员带头、群

众响应的良好氛围。

同样来自里镜屏村龙潭背

自然村的 63 岁老党员潘法涨，

虽还未轮到自己签约，但得知72
岁的哥哥应仁山行动不便，潘法

涨主动陪同其办理签约手续。

“我们村原先很偏僻，现在能搬

出来更好了！”潘法涨语气中满

是期待，“今天陪哥哥把字签好，

我也安心了，就等着住新房子

了。”有了这次陪同经验，潘法涨

对即将到来的签约充满信心，

“等轮到签约，我肯定更加熟悉

流程，心里也更有底了。”

从老党员率先垂范，到中青

年党员主动担当，再到党员之间

互帮互助，里镜屏村的党员们用

各自的方式，在镜岭水库移民工

作中书写着奉献与担当。他们

的身影，成为移民工作中最温暖

的底色；他们的行动，汇聚成推

动镜岭镇迈向美好未来的强大

动力。

王浩赴嘉兴调研并出席全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强调

持续擦亮城乡一体融合发展“金名片”

“挂单奔中”让共富路上“一个不落”

党员带头作表率 移民同心筑新篇
岭水库泽润千秋镜镜

惠聚新昌
乐享盛夏

6 月 20 日，“来新昌·浪一

夏”活动启幕，我县以山水人

文资源为依托，精心策划并

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夏

日文旅活动，发放多重惠民

福利，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

一场难忘的夏日之旅。

（记者 俞晓委 摄）

争做文明新昌人争做文明新昌人

争创全国文明城争创全国文明城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新昌县融媒体中心宣宣

记者 俞佶婷

本报讯 材料不全无法办

理，部门不同无法流转，区域差

异无法跨越……这样的办事“难

题”，你是否也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过？自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县公

积金中心统筹做好“学、查、改、

促”四篇文章，以推进作风建设

为切入口，聚焦群众和企业不会

办、办不成的特殊疑难业务，试

点推出住房公积金“兜底”服务

机制，努力在政策尺度与民生温

度间交出“最优解”。

今年 5月，市民裘先生来到

县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办理大

修自住住房提取业务。工作人

员在审核资料时发现，缺少了该

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原来，裘先

生父亲位于农村的房屋因年代

久远破损严重被鉴定为 D 级危

房，经申请审批通过后准备修

缮。早年办理不动产权证时，

相关资料均已上交办证部门，

后由于历史原因停止办证，但

资料并未退回。县公积金中心

分析研判后，认为该事项符合

“兜底”服务办理条件，立即与

相关乡镇沟通协调，由镇里出

具情况说明，中心开通“绿色通

道”，最终帮助裘先生顺利提取

了住房公积金。

不“生搬硬套”，不“一棒子

打回”，“兜底”服务勇于突破“舒

适圈”、拓展“便利圈”、营造“生

态圈”，是传统格式化服务以外

的有效延伸，也是转变基层作

风、强调实干担当的直接表现。

结合日常汇总的疑点、难点问

题，县公积金中心梳理形成三大

类十一种“兜底”服务事项，涵盖

因办事群众主观原因、历史与政

策等客观原因以及多跨协同等

复杂原因而导致业务难办的多

种情形，确立以人为本、首问负

责、限时办结、协同联动四大“兜

底”服务原则，开设“兜底”服务

专窗，统一进行判断、登记、分

类、梳理。

针对企业融资难题，县公积

金中心积极牵线搭桥，与 11 家

银行合作推出“金助企贷”服务，

已发放低息贷款 8亿多元，为不

少中小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燃

眉之急。该中心还增设 2条“兜

底”诉求热线；上线新一代数字

化业务系统，推进数据共享全量

化、实时化；启用首个“AI 数字

人”，为群众提供7×24小时全天

候、多渠道的智能政策咨询及业

务导办服务；首创“4+X”全窗通

办增值服务新模式，4个综合窗

口联动激活银行派驻人员“X”

力量，将银行贷款专窗转化为高

频业务综合受理窗口，实现窗口

可接受办件量、办件效率最大

化。

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服务的

柔性温度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

民生保障的一体两面。县公积

金中心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以创新服务破解制度执行中

的难点堵点，让住房公积金发挥

出最大的民生效益，切实构筑起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

保障网，“兜”住群众急难愁盼。

持续“破圈”“兜底”民生
县公积金中心努力交出民生服务答卷“最优解”

而不舍落实锲锲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