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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见习记者 牧原

本报讯 日前，市交通运输部门在联合检查
过程中，发现我市一运输公司存在 3辆运输车辆
无GPS动态轨迹的情况，对此他们马上叫停了该
企业。直到整改完成后，才允许公司再运营。

运输车辆，事关道路交通安全。在常态化检
查过程中，市交通运输部门既坚持严格执法，对
未完成整改的企业，不得安排涉案车辆从事经营
活动；又注重柔性执法，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我
们在查处这家企业时，实地考察了这家企业的组
织结构、人员安全教育、GPS记录台账等，并全程
指导该企业完成整改。”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工作人员陆叶平说，他们还举一反三，对辖区内
物流园区、化工园区等车辆多、车流量大的运输
高需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运输车辆司机进行了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五不两确
保”等普法宣传。同时，为公司驾驶员讲解了安
全防护用品的使用与规范，加大普法力度，不断
提升道路运输服务型执法效能，落实好安全管理
制度，全力防范遏制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柔相济”
确保运输车安全上路

■记者 杨晨燕

本报讯 稻浪翻腾，谷粒飘
香。眼下，正值晚稻收割的大好
时节，我市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
熟期。这几天，黄灿灿的稻田
里，又响起了隆隆的收割机声，
水稻种植户们抓住晴好天气，满
心欢喜地开镰收割晚稻，确保颗
粒归仓。

来到钟埭街道得稻家庭农
场，只见几个月前还绿油油的稻
田早已披上了新装，饱满的稻穗
低垂着头，把稻秆都压弯了。种
粮大户张良杰今年种了 1600亩
晚稻，囊括了“南粳46”“浙禾香2

号”“秀水 1717”“秀水 519”等 10
多个品种。日前，早熟品种“秀
水 519”已抢先开镰，成为得稻家
庭农场的“模范生”。原来，一般
水稻的生长周期大约为 150天，
而“秀水 519”只需 120天即可成
熟。张良杰告诉记者，由于今年
温度比较适宜，加上管理到位，
每亩水稻的产量较为平均，在
1100斤左右，相比于去年 400斤
至 1600斤的产量，稳定不少，预
计总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能增
长9%。

丰收的喜悦同样弥漫在新
埭镇的建丰农场之上。今年1月
份，种粮大户黄建峰拿到了嘉兴

市第一张优质水稻收入保单。
这张保单，标志着我市正式开启
了商业订单式水稻生产的新模
式，在这个模式下，黄建峰的水
稻种植从“保成本”迈向了“保收
入”。“不愁种子、不愁销路，只管
种地，其他事情都可以放心做

‘甩手掌柜’了！”投保的 6100亩
地的种子有了来源，收入有了保
障，黄建峰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这不，建丰农场内，12台收割机
正开足马力，在田间忙碌作业，
割稻、脱粒、粉碎稻秆、装车一气
呵成，大约 12分钟，一亩稻田的
收割任务就完成了。站在田埂
边，不时可以闻到飘散在空气中

的阵阵清新稻香。
今年，我市共有 15000亩稻

田投保优质水稻收入保单，得稻
家庭农场和建丰农场皆位签约
之列。就拿建丰农场投保的
6100亩来说，投保后每公斤的收
购价格是 1.73元，比一般水稻收
割价 1.3元每斤提高了 0.43元，
按每亩产量1000斤来算，将带来
430元的增收。可以说，这种提
前锁定水稻的收割渠道和价格
的“保险+”模式，实实在在让我

市广大种粮大户吃下了定心丸。
据悉，今年我市晚稻种植面

积在 24 万亩左右，每亩产量相
比于去年也将有所上涨。目前，
全市晚稻已经进入了丰产丰收
的关键期，市农业农村局也提醒
广大种粮户，要根据气候变化和
晚稻成熟度合理调度机械，及时
安排收割，同时要积极开展生产
布局调整，及时完成小麦的播
种，为明年粮食生产开好头、布
好局。

稻香阵阵唱稻香阵阵唱““丰丰””歌歌
我市24万亩晚稻颗粒尽归仓

近日，在广陈镇山塘村，村民家门口的休憩凉亭、长凳等成为一道优美风景。据介绍，
该村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资源，将乡村、文化、旅游等要素叠加利用，方便游客近距离感受
农村风貌，探索庭院经济发展新模式。

■摄影 王 强 李凤超

小庭院
新风景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好了，请收好您的证件。”“实在是
太感谢了，这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近日，
市公安局当湖派出所户籍窗口为河南籍居民郑
女士办理了平湖首张全国范围“跨省通办”临时
身份证。这也是继“长三角区域”临时身份证办
理开通后，公安部门办证效率的又一次提升。

当天下午，在平湖务工的郑女士来到当湖派出
所户籍窗口寻求帮助，希望能尽快补办一张临时身
份证。户籍窗口辅警杨芳芳立即向郑女士介绍了
临时身份证“跨省通办”这一新政策。“因为是首次，
我提前拔打了郑女士户籍地派出所的电话确认办
证事宜，得到对方确认后第一时间为其办理。”杨芳
芳说。不到五分钟，郑女士就拿到了证件。

据当湖派出所户籍民警简秋霞介绍，之前，
临时身份证“跨省通办”政策只局限于“长三角区
域”。11月 10日，浙江省公安厅正式推行临时居
民身份证全国范围“跨省通办”新政。这也意味
着，临时身份证的办理向全国居民开放，来浙访
友务工的平湖新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
这一便民服务。

外省临时身份证
在平皆可办理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安全员熟练操作平
台模块，并指导企业开展风险隐患
自查自纠，督促企业自主排查风险
隐患……日前，市应急管理局结合

“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在辖区
内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我们企业生产包含锻压、
电焊等，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系统

化、规范化地排查安全隐患。”平
湖市远大锻压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安全员曹威权说，在远大
锻压的生产中，特种设备是很重
要的一部分，一旦发生安全问
题，后果不堪设想。而工业企业
安全在线平台能够时刻提醒企
业及时去发现自身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通过对比整改前后生产
变化，清晰显示安全性的提升，
为企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
就像一个警铃，企业根据行业类
别可自行登记生产工艺、生产设
备等。该平台可研判分析出企
业存在的风险点、风险指数，然
后在属地和第三方机构的指导
下，督促企业对自己薄弱环节进
行强化。据介绍，目前我市共有
2964个企业在平台登记，年自查
隐患10万条以上，整改率始终保
持在 95%以上。其中，第三方机

构主要是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机
构，对有限空间、涉爆粉尘、环保
设施、厂中厂、电气焊、船舶修造
等领域进行深入评估和诊断，将
发现的隐患及时录入到该平台
上，并且要求企业整改。

“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
的使用，有助于守牢生产安全，
其中专业人才是平台发挥作用
的关键。“我们组织企业开展‘工
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自查模块

隐患录入等操作方法培训，督促
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的主体责
任。每一名企业安全员都需要
持证上岗。”市应急管理局安全
生产基础科科长顾兢勤说。此
外，市应急管理局还通过制作和
分发生产经营单位“六做到”、

“六必须”、“六务必”小卡片，高
频次地开展应知应会宣传普及
活动，让企业员工了解并掌握重
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安全在线”让企业安全生产时时“在线”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本报讯 “阿婆，以后看到附
近有火情的时候可以直接按这个
按钮，我们会马上过来……”近日，
在新仓镇红光苑小区，新仓镇消防
人员为小区内的孤寡老人送上了
消防四件套，并为他们安装了消防
安全一键报警系统，旨在提高弱势
群体等消防安全意识。

“我们从今年 9月开始为全
镇 93户老年独居户和群租户送

上消防四件套和消防安全一键
报警系统，目前已完成 80多户，
其余的将在本月内全部完成。”
新仓镇消防所副所长张燕中说，
该系统不仅可以手动按键进行
报警，其中包含的烟雾报警器、
可燃气体报警器、电压互感器可
以识别烟雾、可燃气体泄露以及
漏电等情况并进行自动报警，进
一步提升独居老人和群租户的
消防安全意识，为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保驾护航。

近年来，新仓镇把提升人民群

众消防安全放在首位，将提升自身
消防业务水平与开展宣传消防安
全防范齐头并进，做好消防民生
工作，在全镇上下营造了良好的
消防安全氛围。今年，新仓镇除
了为老年独居户和群租户安装消
防四件套、消防安全一键报警系
统外，还整治了10人以上群租房，
对33户群租房屋配备逃生梯。

做好消防宣传，提升居民的
消防安全意识，是推动消防安全
的前提条件。前几天在新仓镇
秦沙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新仓镇专职消防队就为老人们
送上了专门的消防安全知识讲
解，并开展了实地消防演练，手
把手教老人使用消防器材。“今
天参加消防演练我感觉自己收
获很大，尤其是学会了消防器材
的使用，以后遇到火情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能先行处理了。”今
年 71岁的张月飞在消防演练学
习时格外认真。今年以来，新仓
镇对重点单位、村（社区）定期开
展消防演练，累计开展86次。

新仓镇还结合“5·12”防灾

减灾日、“119”宣传月、进博会等
多个重要节点开展消防安全“五
进”工作，向员工、居民普及规范
电动车充电、规范化使用电器设
备的安全重要性等消防安全常
识内容，并引用典型火灾案例，
警示教育群众关注和重视消防
安全，积极引导群众自觉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

新仓多措并举筑牢“防火墙”

共建共享
平安平湖

●平湖市泓铂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以及
“陶春晓”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跨区域执法，
“交界处”变“共建带”

（上接1版）
办理跨区域案件120余起，服务企业530余家次。
助企增效，提升执法温度

在两地现行不同的法律框架内，寻找共同适
用的法律标准是提升两地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自建队以来，联合行政执法队持续推广“首
违不罚+轻微速罚”柔性执法方式，根据三省八地
首违不罚清单，对部分轻微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
罚，截至目前共办理“首违不罚”案件 78起，为市
场主体免予行政处罚23万余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联合行政执法队在
推动“首违不罚+轻微速罚”柔性执法方式的同时，坚
持包容审慎原则，厘清柔性执法与刚性执法边界，主
动开展市场主体“企优信”信用修复专项行动，针对
因行政执法存在失信风险的企业，规范使用信用修
复告知书及承诺书，通过“一次性告知”提升执法温
度，“零次跑修复”升级便民服务体验，“一站式核查”
开通修复快车道，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信用环境。
目前已帮助15家园区内失信企业完成信用修复，将

“执法+服务”有机结合，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还源自两地相互学习，交

流互动。结合“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两地
从学习观摩到共同执法，跨省联合执法队逐步谋细
谋实长三角一体化区域“1+6+x”队伍执法协作工作
机制，并在新埭率先完成全市首次“综合查一次”2.0
试点工作路演，联动两地执法力量，通过简单事项执
法委托的方式，实现“综合查一次”从“单跨”到“双
跨”迭代升级，有力推动“监管一件事”集成改革，切
实减少重复检查次数和检查频次，避免扰企扰民，同
比缩减上门检查人员60人，执法效率提高7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