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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 山东省宁津县委

县直机关工委以“严真细实快”工

作作风落实县委中心工作，3000

名机关党员下沉一线，干到一线，

冲锋一线，展现“志愿红”，助力

“环境美”，亮显“乡村绿”。

下 沉 一 线 ，展 现“ 志 愿

红”。今年3月，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宁津县组织3000名

机关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值班

值守，织牢社区“防控网”；下沉

90个核酸采样点，助力全员核

酸采样；下沉社区入户排查，开

展疫情防控“敲门行动”。一名

名党员穿上“红马甲”，站在

“宣、防、管、控”前沿，充分发挥

党员“硬核”作用，诠释党员的

责任与担当。

干到一线，助力“环境美”。

宁津县委部署农村人居环境“百

日攻坚”行动后，宁津县委县直

机关工委立即行动，组织各机关

单位成立90个党员突击队，向全

体机关党员发出倡议，争做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先行者、实践者、

维护者。3000名机关党员树立

“我是党员我先行”的意识，走进

一线，干到一线，积极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通过机关党员干部

“领跑”带动，形成人人爱护家园、

人人建设家园的良好氛围。

冲锋一线，亮显“乡村绿”。

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造福千

秋万代的大事。4月份以来，宁

津县组织92个直属党组织3000

名党员到帮包村开展“植下一棵

树、收获万点绿”义务植树活动，

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助力积极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以“党旗红”助推

“乡村绿”。

（张晓旭）

山东宁津3000名机关党员“三个一线”当先锋

本报讯 近日，由中交一公

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渭

南污水厂项目雨水调蓄池正式

通水，为项目后期建设打下坚实

的基础。

渭南污水厂项目施工建设

内容主要包含改造再生水处理

单元 1 座、新建高效沉淀池

1座，新建中水回用管道19.396

千米、双层沉淀池1座、初期雨

水调蓄池1座以及对污水厂原

有CASS池、SBR池技术改造

等。其中，初期雨水调蓄池为

该项目一个重要的子单位工

程，经过基坑开挖支护及降水、

基底处理、主体结构施工、装饰

装修、工艺设备安装等，目前已

正式通水。在项目施工建设过

程中，面对施工工期紧、周边施

工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项目

立即组织人员编制方案，增加

班组工人及机械设备投入，迅

速掀起大干快上的氛围。经过

不懈努力，全员克服建设中的

困难，最终提前一个月完成节

点目标。

在后续建设中，项目将继续

严把质量安全关，以高标准、严

要求、建精品的理念，积极完成

渭南污水厂的建设任务，为渭南

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闵旭朵）

陕西渭南污水厂项目雨水调蓄池正式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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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新路促改革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出新招

□ 程 云 韩 静

对国际大都市广东省广州市而言，

城乡融合这盘大棋该在何处落子？如何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重塑城乡关系？为积

极探索上述课题，广州市聚焦超大城市

核心优势，探新路、促改革，着力破除人

口、土地、财政、金融、农村产权和工商资

本入乡等现行体制机制束缚，下功夫解

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全力推进广清接

合片区建设，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创新留用地开发模式

作为重要改革内容之一，广清接合

片区广州（片区）需探索建立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据了解，目

前，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用地的发

展权与收益权不均衡、农村集体土地权

益保障不充分与碎片化严重等问题，广

州市已开展入市实践，探索不同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从成效

表现上看，目前，广州市增城区创新留

用地开发模式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的做法十分亮眼。

农村集体留用地政策是广东省独

有的用地政策之一。增城区位于广州

市东部，近10年来，该区迎来了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迅猛

的发展局面，土地开发强度大幅增加，由

此产生了大量的留用地。对留用地的开

发利用成为增城区土地开发的重要内

容之一。

以“政府收储出让+返还商业物业”

模式入市，放大土地价值。增城区新塘

镇上岭村210亩留用地缺乏自行招商引

资能力，土地价值迟迟不能释放。经增

城区政府主动介入，该村采用“政府收

储出让+物业置换土地”形式，以综合性

开发撬动留用地规划开发，对210亩中

的146亩用地进行收储作为居住用地公

开出让，将另外64亩划拨给新塘镇政

府，规划为商业综合体项目。商业综合

体项目和周边道路与基础设施由政府

利用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进行建设，按

照每亩留用地置换400平方米商业物业

的标准将商业综合体的物业移交给村

集体。在做活土地文章上，新塘镇政府

引进优质万达广场项目，村集体和万达

签订租用协议，租赁期限为20年，由万

达向村集体支付租金，约定第一年租金

2990万元，每5年为一个租金调整周

期，每个周期的年租金递增10%。

除了尝试上述模式，增城区还以“村

集体自主招商+国企整租”模式入市，为

入市提供担保。新塘镇塘美村留用地面

积349.581亩，村集体通过农村集体资

产交易平台进行自主招商，自行选择永

旺集团作为合作开发主体。新塘镇政

府通过成立国有企业与村集体签订租

地协议，再与名大（香港）公司签订协

议，按照永旺梦乐城的规划设计，完成

建设开发再交给永旺集团经营。

金融“活水”助力产业发展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解决“钱从

哪里来”是备受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其

破题要义是化解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与

三农“需钱贷不到款”的体制性、制度性

梗阻。对此，广州市进行了大胆探索。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有着得天独厚

的生态条件进行家鱼养殖，草鱼和桂花

鱼养殖业已成花都区农村经济一大特色

产业。但养殖户的农村住宅不能办理抵

押，融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农行花都

分行创新融资模式，开发“家鱼e贷”信贷

产品，帮助家鱼养殖户解决贷款难题。

截至2021年底，农行花都分行家

鱼 贷 项 目 累 计 投 放 249 笔 ，合 计

5596.52万元。其中，2021年共投放了

105笔共2759万元，是农行广州分行第

一家笔数过百、总额过千万元的快农贷

项目，为家鱼行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金融“活水”，助力家鱼产业做大做强。

“家鱼e贷”项目是广东省第一个以

家鱼作为创新的信贷产品，为探索创新

金融支持养殖业领域作出了良好示

范。农行花都分行将赤坭家鱼贷的成

功经验复制到炭步镇。同时，结合广州

花都区辖区内特色产业以及政府重点

扶持产业等工作部署，该行将继续推出

其他绿色农业或者产业项目的信贷产

品，如盆景e贷、花卉e贷、创业担保贷款

等特色产业项目，助力花都绿色发展。

“一张票、一趟车”推动城乡融合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多年

来，经过对广清一体化的努力，两地距

离更近、产业更融合、办事更方便。

广清城际铁路是广清一体化的标

志性工程，呈南北走向，联通广州市和

清远市，是珠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建立广清城

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两市

一体化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广清城际铁

路成为全国首条由省方自主运营的城

际铁路，并实现高效率公交化运营，更

好地促进了广清大城大乡深度融合

发展。

据了解，一期花都至清城段于

2020年11月30日开通，与广州东环城

际贯通运营。一期全长38.36公里，始

发站为广州花都区广州北站，终点站位

于清远清城区清远站，共设花都、清城

等6站，广州东环城际全程22.6公里，

共设花都、白云机场北等4站。花都站

为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换乘站，该

站还可换乘广州地铁九号线的广州北

站，白云机场北站则可换乘广州地铁三

号线的机场北站。由此，广清城际将清

远中与广州串联，实现城际与高铁、地

铁的便捷换乘和空铁联运，清远人民

“一张票、一趟车”即可通达广州白云机

场，解决了旅客搭高铁远、换地铁难的

问题。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相关部门

获悉，今年前4个月，黑龙江省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7.7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4.1%，进出口

增速高于全国同期增速26.2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其中，

出口140.4亿元，增长15.6%；进

口637.3亿元，增长38.9%。

4月份，黑龙江省进出口总

值226亿元，同比增长46.8%。其

中，出口39.3亿元，增长21.5%；进

口186.7亿元，增长53.6%。

前4个月，黑龙江省一般贸

易进出口680.1亿元，增长42.7%，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87.4%。边

境小额贸易进出口60亿元，增

长 2.7%，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7.7%。加工贸易进出口27.8亿

元，增长7.1%，占全省外贸总值

的3.6%。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进 出 口 611.9 亿 元 ，增 长

37.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78.7%。

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71.1

亿元，增长40%。国有企业进

出口511.9亿元，增长52.3%，占

全省外贸总值的65.8%。民营

企业进出口 229.2 亿元，增长

13.3% ，占 全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29.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5.5亿元，下降9.5%，占全省外

贸总值的4.6%。

黑龙江前4个月进出口增速全国第三

由华策影视、中天鹊禧影视联合出品，知名导演金琛执导，

吴晓梅、张灼、任旭担纲总制片人，麦灵、吴晓梅编剧，胡一天、

章若楠、王劲松、张晞临、张赫、林子璐领衔主演，高伟光特邀出演

的电视剧《凭栏一片风云起》正在湖南卫视、芒果TV、腾讯视频等多

家平台热播。该剧以“文”为经，以“武”为纬，双线交织，将爱国志

士在共产主义信仰指引下的觉醒与成长、文人学者在变局面前的风

骨和气节都投射于荧幕之上，呈现了一幅励志群像，更唤起了观众

的强大共情——虽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但爱国精

神和文化力量将始终赓续下去，历久弥新。

（杨 杨）

胡一天胡一天、、章若楠剧照章若楠剧照

《凭栏一片风云起》：
聚星火燎原 抒爱国之志

广东广州市聚焦超大城市核心优势，着力破除人口、土地、财政、金融、农村产权和
工商资本入乡等现行体制机制束缚，全力推进广清接合片区建设

快乐减压快乐减压 轻轻松迎考松迎考
高考临近，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在开展复习备考的同时，通

过组织高三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减压活

动，帮助他们释放身心压力，以轻松、乐观、自

信的心态迎接高考。图为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高三学生在进行集体跳绳比赛。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 许周杰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加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建设，扶持和引

导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全民健身计

划(2021—2025年)》提出，壮大全民健身

人才队伍，畅通各类培养渠道，引导扶持

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人才培养。为破解

基层体育服务支撑弱、参与低、组织难等

问题，自2019年以来，浙江省天台县从

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出发，创新

基层体育委员工作机制，构建县、乡、片、

村四级公共体育服务网格，出政策、强保

障，全域一体推进基层体育服务提速增

效，打通了基层体育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基层体育治理提供了“天台样本”。

体系化推进 基层网格“一体共治”

一是搭体系，强化组织保障。县级

建立基层体育委员工作总站，统筹协调

基层体育委员工作，各乡镇（街道）设立

工作站，再以万人左右划分片区，将全县

共分为59个片区，设立“一片区一委员、

一村一委员”，着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体育组织网络体系，实现基层体

育服务无盲区、无死角。目前，全县374个

行政村、21个社区，共有1410名社会体

育指导员、423名体育委员。

二是建机制，明晰工作流程。制订

基层体育委员工作职责等16项管理办

法，规范化推进场地管理、服务供给、活

动组织等各项工作。完善激励办法，设

立专项资金用于推进体育委员工作，以

保障促实干，确保工作可量化、可操作、

可激励、可持续。截至目前，共评定32个

星级工作站，投入500余万元用于体育

委员工作，有效提升基层体育委员工作

积极性和有效性。

三是增内力，激发队伍动能。实施

素质提升“360计划”，推出点单式培训，

提升体育委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力素

质。同时，培训一批健康生活指导员，

推动体育委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健康

生活指导员“三员合一”协同发展。截

至目前，体育委员共开展县级以上沙龙

活动154次，举办送课、培训等78次。

数字化赋能 运动健康“一键直达”

一是搭平台，实现点位一张图。深

化数字化改革，在浙里办上线“体育委员

e站”平台，通过构建“2825”整体架构

（即浙里办App、浙政钉2个入口，赛事

活动服务等8个核心模块，2个雷达引

擎，体育场地数据库等5个数据库），实

现体育服务“一机查询、一站供给”。平

台可“掌上”查询、预约、导航1671家公

共体育场地。同时，开通线上体育场地

报修纠错等功能，使体育场地建设、使

用、管理更高效，打造“10分钟健身圈”。

二是云整合，监测数据全方位。整

理体育服务超市点送情况、服务人次、

评价情况等数据信息，利用大数据精准

定位群众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委员从

“流动服务”到“精准服务”。打通“体育

委员e站”平台与县医共体健康地图数

据通道，获取慢性病群体分布情况，系

统智能推送易筋经、游泳、乒乓球等“健

康建议”，推动体医融合发展。

三是优服务，体育指导更科学。设

置“体育服务超市”，开展“你点我送”活

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制订服务“大

菜单”，通过体育委员、社会体育指导员

上门送服务，群众一键可享健身技能培

训、健身讲座、体育展演等服务内容。

通过“e站”平台，体育委员组织体育活

动3480场次，惠及人数超20万人次。

产业化融合 助力发展“一同奔富”

一是聚焦项目建设，强化组团共富。

采取“以强带弱”方式，以体育强村为示

范，发挥片区体育委员“领头羊”作用，

带领、指导各村体育委员立足村情，合

力指导相关村体育场地建设、使用、管

理，优化提升基层公共体育设施。截至

目前,依托基层体育委员牵头建设、管

理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65个体

育项目。

二是聚焦特色发展，强化品牌育富。

开展乡镇、村居特色体育活动品牌培

育，逐步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全

民健身格局，以特色体育活动IP助推了

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建设。目前，

已打造石梁冰雪运动、安科木球、紫凝

易筋经等体育赛事活动品牌，实现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全民化、全域化。

三是聚焦融合提升，强化造血创富。

立足资源禀赋，发挥体育委员纽带作

用，以产业融合发挥体、旅、农乘数效

应，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实现“双丰收”。如该县平桥镇

体育委员牵头引进峇溪综合户外运动

休闲项目，为峇溪村提供就业岗位50余

个，2021年直接创收超500万元，村集

体收入超80万元；街头镇后岸片区体育

委员通过牵头组织力量办好全国气排

球交流活动、全国门球争霸赛等大型赛

事，引流、聚客，每年为后岸村带来500

多万元收入。

实践证明，天台县积极探索基层体

育委员工作机制，有效整合了社会群众

力量，延伸了体育工作在农村的“触

角”，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常态化发展，

是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一项切实

有效的创新举措，让体育惠民工程真正

落到实处。经过系列改革与实践创新，

全民健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体

育服务得到夯实完善，基层体育参与社

会治理得到优化提升，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得到深度融合，使群众体育服务获

得更容易、形式更丰富、参与度更好，营

造了“人人可锻炼、人人能锻炼、人人爱

锻炼”全民健身新氛围，形成“政府主

导、社团协同、体育委员主动作为，全民

参与健身运动”的新格局。

浙江天台基层体育委员工作的数字化改革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