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潘晴 杨怡

本报讯 根据省

气象台9月1日15时发

布消息，今年第11号台

风“海葵”正逐渐向台

湾沿海靠近，强度逐渐

加强。省防汛防旱指

挥部于 8 月 31 日 18 时

30 分调整防台风应急

响应为Ⅳ级。省渔业

应急处置指挥中心于8

月 31 日 10 时启动渔业

防台Ⅳ级应急响应，要

求全省所有海上作业

渔船于9月1日16时前

到港避风。

8 月 31 日，省农业

农村厅紧急下发《关于

做好台风“海葵”防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各地

全面压实工作责任，提

早安排部署，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切实落实防

台措施，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

生产安全。加强统筹

协调和指挥调度，确保

农业农村防台救灾工

作组织领导、人员力量

和工作措施全面到位，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通知》指出，要督

促渔船全部回港或在

安全水域避风，台风警

报解除前，严禁渔船提

早出海；督促做好农家

乐隐患排查整改和游

客转移安置工作，防止

擅自返回；加强农作物

田间管理，及时抢收成

熟的水果、蔬菜等，协

调冷库设施用于储存

保鲜；做好田间积水排

除准备，抓好病虫害监测预报，防止褐飞虱和

白叶枯病危害；组织抓好国有农场山塘水库、

危旧房和在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加强畜

禽圈舍、大棚设施、农机库房、种子饲料仓库

等设施管护加固，指导农户视情对设施大棚

采取割膜或破膜措施，确保大棚骨架安全。

《通知》强调，各地要做好防台救灾队伍

准备，落实好种子、肥料、农药、排水泵、挖掘

机等救灾物资，提早制定恢复生产方案，灾后

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因地

制宜落实生产恢复措施，及时协调保险机构

尽快开展定损、理赔，努力把灾害损失减少到

最低。

截至9月1日15时30分，全省15412艘渔

船均已在港避风（本次台风撤离渔船 4546

艘），632艘休闲渔船已全部在港停业，海上渔

排养殖人员3571人已全部撤离上岸。省农业

农村厅将坚决贯彻省防指指挥长1号令指示，

加密预警调度频次，强化船只动态监控，加强

港区巡查管理，严防渔船走锚碰撞、私自出

海，落实全省渔政执法船艇全天候备勤，做好

应急救援准备。

□本报记者 杨怡

走进宁海县桑洲镇南岭村，砖石垒起的

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梯田间格桑花正

在怒放，各具特色的民宿点缀其中。“村里能

有如此这般生机勃勃的景象，离不开‘36条’

对基层治理的助力。”南岭村党支部书记章

正辉说。

2014年，宁海在全国首创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36条”；2018年，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样

本，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

近10年间，这项旨在规范村干部权利的

制度，不仅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也成为村

干部干事创业的“护身符”。许多村干部坦

言：办事审批都有据可依，流言蜚语自然就

少了。

曾任宁海县越溪乡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的陈家龙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大陈是个小

村，村民间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陈家龙

告诉记者，那时候，村里启动排屋围栏工

程，需要购买近 30 万元的物资，听到消息

后，不少人来到他家“打听消息”。当时，陈

家龙二话没说便拿出“36 条”告诉他们，

“喏，看看，这些物资采购都是有流程的，找

我啊，没用！”

在陈家龙的眼里，“36条”就是个宝，村

干部办事有章可循，村民监督也有据可查。

“骂声和埋怨少了，作为村干部只要用心做

好村民的服务员就够了。”陈家龙感慨道。

在宁海，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已

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宁海县制度创新的步伐却从

未停止。该县于2018年探索推出“线上+线

下”全方位全周期监管体系，上线村级小微

权力“36条”智慧运行系统；2021年，以数字

化改革为契机，相继上线村级小微权力“36

条”多跨场景应用和“监督一点通”服务平

台；2022年，参与制定的《村务管理》3项国家

标准正式发布实施，“36条”经验上升为国家

标准；同年，根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出台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负

面清单。

据宁海县农业农村局的焦小波介绍，该

负面清单围绕村务决策不规范、村级财务管

理不规范等8个方面，精细化列出了53个轻

微违纪及违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处置建

议，为每一种负面行为提供执纪标准，为村

干部“量身定制”了用权界限，也为乡镇（街

道）规范处置违规行为提供了依据。

“之前对违反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

轻微违规问题的处置依据不够完善，对于基

层纪检监察部门而言，很难精准把握执纪标

准。”宁海县长街镇纪委书记陈健表示，负面

清单出台后，对如何进行问题处置一目了

然，使执纪更加规范、精细。

在迭代完善“36条”制度的同时，宁海县

还于2021年启动“36条”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3年内完成创建50个示范村，达标村占全县

村庄总数（共有 332 个行政村）的 80%。目

前，全县已创建示范村38个、达标村68个。

然而，对于这些创建成功的村来说，危

机感始终存在。“即使本次考核获评示范村，

若下一次考核验收未能达标便会摘牌。”焦

小波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对于未达标村，涉

农资金项目实行“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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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才振兴进阶之路，
该怎么走 >>2

早 熟 文 旦早 熟 文 旦
抢抢““鲜鲜””上市上市

8 月 30 日，在玉环市

清港楚北塘文旦基地里，

果农许招生和小工正在

采摘早熟文旦(玉环柚)，

然后以每公斤 13 元的价

格卖给客商。近年来，玉

环市农业科技人员通过

择优嫁接等方式，选育推

广早熟文旦品种，提高农

户收益。今年早熟文旦

投产面积近 200 亩，产量

约400吨。

吴达夫 摄

宁海迭代创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殊途同归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俞廷尚 李军 张雅萌

在“浙西门户”常山县的县城东北方向，

有一个典型的山区乡镇——新昌乡，达塘

村、郭塘村就位于新昌乡的西部，相距仅3.5

公里，车程约8分钟。

这两个小山村地缘相近，既无良好的区

位条件，也无独特的资源优势，但却在“千万

工程”指引下，一步步打破发展瓶颈，从“落

后村”逆袭成了“明星村”。

今年49岁的陈重良是达塘村党支部书

记，41岁的张荣则担任郭塘村党支部书记，

他们既是热忱有爱的乡贤，又是互相取经的

师徒。作为良师，陈重良人生阅历丰富，做

事沉稳老练；而身为徒弟，张荣为人勤奋好

学，更显蓬勃朝气。

自上任以来，这两位亦师亦友的村支

书并肩战斗，用不同的发展理念、经营路

径、治理方式来振兴乡村，最终殊途同归，

让家乡破茧成碟。

先富“脑袋”，还是先富“口袋”——
用心打赢翻身仗

8 月 6 日深夜，两盘蚊香燃起豆点大的

火星。在达塘村“申山乡宿”的会客厅内，记

者有幸和陈重良围桌而坐，共话发展。

“2017年1月，我正式竞选为达塘村党支

部书记。那时，村里基础条件差，连一盏路

灯都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很多

村民对落后习以为常，不少村干部失去了干

事的激情。”回忆起 6 年前走马上任时的点

滴，陈重良的手掌不时向下按着实木桌子，

心情激荡。

接手的是“烂摊子”，该如何破局？彼时

的陈重良，刚圆了“书记梦”，心里正憋着一

股劲，想要彻底改变达塘村的落后面貌。

“乡村要振兴，最怕的就是精神萎顿！”

陈重良说，他当时下定决心，要首先振兴思

想，让大伙儿的“脑袋”先富起来。

一次机缘巧合，陈重良受鲁迅先生在

“三味书屋”课桌上刻“早”字的启发，概括提

炼出指引达塘村发展的“早上好”奋斗精神

——天天早起、事事争先、人人追梦、年年攀

升。

“人要学会呐喊，将内心的精气神喊出

来！”陈重良说，从此，“早上好”便成为了他

的口头禅。无论何时何地，他逢人便喊“早

上好”，从一开始被当成“显眼包”嘲笑，到逐

渐被认可，再到村干部、村民跟着一起喊。

由此，“早上好”便在达塘村叫开了，精气神

也随之而来。

光喊绝不够，陈重良带着村“两委”班子

成员每天清晨6点就开展全员驻村服务，让

村民们见识了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的全新

作风。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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