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吴振浩
通讯员 倪聪耕 郑凯欣

■记 者 冯思家
通讯员 陶 杭

■记者 吴振浩

YAOWEN

C2
2020年 11月5日 星期四 电话/85018195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殳璐妍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 真

要闻 平湖版

本报讯 建设美丽城镇要
着力完善“十个一”标配，打造一
条串珠成链的生态绿道便是其
中之一。近年来，新仓镇在大力
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做好民生
文章，把绿道建设作为载体之
一，形成城镇、乡村美丽风景线，
装扮了百姓幸福生活。

新仓镇水网密布，盐船河、
放港河等多条河流贯穿而过，是
典型的江南水乡地貌，百姓逐水
而居，民居依水而筑。如何把得
天独厚的河道资源与绿道建设
充分结合，为百姓生活带来看得

见的美丽，新仓人有着自己的盘
算。“自2015年起，我们就开始在
新仓镇范围内的市镇两级河道
旁陆续落实绿道建设，每年都在
拓展。截至去年年底，全镇已累
计建有绿道 31.9公里，今年还计
划新增绿道 10公里左右。”平湖
芦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项
目部副经理顾利健介绍说，经过
多年来的努力，原本各自“独立”
的绿道段终于连点成面，形成了
一张绿道网，并逐步完善沿线的
绿化、休闲娱乐设施。

“很多绿道都建在百姓的
房前屋后，我们同步落实拆违
工作，整治‘脏、乱、差’现象，同
时配套落实休闲广场、桥梁修

建、河道治理等工作，提高百姓
生活品质。”顾利健说，新仓镇
以绿道建设作为工作的一个抓
手，与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
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建设出
一批批颜值与功能并存的精品
绿道，让百姓们切切实实感受
到家门口的品质生活。“原本只
有在城里才能看到的绿道，现
在我们乡下也有了，不但建得
漂亮，环境也跟着变好了。以
前，我们房子周围都是杂草地、
小竹林，有的村民还要在里面
养几只鸡鸭，一到夏天，蚊子
多、味道臭。现在好了，绿道在
屋后这么一建，环境得到了改
善 ，大 家 也 有 个 休 息 的 好 地

方。”每当新仓镇三叉河村村民
俞美林谈起自己家附近的新港
河 绿 道 时 ，脸 上 总 挂 满 了 喜
悦。一条条美丽的绿道，逐渐
成为了附近村民茶余饭后休憩
的好去处，每到傍晚，村民们三
三两两在绿道上休闲散步，健
身锻炼，其乐融融。

除了环河绿道外，新仓镇
还打造了休闲观光骑行绿道，
并与镇里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形
成联动，与沿途的花带、凉亭、

水果采摘园等景点相映成趣，
同时也串联起了丰富的自然和
人文资源。通过绿道建设，与
广陈镇、独山港镇、金山廊下串
联贯通，为新仓镇乡村旅游的
发展打通了地域界限，全面推
进了全域旅游和各项产业融
合。“我们还计划从明年开始，
对已建成的部分绿道进行提升
改造，沿线新增一些公共厕所、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灯光照明
等。”顾利健说。

本报讯 日前，《平湖市放
心消费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2020-2022年）》正式印发，《方
案》从工作的指导思想、创建目
标、组织机构、创建措施、实施步
骤等方面，构建起了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的整体框架，这也标志着
我市放心消费城市全域创建工
作正式启动。

“省级放心消费城市的创
建，就是要以放心消费单位‘量
变’催化消费环境‘质变’，实现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全域覆盖，使
放心消费成为社会新常态，使放

心消费单位成为社会文明的‘重
要窗口’。”据市市场监管局消
保科科长丁永华介绍，其实早在
2017年，我市就启动了“放心消
费在平湖”行动，积极引导和带
动全市经营者主动参与到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创建行动中来，为
全域创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方案》中明确，今后三年，为
确保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我市将
紧盯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全域覆
盖、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明显提
高、消费品和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消费安全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消
费纠纷解决渠道全程畅通五大目
标，重点开展电商、通信、快递、旅
游、教育等16个行业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深化无理由退货承诺履
行，强化创建对象过程性动态监
督指导，实现食品和产品质量源
头管控，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最大限度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提升消费者消费幸福指
数。到2022年，在全市实现“678”
目标，即与消费密切相关的企业
和市场主体创建率达到60%以上
（其中无理由退货单位占符合无
理由退货条件的放心消费单位总
数的70%以上），行业创建率达到
70%以上，镇街道、村社区创建率
达到80%以上。

“开展放心消费全领域创
建，我们在原有的市场、商店、网
店、餐饮、药店等基础上，今年将

放心消费单位建设向旅游、快
递、教育培训、网吧、营业厅等新
业态延伸，完善放心消费主体的
丰富性、包容性，让放心消费理
念融入各行各业，放心消费工作
涵盖整个消费市场。”丁永华说，
目前用于全市放心消费单位“全
流程”宣传引导、教育培训、培育
指导、监督评价和长效管理的第
三方培育服务指导项目已完成
招标，提前超额完成4452家放心
消费培育单位数据采集和录入，
是去年同期的 10 倍。而在这
4452家新培育的放心消费单位
中，放心工厂有346家、无理由退
货承诺单位1166家，放心消费商
圈有 2个，放心消费村（社区）8

个，达到省年度创建目标任务数
的212%，位列嘉兴市第二。

在推进全域创建的同时，我
市强化执法，先后开展“两节”

“亮剑 2020”“防疫物资质量”等
一系列消费领域安全整治行动，
积极推进“诉转案”工作，形成
科、队、所协同作战的工作格
局。今年以来，共查办各类案件
206件，罚没款 444.5万元，切实
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了
消费环境。

以放心消费单位“量变”催化消费环境“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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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绿道 奔向小康生活

新仓打造串珠成链的生态绿道

本报讯 为了客观评价我市各镇街道医保经
办部门对高频医保事项承接办理情况，近日，市医
保局抽调骨干力量，对全市各镇街道医保经办窗口
经办能力及行风建设情况进行了一次体验式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医保经办综合服务体验和经办
专业能力评价等共 19个指标，从办事人角度，对
医保事项办理流程、速度和准确度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评价。检查结果显示，我市各镇街道医保经
办机构基本都实现了对医保 17个“就近办”事项
的全部受理工作，当场办结即办事项，初步受理医
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等承诺事项，准确熟练解
答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全面承接市医保局下
放的所有高频民生事项。同时，做到了暖心服务，
注意服务态度，注重语气语调，讲求沟通交流的方
式方法，让群众有种回家的温暖感。做到让群众
成为医保业务的“回头客”，让群众愿意就近办、属
地办，全面发挥好镇街道医保经办窗口作为市、
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作用。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认真分析汇总此次行风检
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提高群
众对医保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市为医保经办机构
“体检”

我市犬类办证
享“ 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 近日，在钟埭街道西林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门口看到，不少居民抱着爱犬
前来咨询办证，为自己的爱犬办上一张“身份证”。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文明养犬宣传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文明养犬的重要性和
饲养犬只的相关规定，我市养犬管理中心走入百
姓，走进社区，提供“文明养犬“一站式办理”服
务。“这样办证又快又省力，对我们养狗人士来说
真的方便多了。”西林寺社区居民沈女士说。据
悉，整个办证过程中做到了“即时办理、即时审
核”，从犬只免疫到犬证年审、准养登记许可，前后
花费不到10分钟，这也让养犬者办理养犬准养登
记更为方便。

截至目前，平湖市养犬管理中心已完成“一站式”
免疫办证年审进社区服务，在市区重点管理区27个
村社区完成服务全覆盖，服务期间共新办犬证122
张，办理年审685件，服务期间年审量提升了73%。

■记者 金睿敏

本报讯 近日，2020红点品牌与传达设计大
奖公布，市农合联提供的“金平湖”芦笋系列包装
榜上有名。据悉，该奖项由德国著名设计协会创
立，此次，我市“金平湖”芦笋系列包装榜上有名，
标志着“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逐渐
提升、创新力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推广使用“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自该品牌2017年11月成功亮相黄浦江畔以
来，我市先后出台了《平湖市“金平湖”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集体商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金平
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实施方案》《“金平
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包
装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并在商标注册、
商标许可、标准制定、包装设计、包装制作、包装使
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联动等方面共同发力，进
一步增加了金平湖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全
面推动了品牌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成效显著。截
至目前，“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商标
许可使用单位有32家，共涉及33类产品和3类服
务，形成了独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上海、杭州
等市场的认同。

此外，“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还被评
为2019年浙江农业品牌（区域公用品牌），成为嘉
兴市唯一获评的区域公用品牌。

农产品打响“金平湖”品牌
■记者 胡佳英 通讯员 王晓林

本报讯 近日，省发展改革
委、省生态环境厅、省经信厅等9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办法》，要
求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目前，我市大
部分农贸市场和便民交易点都
已在使用可降解塑料袋。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南
市菜场时发现，固定经营户都在
使用安全可降解的“放心袋”，而
自产自销经营户依旧存在塑料
袋“混用”的情况。在安全袋中

加入了可分解的材料，所以放心
袋不像超薄塑料袋那样透明，并
且有一种磨砂的质感，因而可以
清晰地分辨出来。经营水产生
意的宋宝根告诉记者，他们摊位
每天要用掉 600 只左右的放心
袋。“放心袋的价格要稍微高一
点，但是统一使用之后消费者对
此认同度更加高，也能对保护环
境出一份力。”宋宝根说。

事实上，早在 2017年年底，
南市菜场就开始逐步试用可降
解的放心袋了。“刚开始推行
时，因为成本增加了，不少商户
都不太认可。”南市菜场经理王

之跃说，通过这些年的宣传教
育，不少商户都认识到了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使用
放心袋。此外，王之跃还透露，
他们现在正在推动解决放心袋
成本较高的问题。“我们找了两
家企业来生产放心袋，让他们
通过相互竞争来提高放心袋的
质量，控制放心袋的成本。”王
之跃说，除了给商家使用放心
袋外，他们也鼓励顾客自带环
保袋，同时也提供竹篮子和编
织袋供顾客选择。

为了响应“限塑令”，2018年
起，我市的北门、南市、南门、三

号桥4家省级放心农贸市场率先
开始推行、使用统一的可降解放
心袋。目前，这 4家农贸市场固
定经营户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均
达到100%。去年年底，我市又在
全市所有农贸市场推广使用可
降解塑料袋，并将是否使用可降
解塑料袋纳入每个月的第三方
考核测评。“接下去，我们将进一
步强化监督考核，对检查中发现
有违规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的
行为给予通报和查处。”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市场科科长马慧兰
说，各个市场也要强化日常管
理，把限塑令的执行情况纳入到

对市场员工和市场经营户的双
重考核机制中。

根据此次浙江省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实施办法》，到2022年底，全省县
城以上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
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
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
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到2023年底，上述区域的集
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到2025年底，实施范围覆盖
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的
集贸市场。

“限塑令”升级 农贸市场先行
■记者 林旭东

近日，在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沙培
大棚内，种植的西瓜已经成熟。据了解，依托现代
化农业设施和沙培种植技术，该公司种植的西瓜
一年可采两茬，且由于沙质土壤的土质疏松，有利
于根系生长，营养吸收更加丰富，同时病虫害也相
对较少。 ■摄影 王 强 倪颖 钱雪平

昨天，在曹桥街道九里亭村一果蔬种
植基地，一辆小型遥控轨道运输车穿梭在
各个大棚之间。该基地根据实际需要，在
大棚内铺设了轨道，用一辆最大载重可达
600斤的小型运输车进行装苗、收菜等工
作，降低工人的工作负荷，提升运输效率。

■摄影 王 强 倪春军 凌真烈

田间“小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