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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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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图

佛堂镇龙溪村，通过村民众筹开发
了“中国乡村版迪士尼乐园”项目，自
2018年开业以来，创造综合性收益8000
多万元。

义亭镇西楼村被称为“义乌红糖第
一村”，2017年以来，我市积极开展红糖
加工行业规范改造和产品质量提升行
动，“义乌红糖”加工行业面貌焕然一新，
农字号特色品牌逐渐打响。

……
“十三五”期间，义乌市委、市政府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高标准编
制《义乌市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以
众创引领三产融合、城乡融合，不断提升
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改革驱动 让农业更强

每到水稻收获的季节，种粮大户
楼国三脸上就布满笑意，他说：“这几
年，从‘标准地’改革到农机购置补贴，
党和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越来越
大，如今解决了土地流转的问题，农活
又有机器来干，农民是越来越轻松，还
能年年丰收。”

在推行农业“标准地”改革前，楼国
三主要是向村民流转土地，不仅承包年
限短，流转的土地也较分散，机械化操作
成本高。“有时在一个村承包20亩土地，
需要跟20户甚至30户村民签承租合同，
费时又费力。”

为有效破解农业产业管理粗放、亩
产效益低等问题，去年3月份，义乌率先
在全国启动农业“标准地”改革试点工
作，分类管控和发展利用耕地，并制定了
农业“标准地”“一三五七”规则体系。

同年4月4日，楼国三签下佛堂镇龙
溪村农业“标准地”项目，共计934亩，以
种植水稻作物为主，总投资501.4万元。
至此，楼国三从“多点开花”的土地流转
模式转变为集中连片流转，从与多户村
民签承租合同转变为只需与镇（街道）一
家签订流转合同和投资建设协议书，土
地承包期限延长至10年。楼国三说，今
年他在义亭镇上宅村和佛堂镇龙溪村共
计扩大了1000多亩种植面积，在婺城区
也种植了5100多亩的早稻。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稳定粮食面

积、优化经济作物结构、扩大水稻旱粮种
植”的发展思路，以集成“美丽田园”创建
为载体，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
化”整治，持续深化农业“标准地”改革。
据统计，全市共建成农业“标准地”9.1万
亩，创建集成“美丽田园”12个。

星级创建 让农村更美

白墙黛瓦的民居、花木馥郁的公园、
以陶为名的微景观随处可见，冬日里的
义亭镇缸窑村，在暖阳的照射下处处彰
显着美丽宜居乡村的图景。

“十三五”以来，我市扎实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全域推进以

“七个一”为标准的星级和美乡村建设，
做好精致、精细、精妙文章，实现了一星
村全覆盖，创建一星级样板村73个、三
星村49个、五星试点村5个，获评省美丽
宜居示范村15个、省特色精品村15个、
省示范乡镇4个，成功创建省级新时代
美丽乡村示范县。星级和美乡村创建带
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提升，连续 4
年摘取“五水共治”“大禹鼎”，2019年首

夺银鼎；成功创建第一批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全省第三批“无违建县”，获
评“两美浙江特色体验地”。

在开展星级和美乡村创建的同时，
义乌创新建立了国企结对共建机制，以
8家国企为投资主体和建设主体，实施
10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基础设施建
设，并与沿线镇村合作发展乡村产业，
实现国企资源与美丽乡村有机融合、
合作双赢。2017 年以来，国企向美丽乡
村注资超7亿元，实施具体工程项目建
设 221 个，撬动社会资本 50 亿元以上，
并结合农村四好公路建设，利用三色
线将 10 条精品线进行串联，形成总长
280 公里的市域美丽乡村大环线，打造
乡村振兴的风景线、产业线、致富线，引
进培育了超亿元产业项目30余个，涉及
资金超200亿元。“国企+乡村精品线”建
设模式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经验。

一系列行动之下，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如今，漫步在义乌乡
村道路上，道路宽敞、环境整洁、乡风浓
郁，一幅怡然自得的优美画卷铺展开来。

众创共享 让农民更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三五”
期间，义乌多措并举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实施“市级统筹、国企结对、镇街联

建、村级自建”等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探索形成村集体经济发展“造血十法”。

如今，人们只要沿着三色线，就可以
畅游义乌十条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精品
线：至美大陈线以水为媒，串村成珠；德
胜古韵线登高望远，人文荟萃；赤岸西海
线花海相伴，山水浪漫……

在后宅街道李祖村，群山环抱，村落
古朴雅致，内里却大有乾坤：生机农场、
李氏梨膏糖、衔泥小筑等37家创客入驻
经营，致力于打造“国际文化创客村”，不
少创客成果早已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和
便捷的物流走向全球。

李祖村并不是个例，在推进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义乌紧扣“众创”
主题，积极挖掘农业的功能和乡村的价
值，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的个性特色，并按照全国
一流、省内领先的要求，充分发挥以农民
为核心的联合、众筹、创投等作用，打造
独具魅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和全方位发
展的农村示范点，推动乡村从“卖产品”
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变。今
年全市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已全部达到
20万元以上。

五年过往，历史长河终将留下奋斗
者的足迹。乌伤大地上，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三农”发展正迎来美好的
明天。

美丽乡村入画来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是
哪个窗口？”“你好，这类业务可以直接
网上办理或在自助区办，不用再跑窗
口了。”这是不久前，个体经营户陈女
士与市行政服务中心“红马甲”志愿者
的对话。简单对话后，陈女士用了几分
钟时间就办好了相关业务。

一直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聚焦
群众和企业办事便利化需求，围绕取
消窗口实体化运作改革目标，打造“网
上办为主，就近办为辅，自助办为补”
的服务格局，持续迭代升级各项改革

举措。通过开展“减窗行动”，市行政服
务中心窗口从原来的288个减少到33
个，人流量从改革前的日均9000人减
少至2000人，进一步提升数字赋能城
市治理水平。

取消窗口实体化运作，实则是一
种政务服务方式的转变。“减窗改革原
则是‘不减事项、不减服务、不减体验’，
为大家提供一个多样化的服务，满足多
角度的需求，让老百姓办事更加方便、
快捷、舒心。”市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减窗背后是近年来我市“网上
办”“掌上办”“就近办”“延伸办”等一系
列改革的叠加效应。自办事大厅优化减

窗后，已建立税务、市场监管、公安、不动
产、社保、医保等网办自助区。

如何“减窗”而不“减服务”？记者在市
行政服务中心的网办自助办理区看到，由
工作人员专门现场指导办事群众，群众学
会后在家上网或者用手机里就能把事情
办掉。为满足就近办需求，市行政服务中
心密织便民服务网，按照“镇街大厅一站
办、便民网点便捷办、简单事务村居办”原
则，打造群众身边的办事窗口。“以取消窗
口倒逼部门网上办、就近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政务服务2.0要求，增设智能设
备，建立智能导服区；依照业务关联原则
改造审批后台，设立疑难问题咨询区，办

事大厅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据了解，针对不能网办的事项、不会

网办的群众以及疑难审批事项，市行政
服务中心将保留窗口办理。保留下的窗
口将是“全能窗口”，即在一个窗口可办
多件事，实现“一窗受理、一表登记、一次
告知、一网流转、一次办结”。同时，根据
办事群众、企业的需求，梳理了可以下放
社区、村居的“就近办”事项和已实现网
办的事项，通过引导网办、上门办理、钉
钉代办等方式，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
的综合服务，打造线下10分钟政务服务
圈，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体系，
推动便民惠企一键直达。

实体窗口从288个减到33个

我市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为加强“小”“散”工程项
目全过程监管，近日，义乌市根治欠薪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决定
在全市建设领域实施“两备案一承诺”
制度。

“两备案一承诺”指的是用工信
息备案、工资支付备案和工资结清

承诺。该制度的实施范围包括两类：
合同造价低于 500 万元的工程项目；
未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工程
项目。

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工程
项目施工企业招用农民工后及时签订
劳动合同，并制作员工花名册，并于开
工前将劳动合同复印件和花名册报所
属镇街或发包的国企平台公司备案

（施工过程中人员有变动的，相关资料每
月报备）；工程项目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
工资，并将工资确认表和支付凭证报所
属镇街或发包的国企平台公司备案
（劳动者中途离职的，结清工资凭证及
时备案）；工程项目做好工资支付结清承
诺，项目完工后，施工企业要向所属镇街
或发包的国企平台公司承诺全部结清农
民工工资。

为推进建设领域“两备案一承诺”制
度的落地，义乌市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
组要求各镇街和各国企平台公司，要明
确工作分管领导和责任科室、责任人，层
层细化落实；要建好“一项目一册”管理
台账，强化劳动合同、花名册、工资发放、
人员进出场等信息动态监管，及时督促
工程项目按月足额支付工资，确保项目
完、工资清。

义乌实施建设领域“两备案一承诺”制度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本报讯 12月10日下午，以“跨境金融和风控服务助力义
乌外贸企业安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义乌外贸金融节高峰
论坛举行。

本届论坛由义乌市国际商会指导、XTransfer主办、中国
制造网等单位联合支持，共吸引协会领导、行业专家、权威媒
体以及数百位外贸人参加。

在义乌，外贸碎片化、小型化、电商化已成燎原之势。但去
年开始，义乌出现大量做外贸生意的商家和外贸公司的银行
账户遭异地公安冻结的情况，导致商家外贸经营中货款往来
出现障碍，进而影响到日常交易。论坛上，各方围绕“2021年
外贸企业发展”“安全合规的跨境金融服务”“外贸收款难题及
XTransfer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展开分享与探讨。专家建议，外
贸中小企业可借助跨境金融和风控服务平台，解决开立全球
和本地收款账户、外汇兑换、海外外汇管制国家申报等多种跨
境金融问题，确保跨境支付更为稳定、安全、低成本，共同推动
合规前提下的全球贸易开展。

义乌外贸金融节
高峰论坛举行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加快
夜间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下发，明
确义乌将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完善夜间公共服
务，优化夜间经济营商环境，切实
提升夜间经济活力，积极促进城
市消费升级，打响“不夜商城”品
牌，打造国内知名夜间经济城市。

《方案》指出，义乌将按照全方
位建成“商城风韵、国际风范”夜间
经济体系的总体目标，围绕“一核
五带多节点”总体布局，到 2022
年，打造1个地标性国际特色夜生
活集聚区和5条夜间经济热力带，
推进商城夜购、市民夜娱、招牌夜
市、精品夜宴、网红夜播5个方面
夜间经济建设，逐步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
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加快义乌夜间经济发展，一
是建设夜间经济新地标，打造国
际化消费新场景。在宾王商贸区、
异国风情街和义驾山区域打造国
际化餐饮休闲集聚区，联动宾王
市场、三挺路夜市等商圈街区，拓
展国际商品零售消费供给市场，
逐步形成“深夜购物不打烊”夜购
场所。二是升级夜间经济热力带，
打造居民消费新天地。重点建设
面向高端消费的绣湖商圈，以商
务休闲楼宇经济为主力业态的福
田金融小镇商圈，以服务创业人
员大众消费的北苑商贸区商圈、
稠江万达广场商圈，以文体健身购物为主题的江东梅湖文体
娱乐商圈等5条夜间经济热力带，鼓励商圈延长营业时间，营
造浓厚夜间购物氛围。同时，加快推进特色商业综合体项目招
引建设，积极引入国内外品牌首店，提升夜间购物时尚度和体
验度。三是丰富夜间经济项目供给，打造多领域消费新热点。
大力推进邻里中心和社区便利店等建设，打造“15分钟便民
生活服务圈”；发展优质夜娱项目和特色餐饮项目；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招牌夜市，为大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开设创业型市
集；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模式，构筑“线下孵化+供
应链+线上平台”网络流量孵化群，推进夜播项目建设。

为此，我市将推出夜间经济发展9大行动，即项目招引行
动、首店经济行动、标准引领行动、设施提升行动、光彩更靓行
动、宣传推广行动、数字升级行动、跨境消费行动和消费造节
行动，重点推进首批36个夜间经济项目的建设，通过各方努
力，让全城“义起来消费”，让义乌“越夜越有味”。

义
乌
全
力
打
造

国
内
知
名
夜
间
经
济
城
市

金利宾：
13年坚守，护航青少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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