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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交电费事情
变“大”了
会影响信用

自今年 1 月起，最近 12 个
月内，两次以上未按时缴纳电
费及违约用电的用户信息将
纳入“浙江信用信息辅助系
统”。拖欠电费、窃电等行为
将与企业、个人的信用记录挂
钩，作为各商业银行信贷决策
的一个参考依据。

□记者 秦艳华

本报讯 7 日，记者获悉，最近几

年，我市全面做好平安农机工作，并于

日前成功跻身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行

列，为我市增添了一张农字号“金名

片”。

最近几天，种粮大户李维哲一有

空便埋头扎进农场，摆弄保养各类农

机。只见在宽敞的农场内，一台台形

状各异的烘干机、拖拉机、植保机、插

秧机、收割机、旋耕机等农机有序摆

放。“与传统种粮相比，用上现代农机

后，轻松省力多了。”他说，如今种粮不

仅比技术更比拼装备，“机器换人”后

采用合理、适用、系列的装备，才能使

种粮实现效益最大化。

像李维哲一样，市荣统农机专业

合作社社员对于“机器换人”带来的好

处也感同身受。自 2012 年合作社成

立发展至今，流转土地面积、农机保有

量逐年增加，社员通过抱团发展，资源

共享，效益逐年提高。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完善，强农

惠农政策的陆续出台，全面催生农机

拥有量逐年增加，让种粮大户、合作社

社员切身感受到了“机器换人”带来的

好处。目前，我市种粮大户基本实现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截至去年底，

全市农机总动力 35.6 万千瓦，农机购

置总额达 1274.85 万元，受益农户 381

户。去年共发放水稻机插、油菜机收、

粮食机收、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等作

业补贴资金 320.852 万元，涉及 33 个

农机（技）服务组织（或机手）。

近年来，我市围绕创建全国平安农

机示范市工作目标，拓宽平安农机创建

理念，提出了农机运行平安、推广平安、

生态平安、农机队伍平安“四位一体”的

创建工作思路，建立了“政府负责，农机

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创建工作

机制。全年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整治，结

合“春运”“打非治违”“安全生产月”等

活动，对上道路拖拉机、外省籍拖拉机

安全专项整治和农机行业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治理；利用公安驻农机联络室平

台，开展上路执法检查，纠正各类违章

行为；开展农机安全技术培训，加强培

育农机专业合作社，构建平安农机网格

化管理新格局。

去年，我市在创建省级平安农机示

范镇6个、省级平安农机示范村5个、市

级以上平安农机示范村 126 个的基础

上，江南街道、唐先镇、舟山镇、石柱镇，

以及60多个村又成功创建了省级平安

农机示范镇、示范村，预计发放农机创

建以奖代补资金80多万元。

据悉，近两年，我市农林领域发展

成效明显，除了成功创建全国平安农

机示范市外，还曾先后获得省级森林

城市、省防控重大疫情指挥部办公室

优秀县市，方岩景区白花泡桐获得浙

江十大名木称号、铜山岭钱王古道被

评为浙江最美森林古道等殊荣，为我

市农林增效、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活力，

全面助推了“两美”永康建设。

农林领域近年来发展成效明显

我市获评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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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二村
古民居印象

都说建筑是立体的诗。
舟山镇舟山二村 50 多幢古民
居群落，活脱就是一部立体的
《漱玉词》。

舟山古民居多系公祠，落
成于民国初年，文物价值较高
的黄印若、黄传灌两幢公祠，
是这类民居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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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致歉
是一种担当
是一种情怀

鞠躬致歉，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在向人民表态，是一种自
信的表现。致歉是把问题说出
来，是对人民的坦诚。敢于把
问题说出来，是因为想解决问
题或已经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
备。

猴元素
产品热销

7 日，记者在永康建行

举办的 2016 贵金属品鉴会

上看到，各类以猴元素为主

题的贵金属产品已成为收

藏投资者热捧的对象。各

式各样的猴年金银钞、金银

条、金币银章和小猴挂坠造

型独特、做工精致，选择余

地较大。

记者 林群心 摄
.............................农行视角农行视角

□记者 陈晓苏

本报讯“农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具有承载作用，虽然产业占比不

高 ，但 我 们 坚 持 农 业 基 础 地 位 不 动

摇。”为此，市长金政新年首个调研活

动的主题就是“三农”。8 日，他在唐

先镇调研时强调，我市要以“美村富

民”为目标，大力提升“三农”工作水

平，把绿色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努力

打造好美丽乡村升级版，让农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

在白莲塘村，一株古樟见证了“老

村新变”。短短几个月时间，党员干部

带头，村民齐心协力整治脏乱差，全村

800 多人还自发捐款 100 多万元，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在上洋山区块，一堆

瓦砾期待着工业功能分区的“华丽转

身”。借力“三改一拆”，这片逾 3 万平

方米的低效厂房有望与周边区域整体

开发，彻底告别“低小散”的过去。而太

平新村一带，冬日残荷亦别有风味，现

已在建的绿道，未来就是湿地美景扩容

后的纽带，维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

唐先有十里葡萄长廊、百壑仙姜

产地，有千亩荷花湿地、万亩葡萄基

地，随处可见风景。唐先还有葡萄节、

红糖节、油菜花节、葵花节⋯⋯一个个

和“唐八鲜”相关的节庆活动在“农业

大镇”实现季节和空间全布局，也让传

统农业日渐向现代农业转型。今年，

该镇还要以农业综合开发、生态湿地

公园等项目为载体，打好农业、文化和

旅游三张牌，打造美丽唐先、道德唐

先、法治唐先。

“这条路走得对！唐先有基础、有

优势做生态经济、美丽经济的先行者。”

金政肯定该镇发展思路清晰、定位准

确、操作性强，希望该镇从谋发展、优生

态、抓美丽、正民风着手，在生产、生活

和生态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盘活所有资

源，树起发展典范，全力助推全市“三

农”工作水平的提升；也要因地制宜加

强规划，突出地域特色和视觉美感，提

高村民生活品质的同时，提升乡村发展

竞争力，让生态经济、美丽经济在丽州

大地上风生水起。

金政指出，谋发展就是在扶优扶强

扶大现有工业企业的同时，将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与年度开发项目相融，与

历史文化挖掘、传承和保护相融，大力

发展生态、精品、现代农业；优生态就是

要在保持现有生态水平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提质，实现“一江清水送下游”；抓

美丽就是要谋划更多好项目，持续以深

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改变乡容

村貌，深化产业内涵；正民风就是要以

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抓住干部队伍建设

这个“牛鼻子”，让党员干部成为干事创

业的带头人，做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领

先者，凝聚民心，为发展生态经济、美丽

经济贡献不竭动力。

金政在唐先镇调研时强调

以美村富民为目标 全力提升三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