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ANJI NEWSANJI NEWS 责编：黄昀/版式：邹莉/电话：5678888/电子邮箱：hy1024@163.com

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姣 章婧）

昨天，我县迎来第 108 个生态
文明建设“集中推进日”活动。各部
门、乡镇（街道）和村的党员干部、志
愿者围绕环境整治、重点项目推进、
生态经济转化等主题，积极参与生
态保护、环境提升、资源转化等工
作，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助力安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优产业助发展

东临安吉客运中心，北接浦源
大道，占地面积350亩的安吉·中国
白茶城二期项目地块经过环境整治
后，正等待着一场“蜕变”。

2016 年，安吉·中国白茶城一
期建成并投入使用，运行以来，商户
纷纷入驻、客商云集、白茶季交易火
爆，进一步推动我县白茶产业提档
升级。“与此同时，为提升白茶城综
合运营和服务能力，二期项目建设
需加快步伐。”浙江安吉福士达茶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如庆说，围
绕建设安吉白茶全国交易中心和安
吉白茶价格指数发布中心目标，待
二期建成后，茶文化展示体验中心、
电子商务中心、仓储物流配送中心、
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会展中心和金
融服务中心等“九大中心”全部配备
齐全，白茶市场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将进一步增强。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白茶
产业结硕果，乡村振兴有盼头。目
前，安吉·中国白茶城已入驻商户
240家，2020年总交易额达到18亿
元、交易总量4500吨，其中交易中
心交易额达 8 亿元、总量为 2000

吨 。“白茶市场日渐升温，面对新的
发展要求，通过扩大规模、优化配
套，打响全国性的安吉白茶交易平
台的名号；同时，挖掘文化内涵，推
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将成为安吉
白茶品牌提升、产业发展提速的重
要一环。”毛如庆说。

发展保护两手抓

昨天，在浙江耕盛堂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新厂区已启动建设。在
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必答
题”下，我县相关部门和企业积极
参与，努力解决新厂区面临的污水
排放问题。

据悉，该企业成立于 1998 年，
从事竹笋相关产品研发、深加工和
销售，拥有绿色食品原料基地约
2.9 万亩，带动全国农户 2 万余户
就业，现有职工 170 余人，年产值
1.7 亿元以上。作为国家林业龙头
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绿
色食品示范企业，近年来，该企业
发展迈入新阶段。“为扩大生产，我
们启动了新厂区建设，积极谋划企
业发展路径，通过技术改进和品牌
提升，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该企
业相关负责人说。

我县竹林资源丰富，让资源更
好地“变现”是全县共同努力的方
向。在发展竹产业过程中，护美绿
水青山又是重中之重，乡镇在推进
全域旅游中转变思路，积极引入高
端休闲业态，筑牢生态屏障；同时，
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积极建设园区，
完善配套服务，补齐上下游产业，促
进分工与合作，降低能源消耗。从
村民到企业，从乡镇（街道）到全县

范围，都积极行动振兴竹产业，全力
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管控提品质

在天子湖明康汇生态农业基地
内，农场的每个大棚上都有一个二
维码，扫一扫就能看到播种、施肥、
打药的具体日期、品种与用量，追溯
蔬菜的生长全过程。这个“数字农
场”从选种、育苗、施肥到采摘，实现
了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

据介绍，公司按照规模化、标准
化、产业化发展的理念，打造具有现
代化管理水平的数字农场四个服务
中心，四个保障体系，建成200亩蔬
菜温室大棚、1077亩全覆盖的喷滴
灌系统、输蓄排功能健全的基地水
利系统、机耕与运输一体化的道路
系统。

“我们从种子开始抓安全把质
量，在种子下地前，对土壤、水源进
行检测，根据检测数据进行科学施
肥，为蔬菜提供均衡的营养。”在遵
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科
学管控干预。”明康汇生态农业集
团安吉种植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
雪介绍，公司通过搭建“数字农场”
互联网平台，将整个基地分成数百
个地块，每个地块上的种植数据一
览无余。

“大棚内安装了自动喷灌系统，
根据不同蔬菜的需求调整喷淋时
间，精准保障植物需水量。”赵雪说，
通过数字化管控确保蔬菜的品质和
安全，让农业更加标准化与规范化。

林下经济“钱景好”

在鄣 吴 镇 玉 华 村 的 茂 密 竹

林 间 ，一 群 群 竹 林 鸡 正 欢 快 觅
食 。 近 年 来 ，依 托 安 吉 优 越 的
地 理 环 境 ，山 区 农 民 积 极 探 索
在 毛 竹 林 中 散 养 家 禽 家 畜 ，竹
林 鸡 饲 养 业 发 展 迅 猛 ，安 吉 竹
林鸡还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称号。“竹林
鸡品牌效益好，又不愁销路，我
们也要‘趁热打铁’打响自己的
品牌。”玉华村党支部书记邱兴
平说。

据了解，玉华村流转了 680 亩
毛竹园林，通过引进优良土鸡品
种，发展生态林禽养殖。“不但鸡
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能够
有效为竹林除害除草，鸡粪还能
作为有机肥，促进笋芽的萌发让
竹林更好地生长。”邱兴平介绍，
该项目经营由村集体主导，采取

“村集体＋农户＋公司”模式，结
合品牌提升、森林旅游、直播带货
等渠道提升林下经济附加值，宣
传安吉绿色农产品和美丽风景的
同时，打响安吉竹林鸡品牌。目
前，项目年产竹林鸡 5 万羽，鸡蛋
100 万个，带动农户 30 余户，预计
营收 400 万元。

此外，村里通过与浙江竹孝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流转毛竹
林1100亩，以“科技示范”发展竹酵
素基地。该基地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基地”的模式，以与竹农
合作—公司派专业种植队种植—竹
林维护由农户负责—菌种成熟后公
司统一回购方式，村民每亩竹林收
入由原来的200元增至2000多元，
另外可再次从合作社获得利润二次
分红。

护美绿水青山 擦亮共富底色
——第108个生态文明建设“集中推进日”活动见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宣晶）

“你好,李律师，最近你办理的
案件中，是否存在立案难情况？”
近日，驻县法院纪检监察组人员
向律师进行关于立案方面的电话
回访。

岁末年初之际，因各种因素
叠加，可能发生立案不及时现象，
这不仅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且
与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要求背
道而驰。最近，驻县法院纪检监
察组开展整治年底不立案专项监
督检查，推动法院严格落实立案
登记制要求，杜绝不立案、拖延立
案现象，确保法院“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作部署落地落实。

“我们通过明察暗访，重点检
查年底法院有无控制立案数量、
窗口服务态度是否存在问题。”驻
县法院纪检组组长程晓波介绍，
通过比对受理日期立案日期，查
看立案是否超期，并向诉前调解
不成的当事人电话回访，了解有
无强制调解、拖延立案及诉讼服
务立案窗口服务态度等问题。并
走访相关律师事务所，征询律师
意见，填写问卷调查。

纪检组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
际，紧盯立案流程，严防在落实立
案登记制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
通。在纪检组的督促下，县法院

规范登记立案工作，对符合登记
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立，不推诿、
不拖延。通过“两微一网”等新媒
体平台，多渠道、全方位推广网上
立案和跨域立案，充分运用 ODR
平台和移动微法院平台，为当事
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让
当事人充分感受掌上办案、指尖
诉讼的便利。目前，大部分案件
实现“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就
近立”的目标。

同时，纪检组还推动法院进
一步完善诉前化解机制。对当事
人自愿选择诉前调解的，快速分
流到相应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
议的引导当事人及时履行，不能
及时履行的引导进入司法确认程
序；对调解不成或当事人要求立
案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一律
当场登记立案，严格落实一次性
全面告知要求，避免增加群众诉
讼劳累。

程晓波表示，针对年底不立
案问题，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决不
姑息，依法依纪严肃追责。

通过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
众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取得
明显成效。与2020年同期相比，
2021年年底收案数有较大幅度增
长，以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为例，收案数同比增加
377件，增长88.71%。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卫丽）

春节将至，岁寒情深。连日
来，为充分弘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让困难群众
过上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我县
各乡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迎新春送温暖活动，为特困
志愿者、结对帮扶对象和基层困
难户送去节日的温暖关怀和美
好祝福。

在走访慰问辖区困难群众过
程中，每到一户，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都详细地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
和生活状况，并向他们赠上粮油、
新年挂历、糖果礼包等慰问品。
同时，也为他们送上新年的问候
和祝福，让他们感受冬日的温暖，
提升归属感、幸福感。

此外，各乡镇红十字会还通
过 开 展 各 类“ 新 春 送 祝 福 ”、

“五虎送五福 博爱幸福路”、
送春联下乡等活动，丰富村民
们 的 业 余 生 活 ，增 进 邻 里 感
情 ，营 造 喜 庆 祥 和 、文 明 和 谐
的新春氛围。

驻县法院纪检监察组开展专项整治

严防年底不立案拖延立案

县红十字会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系列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整
合执法资源力量，根据市城管委
关于加快推进“城警一体化”建设

工作要求，日前，我县召开“城警
一体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会
议解读了《安吉县加快推进“城警
一体化”建设工作方案》，部署了
我县 2022 年“城警一体化”建设
工作。

“城警一体化”建设再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