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审批局

率先在江苏政务服务网“海门区旗舰
店”上线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崇海专栏，为办事人员提供线上“跨
省通办”政务服务。户籍为上海崇明

的杨亮（化名）在海门政务大厅公安
户籍窗口一窗办结了跨省户口迁入

申请，成为崇明、海门开通长三角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崇海专栏后首位
享受到政策便利的新海门人。

“办理过程很快捷，不用在海门
和崇明两地来回跑，解决了烦恼和困

扰。”杨亮表示，他原先在崇明上班，
因工作调动来到海门，已在海门买了

房子。按照以往规定，他在符合迁入

条件的基础上，仍需往返两地公安机

关共 4次才能完成户口迁移。“现在

好了，‘一网通办’高效又省心。”他不
禁为这一便民举措点赞。

为加快落实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步伐，今年以来，海门区行政

审批局在前期充分筹备的基础上，
于 9月 2日在江苏政务服务网“海

门旗舰店”开通上线长三角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崇海专栏。

专栏首批上线的事项包含企业
登记、户口迁移、公积金缴存信息查

询、异地就医、社保关系转移接续、
不动产登记查询、电费缴纳等政务

服务事项 83项。在医疗试点专栏
里，崇海两地开拓性地上线了医疗

救助、职工和居民医疗费用手工

（零星） 报销———住院费用报销等 3

项事项，通过试点由点及面地带动
更多事项辐射沪海两地及整个长三

角地区。专栏还公布崇海两地政务
服务中心线下办理专窗的窗口联系

方式、办理地址等信息，办事人员可
在业务办理的不同阶段进行咨询。

下阶段，海门区行政审批局将

积极加强与上海市崇明区政务办的
协同联动，建立长三角“一网通办”

崇海专栏长效运行保障机制，保障
专栏、专窗、数据共享交换质量，通

过线上专栏和线下专窗实现企业和
群众异地办事“网上办、马上办、就

近办、便利办”。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俞新美 童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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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香榧采

摘季，一颗颗成熟的
香榧果子垂挂枝头，

散发出阵阵清香。近
日，2021 中国 · 嵊州

香榧节暨嵊州香榧开
摘仪式在谷来镇榆树

村举行。现场，榆树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主
任袁乐勇宣读《2021

嵊州香榧优质优果承
诺书》：香榧农户们要

坚持完熟采摘、加强
后熟管理、规范炒制

加工、严守质量标准、
坚持按质论价等，把

嵊州香榧产业做大做
强做优。

香榧是稀有的经
济树种。浙江省是中

国香榧的原产地和主
产区，嵊州地区则历

来盛产香榧。数据显
示，2020 年嵊州市香

榧干果产量达 6000

吨，香榧产业带动了

5 万多户榧农增收，
当地还涌现出一批人

均香榧年收入超万元
的专业村。

榆树村是香榧树
苗培育专业村。该村

榧农黄袁江家中都是

一些老香榧树，因此，
他家的香榧成熟相对比较早。

“今年香榧的量，可能要减少，
去年有 1500斤，今年大概不

到 1100斤。”
与榆树村榧农一样，嵊州

的其他村榧农，近日也都陆续

上山采摘香榧。据嵊

州市谷来镇副镇长楼
泽钜介绍，今年香榧

品质较往年有很大的
提升，主要的原因就

是今年雨水比较充

沛，有利于香榧的成
熟和成长。“而到了

采摘的时节又以晴
好天气为主，又比较

干旱晴朗，便于榧农
采摘工作的开展。我

们一方面要求榧农

把好香榧质量关，同
时也会积极对接电

商，指导榧农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努力拓

展销路，提升产值，让
榧农既丰产又丰收。”

楼泽钜说。
嵊州素有“东南

山水越为最、越地风
光剡领先”的美誉，不

仅是“浙东唐诗之路”
的核心区，也是中国

越剧的发源地，还是
著名的“中国香榧之

乡”。境内分布着树龄
百年以上古香榧树近
3万株，五百年以上的

3000多株，千年以上
的 100多株，约占全

省的 30%。拥有省级

香榧兴林富民示范村
7个，是全国最大规模香榧种

苗基地。经过 20多年的培育
发展，全市香榧种植面积达

13万余亩，香榧产业已成为

嵊州的特色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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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 2100人小山村走出 9位博士 65位硕士

   项跨省服务“网上办”“马上办”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崇海专栏上线

  近期，位于南京

玄武湖公园的秋荷迎来

盛花期，十里长堤和樱洲内

湖湖面上，朵朵红、白的荷花

分外美丽，特色品种“玄武

红莲”能一直盛开到 9月中

下旬。 宋 宁
摄影报道

■ 双燕村一角 白羽 摄

好好好家家家风风风成成成“““博博博士士士村村村”””教教教育育育秘秘秘籍籍籍

31户农家出了4名博士
双燕福庆坞组，因福庆寺得名。一条清

澈的小溪把小组分成两半。错落的别墅民

宅，掩映在翠竹与果树间。该小组共 31户
农家就走出了 4名博士。

60岁的陈如国，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也
是博士后陈佳林的父亲。“儿子媳妇都是浙江

大学博士毕业，后到瑞典默奥大学读博士后，

回到南京东南大学，当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儿子陈佳林还是东南大学至善青年学者。”

今年五一假期，陈佳林夫妻双双回家。
村委得知消息后，上门请他们给村里的年

轻人分享学习体会。“夫妻俩都来了，我们
村里的孩子把他俩当成学习的榜样。”村干

部杨寅笑道。
再走百米，就到了何国俊博士的家了。

听说是来采访儿子，妈妈郭彩芝满脸喜色。
“他读小学就是年级前三，小学六年级还拿

过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三等奖。高中又
是在湖州中学。”母亲郭彩芝谈起儿子的学

习，话匣子就打开了。“高考成绩出来时，我
问他要报什么学校？他说金融类。我说还是

稳一点吧。结果他上了厦门大学考古专业。
后来直接硕博连读，毕业后在海南省博物

馆从事考古工作，现为博物馆副研究员。”
郭彩芝笑言。

走出山沟就职海外名校
杨寅自豪地说，村里另有张全

达、沈超、李小林等博士，加上郑连宝、
张思聪在读博士，村里共有 9名博士以

及博士后，这在县里可是很少见的。

村里的博士生，除了在国内的，还有
的是在国外工作。30岁出头的张全达就是

其中之一，现就职于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是经
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2015至 2018年，张

全达又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攻
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获博士全额奖

学金、教学成果奖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
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张全达很低

调：从山沟里一路读书，考大学时没有考

好，又不甘心，所以才继续努力。求学之路，
不是一帆风顺。

陈佳林一直很仰望张全达。“我们是同
一个组，自然为他的成功高兴。”

“陈佳林初中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
高中又是在德清高级中学，考大学更是当

年的理科状元。他读书很轻松，要考试了也
不怎么复习。2005年，高考考了 666分。”陈

如国对儿子的高考成绩记忆犹新，“他本想
报上海复旦大学的，但被浙江大学抢先招

走了，上的是竺可桢学院，毕业后直接硕博
连读，然后到澳大利亚读博士后。”

良师扎根农村启蒙教育
一个村庄怎么出了那么多博士及博士

后？双燕村是由白燕和凤燕两个村合并而

成，村里老辈多为绍兴人，他们勤劳吃苦的
精神世代相传。村内最传奇、至今为人津津

乐道的是，1934年，著名书画家陆俨少在福

庆寺侧置地造屋，隐居山林、潜心学养，后
与书法家费新我合作完成国画《上柏山居

图》的传奇故事。
“这里家风很好，孩子都爱读书。”村党

总支部书记谢民笑着介绍，这里只有四五
户人家，后来扩大到 31户，大都以陆、费为

榜样，教育子女，笔不离手。
“高考恢复后，村民对子女的成长更关

心，孩子们放学回家，家长对教育都亲力亲

为。”谢民表示，村里之所以走出的博士多，

也与村级小学就有敬业的好老师密不可
分。如目前已经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喻才

根老师，40多年来，先后在白燕小学、凤燕
小学、上柏中心小学任教，是一名既严厉又

慈爱的老师，也是德清县首届“农村长期任
教”奉献奖获得者，为这里的孩子打开了良

好的启蒙教育之路。

眼下，村里结合双休日，利用幸福邻里
中心，邀请教师集中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也

时有所见。谢民透露，今年，村里还成立了
“燕博工作室”启梦服务队，邀请回乡省亲

的博士等乡贤给孩子们讲课。接下来，还将
联合乡贤共同设立奖项，出资奖励村里考

上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的孩子。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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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干山脚，湘溪港畔，双燕村位于浙江德清县，自恢复国家高考
制度以来，这个村走出大中专毕业生 520多人，其中考取硕士 65人，
博士以及博士后 9 人，在这个只有 2100 多人口的村庄，这可谓是
一个奇迹了。一个村庄出了那么多博士，究竟有什么教育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