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味渐

渐在农村大街小巷中弥漫开

来。近日，湖州市南浔区善琏

镇窑里村的村民一起制作传

统年糕，伴随着木槌与石臼碰

撞的击打声，显得分外热闹。

据了解，每到农历年底，当地

村民都有打年糕、吃年糕的习

惯，寓意生活“步步高”。

沈勇强摄影报道

打年糕
迎新春

南浔

22
辑版编辑/凌 晖 计觉设计/英建英2022年2月25日/星期二 编辑邮箱:xmcsj@xmwb.com.cn

“我们家的户口变更怎么处理啊？”

“年底的股权分红是打到哪个账户上

呀？”……十里铺村，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南城街道下辖的一个村，村部一楼一间几

十平方米的房间，成了过去一年村里最

“热闹”的地方，村民遇到解决不了的大小

事，都往这里跑。2020年11月，融合了党

建群建、事务办理、文化休闲、亲子活动等

功能于一体的十里铺村“民情驿站”开门

迎客，开启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新尝

试，打通了惠民便民的“最后一公里”。

为了让群众随时可以找到人，“民情

驿站”特地面向社会招聘了一名专职村务

工作者，全天坐班。同时，村主职干部日

日到岗，村两委班子无休轮班，常态化接

访群众，其他干部“5+2”轮班。同时，村部

还申领了村属微信和村公众号，建立线上

沟通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得知最新

动态，还指派专人负责沟通，接待来访。

“最先接待的工作人员为第一负责

人，比较简单的事情能当场解决就当场

解决；复杂一些的会在7个工作日内回

复群众，如遇特殊情况，会适当延长至15

个工作日。”十里铺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汪立新说，“民情驿站”实行专人办

公、专人负责，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居民诉

求，迅速流转，省却了派单流程，减少了等

待时间，整个过程实行扁平化管理，更为

直接高效。

“健康码”怎么申请、“银行柜台”进

村、安全隐患排查检修……“民情驿站”设

立一年多来，推行“谁登记、谁受理、谁办

结、谁反馈”一条龙服务举措，大大提高了

办事效率，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咨询、帮扶

达95%以上，畅通了民情诉求和便民服务

的双向互动快速通道。

零距离办实事，驿站便有了温度。驿

站内设立的“党员一杯茶”专角，是村干部

接待群众来访、收集民情的先锋岗，村民

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都可以过

来坐一会，喝一杯茶，聊一聊。“一杯茶”，

解决了不少村里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了村

干部和群众的“连心桥”。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驿站政务

服务的规范化，优化政务服务能力，提高

服务质量，充分利用‘民情驿站’这一服务

平台，让政令上传下达，把惠民便民做到

实处。”汪立新说。而据了解，“民情驿站”

今年将在南城街道全面铺开。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马鹏鸥 陈丽娜

打通惠民便民“最后一公里”
台州黄岩“民情驿站”题解基层治理难题

作为苏州城市生活服务总入

口，“苏周到”已成为苏州市民生

活的“好帮手”。近日，苏州市政

府召开“苏周到”新功能上线新闻

发布会，新增六大新功能，包括智

慧人社、体检报告、检验报告、献

血服务、成人预防接种查询以及

自助挪车等，涵盖人社、健康、出

行等多个领域。

“一年来，‘苏周到’下载量

1140万次、服务总调用达3.9亿

次、‘一码通’累计亮码1740万

次。”会上，苏州市副市长杨知评

回顾了“苏周到”的运行情况。这

款应用程序于2020年11月21日

上线，致力于打造智能高效的便

民服务平台，让市民办事少跑腿、

信息数据多跑路，把政务服务柜

台、公共服务窗口搬到市民指尖

上。目前，已经实现了50多项服

务市域全覆盖，服务范围涵盖苏

州十个县级市（区）。

会上，苏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局

长顾建明介绍“苏周到”2022年上

线计划：与江苏政务服务网用户体

系对接，实现用户互认、事项通办；

上线公积金外地账户转入等市民

关注的高频服务；推出停车泊位动

态信息，上线客运购票、公交失物

招领等服务；实现大市范围二级、三级医院体检

报告等数据向个人归集，加快医疗卫生数据共享

开放；推出全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功能，实

现新生入学“一件事”在“苏周到”一键办理。

自运行以来，“苏周到”累计对接38个办事

部门、346个业务系统、上线350个服务事项、对

接江苏政务服务网办事指南3797项；相继上线

苏康码、14天行程、新冠病毒疫苗单位预约登

记、核酸检测结果查询等功能。此外，还与央

行数字人民币研究所合作，促成数字人民币与

“一码通”工程“强强联合”，创新推出“苏周到”

支付功能。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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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捞出2450公斤大黄鱼是喜是忧

“捕鱼已经28年，第一次捕到那么多那
么大的野生黄鱼。”日前，宁波象山浙象渔
31088船“船老大”林海平和伙伴们一起，在
东海165海区，一网捕获2450公斤大黄鱼。
他自己预估可卖三四百万元，想不到后来高
达957万元，这一网大黄鱼也引发各界对于
生态环境和资源修复的关注与热议。

越冬期应有捕量控制

“这个消息让人既喜又忧。”浙江海洋

大学党委书记、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修复

工程首席专家严小军表示，喜的是，这表明

经过多年的努力，东海的海洋生态、渔业资

源正在恢复中；忧的是，在没有对野生大黄

鱼的恢复状况作出科学研判之前，捕捞强度

不应过大。

严小军介绍，浙江海洋大学在舟山东

极列岛设有大黄鱼野化驯养基地，已连续

两年都在冬季时刻且基本在同一渔区，采

捕到吨级规模的大黄鱼，这一海区很可能

已成为一个大黄鱼的越冬场。现在伏季休

渔更多是产卵季节的保护、幼鱼期保护，但

对越冬期没有保护，应该有一个可采捕量

的控制。

年过七旬的余匡军，从浙江省海洋与渔

业局退休后，正在编制《浙江通志 ·渔业志》，

对舟山大黄鱼资源的修复他特别关注。

“1969年，我刚参加工作，就参与了东海渔

业资源的调查，可以说是目睹

了舟山大黄鱼的兴衰。”讲起上

世纪70年代的围捕，他仍记

忆犹新：在大黄鱼越冬场，一开

始是几对船捕捞，后来是几百

对，最多时是超过2000对，把大黄鱼的亲鱼

都捕光了。

“鱼汛信息是传得很快的。相比以前，

现在通信更发达了，捕捞技术更先进了，舟

山大黄鱼旺发的消息一传开，高强度捕捞是

不可避免的。”余匡军说，目前象山捕上来的

大黄鱼，都是500克至1000克的大黄鱼亲

鱼，这对资源恢复不利。

“在如今没有摸清大黄鱼家底的情况

下，高强度捕捞不可取，如果一拥而上，大黄

鱼越冬场又将面临被‘一锅端’的危险。”浙

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与生态研究

室副主任蒋日进直言，“我们正在想办法拿

到此次象山船捕获的165海区的大黄鱼标

本，通过实验进一步搞清来龙去脉，摸清资

源恢复情况。”

专家建议实行限额捕捞

今年1月，舟山绿色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方成曾去考察嵊泗海上黄鱼养殖

情况，沿途亲眼目睹海上100多艘游艇正在

垂钓大黄鱼等鱼类；他说，部分经营者追逐

利益，长时间高频次出海，每日捕捞上百公

斤，大多是可产卵的亲鱼，对大黄鱼种群数

量恢复极为不利，如果不及时制止，多年来

资源养护成果将受到影响。

实行限额制、配额制捕捞，是众多专家

的共同呼声。首先要实施限额捕捞，制定全

周期整体性自然资源保护整体架构。将大

黄鱼增殖放流新技术、“鱼巢构建”新方法、

越冬场确定与可持续开发都纳入其中，进行

综合系统研究，确定大黄鱼产卵区和越冬保

护区。其次，建议制订大黄鱼保护法。比

如：目前舟山首部地方立法——《舟山市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正进行新一

轮修正，将对特别保护区内的捕捞、海钓作

出明确规定。此外，还要以国家公园为载

体，高标准建设海洋生物多样性栖息地。

拟在舟山建立海洋类国家公园，通过以国

家公园为载体将舟山海洋生态最重要、海

洋自然景观最独特、海洋自然遗产最精华

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保护起

来，做好国家一级重点野生动物中华鲟和

野生大小黄鱼、带鱼、鲷类、石斑鱼类等水

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同时禁止天然渔业资

源的生产性捕捞，停止发放天然鱼类捕捞许

可证。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林上军 徐祝君

吁家呼吁：制捞强度要合理控制

■ 捕泗深海大黄鱼趁夜起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