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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采茶忙

时下正值采茶旺季，

连日来，嵊州市公安局仙

岩派出所民警联合当地多

个志愿团队共计60余人，

帮辖区舜皇山村多名空巢

老茶农采摘茶叶，并联系

买家进行销售，为老人解

决卖茶后顾之忧。

见习记者 胡思源

通讯员 杨杰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4月17日上午，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 浙 江 省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

已正式发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浙江省委、

省政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高水

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

（2018-2022年）》，由省发改委牵头，

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编制《浙江省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除前言外，《规划》共十章，分为总

论、空间格局、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四大

板块，是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个五年规划。”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幸介

绍，《规划》确立了分四步走的阶段目

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示范省扎实推

进；到2022年，高质量完成乡村振兴示

范省建设任务；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

兴；到2050年，更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达到农业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记者注意到，《规划》提出的七大重

点工作中，除了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高质量发展乡村经济、建设花园式美丽

乡村等以外，特别提到要打造乡村治理

现代化先行区，总结梳理“枫桥经验”

“后陈经验”“桐乡经验”等先进经验，突

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建设，推

广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

会，以及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

评判团等“一约两会三团”社会治理新

载体，到2022年，我省将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高乡村治理

现代化水平，建成善治示范村1万个。

2018年，是我省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根据会上发布的

《浙江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18）》，我

省治理机制持续创新，实体化推进“三

治结合”，启动善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培

育“三治结合”示范点2000多个；实行

“一网格+一党支部（党小组）”模式，划

分网格6.8 万个，其中农村网格4.2 万

个；累计创建县级民主法治村（社区）

2.7万个、省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

1643个，78%的行政村实现降发案或

零发案。

通讯员 温萱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昨天上午，温州两级法院

组织开展涉黑恶案件集中宣判活动，7

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包括3件黑社会

性质犯罪案件，2件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件和2件“保护伞”案件，42名被告人合

计判处有期徒刑超过265年，并处罚金

370.7万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温州

12家法院全部成立由院长“一把手”担任

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有力

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据统计，2018年1月以来，温州法

院一审审结相关案件75件463人，其中

涉黑案件16件18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41件213人，恶势力犯罪团伙18件61

人。温州市中院副院长丁筱海介绍，在

一审判处的463名犯罪人数中，判处5

年以上有期徒刑105人，重刑适用率达

22.7%。另外，法院还进一步加强与司

法局的协作，实现涉黑涉恶案件一审律

师辩护率100%。

同时，温州法院始终将排查“保护

伞”问题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个重

点，注重深挖彻查，收案后，立即向被告人

制作、送达《告知书》，告知被告人可以在庭

审前举报反映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保护

伞”线索，如所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确有立

功表现的，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坚

决以“零容忍”态度“破网打伞”。到目前为

止，全市法院共移送涉黑线索2条、涉恶

线索28条、“保护伞”线索12条。

温州集中宣判7起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42名被告人合计判处有期徒刑超265年

绍兴巧打

保障服务“组合拳”

“七大举措”
护航民营企业发展

见习记者 胡思源 通讯员 胡伟峰 朱莹

本报讯 近日，绍兴市委政法委出台

《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的实施办法》，启动实施定期走访企业制

度、服务企业联络员制度、推进涉企矛盾

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开展入企法律宣讲

服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法打

击侵犯民营企业及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等“七大举措”。

“七大举措”保障和服务并重，其中

定期走访企业制度要求政法系统每季度联

系走访一批企业，梳理汇总和集中办理企

业反映的问题，切实解决企业困难和问

题。此外，服务企业联络员制度则通过建

立企业、协会、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相

互沟通衔接的长效机制，在市工商联、共

青团市委、市企业家协会等单位团体分别

搭建衔接平台，定期把企业需求和建议点

对点落实到政法各单位，政法各单位及时

处理。

据了解，目前，绍兴市委政法委已先

后多次组织企业家协会代表、青年企业

家、留学生企业家、女企业家代表召开座

谈会，共搜集汇总48名企业家代表反映

的10大类19个问题、11项建议、8件个

案，并均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逐一交办相

关政法单位研究落实并限期反馈，不少问

题和建议得以解决。

绍兴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建立政法系统保障和服务企业工作协

调小组，指导全市政法系统开展服务民营

企业强化法治保障。

浙江乡村振兴战略首个五年规划出炉

到2022年，我省将建成善治示范村1万个

（上接1版）

重拳惩腐 一查到底

“苍蝇式”腐败和地方黑恶势力直接

影响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自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进一步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

结合起来，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

为执纪审查重点，围绕工程建设、征地拆

迁、“三资”管理、市场交易等重点领域的

涉黑涉恶问题，做到直接查办、快查快

结。近期，缙云县纪委监委就成功查处

了壶镇镇潜明村原党支部委员、原村监

委主任胡建卫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

题，当地百姓拍手称快。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还坚持“四个凡是”“四个必须”：凡

是公安机关移交的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必须优先办理，凡是涉黑涉恶案件已经

定性的人员必须进场提审，凡是审查调

查中发现涉黑涉恶的问题必须深挖细

查，凡是巡视巡察、日常监督发现的涉

黑涉恶案件必须坚决打击，不管涉及

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治标更要治本。省纪委省监委还

探索建立“一案三查”机制，对背后腐败

问题没有查清的决不放过，对背后“保

护伞”“关系网”没查清的决不放过，对

失职渎职问题没查清的决不放过。坚

持以案明纪、以案说法，选择一批党员

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典

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

前，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通报典型

案例20批28期，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

育效果。

“66号”涉黑涉恶
嫌疑人落网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毛华届 郑小刚

本报讯 4月16日上午，浙江省公安厅

公开悬赏通缉100名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当晚9点，衢州市柯城区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便抓获了“66号”犯罪嫌疑人吴佳伟。昨

天，记者联系上了当晚的巡逻队员，还原抓

捕一幕。

当晚9点多，柯城区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队员张萍和徐福建在市区巡逻时，发现

一酒店门口停着一辆白色奔驰车，车上坐

着3名形迹可疑的小青年，便上前例行检

查。坐在正副驾驶室的两人很快下车配合

检查，但后座的白衣男子却有意回避视线，

拖延着不肯下车。

“你怎么不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张

萍打量了下对方，随后一惊，发现男子疑似

省公安厅公布的100名在逃人员之一。

“我叫刘健，身份证号……”在小年轻

磕磕巴巴报出身份时，张萍更确定了自己

的推测。“我当时不敢惊动他，边上有条河，

怕他惊慌之下跳河。”张萍佯装没事，接着

询问，同时联系了附近民警王翔，并让徐福

建上车坐到白衣男子身边。

王翔很快赶到现场，几人神情一交流

便领会了。“请你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接

受调查。”王翔控制住白衣男子，男子见已

逃不掉，低下了脑袋。

经警方确定，这名男子为在逃嫌疑人

吴佳伟。目前，吴佳伟已被移交主办单位

江山市公安局。

浙江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673起，处理726人

以雷霆之势把“打伞破网”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