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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网”枇杷
“科技”杨梅
成为农民“共富果”

《新华每日电讯》李平 张璇

初夏时节，走进兰溪市女埠街道

穆坞村，成片枇杷树挂满鲜果，色泽诱

人，香味弥漫山野。作为兰溪市枇杷

种植面积最大的穆坞村，全村403户

居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枇杷。

种植了23亩枇杷的村民童小娟

告诉记者：“一开始也担心卖不动，结

果一摘下来就卖掉了，大的白沙枇杷

能卖到每斤27元左右。”童小娟预计

今年卖枇杷收入超过7万元。

“今年枇杷迎来了大丰收，预计有

5000吨产量。”穆坞村党支部书记王

茂星说，今年一些地方的客人过不来，

村里加大枇杷“触网”力度，帮村民解

决枇杷卖难问题。

“通过直播带货，枇杷远销到了新

疆和海南。”王茂星说，现在枇杷完全

不愁卖，线上线下采购枇杷的商人比

去年增加了30%，预计今年全村枇杷

产值达到2000多万元。

自20世纪80年代从台州市黄岩

区引进1万棵枇杷苗，到如今村里枇

杷种植面积达到5500亩，枇杷已是村

民的“致富果”。当地村民靠着种枇

杷，家家户户盖上了新房，80%的村民

买上了汽车，村民人均年增收1.5万元

以上。

稍比枇杷晚几天上市，初夏里的

这口“鲜”自然少不了杨梅。“杨梅很怕

下雨天，雨一下就影响品质和口感。”

兰溪市马涧镇的杨梅种植户汤友贵几

年前开始布局大棚杨梅，这几年尝到

了“甜头”。

手机点一点，大棚就可以自动卷

膜，晚上让杨梅吹吹风，呼吸新鲜空

气；棚里的喷灌系统自动给杨梅树喷

水，同时实时反馈棚内的温度、湿度等

环境数据……在精密的数字化调控

下，杨梅能保持好的品相和甜度，价格

更好。

“大棚杨梅的数据，可以直接传到

兰溪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员还会

指导我们种好杨梅。”汤友贵说，现在

他的杨梅能卖到60元每斤，有的甚至

达到120元每斤，去年杨梅销售额达

400万元，今年预计达到500多万元。

兰溪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庆鸿

说，兰溪已种植1500亩大棚“科技”

杨梅，每亩产值是普通露天杨梅的4

到5倍。

“近年来，我们引进杨梅深加工企

业，将杨梅果变成杨梅汁，带动了整个

杨梅产品的销售。”马涧镇党委书记许

文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有了深加工

企业的兜底，当地杨梅收购价从原来

的2元每斤提高到如今的5元每斤，

并为全镇杨梅产业贡献了近1亿元的

产值。

许文芳介绍，依托杨梅特色产业

等，目前马涧镇13个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年均达到了50万元以上，全镇农民

人均年收入达到4.6万元。

2022年，兰溪市预计产枇杷1万

吨左右，“触网”枇杷销量占比达到

40%；而作为浙江省大棚杨梅种植面

积最大的县市，兰溪杨梅今年有望达

到3万吨，两个时令水果将为1.8万名

农民增收30%。

“通过拓宽销售渠道、改变种植方

式、加大科技赋农力度，兰溪的‘触网’

枇杷、‘科技’杨梅已走出农特产品拼

‘量销’的怪圈，转型走‘质销’，成为长

三角市场的香饽饽，并成为当地农民

‘共富果’。”赵庆鸿说。

严查出租房

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

洪家派出所组织警力对辖区内10人以

上出租房进行排查整治，消除治安和消

防安全隐患，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通讯员 郑璐 朱玲

本报讯“110吗？我要报警，老板拖欠我们工资！”近日，江山

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起群众报警，江山经济开发区内某

产业园发生劳资欠薪纠纷。情报指挥中心当即启动非警务警情

“一件事”联动机制，将警情下发开发区派出所的同时，通过110接

处警系统将该警情流转至应急联动平台，联动人力社保局、经济开

发区、住建局等部门共同前往处置。30分钟后，这起劳资欠薪纠纷

顺利化解。

今年以来，江山市公安局依托“公安大脑”建设，创新推出非警

务警情“一件事”体系，全面贯通12345平台、应急联动平台、综治

四平台等，通过数据共享互通，提升跨部门信息高效流转，实现警

情一体化、规范化、闭环式处置。

“非警务警情‘一件事’为疑难警情处置开辟了‘清单式’交办

的新路径。”江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姜永峰介绍，复

杂疑难的警情实行“清单式交办、销号式管理”，集中力量攻

坚克难，并采取赋分制管理闭环处理，提升部门联动效能和群

众满意度。

为有效提升警情处置满意率，非警务警情“一件事”还进一步

完善警情回访机制，将警情处置进度通过浙里办、短信等全流程

推送报警人，情指中心定期对结果进行满意度回访和风险评估，

若评估存在风险或当事人不满意，将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和跟

踪化解。

“警情处置流程由层层交办变为一步到位，警情处置力量由各

自施力变为同向发力。”姜永峰介绍，非警务警情“一件事”充分发

挥基层综合治理的各方力量，把“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融入到110警情处置中。自今年推行以来，截至5月底已推

送分流非警务类警情2529起，回访满意度达98.7%。

非警务警情“一件事”分流处置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吴琳

本报讯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2022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于6月16日0时开始报名，于6月30日18时

截止。计划参加“法考”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规定期限内登录司

法部网站（www.moj.gov.cn）报名哦！

今年“法考”客观题考试依然分为两卷。其中，试卷一考试科

目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司法制

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试卷

二考试科目为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

度）。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

客观题考试实行分批次考试方式。报名系统会根据考区机位

数量和报考人数随机分配为两个批次，考试时间分别为9月17日、

18日。2021年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2022年客观题考试

成绩合格人员，可以报名参加2022年主观题考试。主观题考试的

考区，要等到客观题考试成绩公布后，由省司法厅按照参加主观题

考试报考人数、交通状况、疫情防控需要和组织实施能力等因素进

行设置。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继续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

宽政策，户籍在我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报名人员，申请享受放宽政

策的，学历可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不受专业限制。

此外，我省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

舟山、台州、丽水等11个市均单独设置考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建议广大考生就近在工作、生活地所在

的考区报名参加考试。

今年“法考”报名开始啦！
我省11个市均设考区，建议考生就近报考

《浙江日报》记者 徐贤飞 朱浙萍 通讯员 孔子鹰

比起在城市里购买商品房，农民在农村申请建房、选取宅基地，

手续要复杂得多。

针对农民建房地基落地难、分配公平难、批后监管难等多方面

难题，6月14日，金华市金东区上线“农宅通”应用，通过打通多部

门数据，自动匹配审核农户建房资格。农民申请建房，只需要手机

上点点，就可以像在城里买房一样参与摇号选址。

当天，金东区塘雅镇塘三村村民黄方生通过“农宅通”摇到了一

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以前要自己去置换宅基地，也不知道是否

符合相关规划，现在由村里统一规划宅基地，我们只需登上浙里办，

实名认证一下，马上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可以在哪些地方选址，而

且统一摇号，公开公正。”黄方生高兴地说。

当天该村共有6户村民和黄方生一样，通过“农宅通”申请到了

宅基地。

据悉，该数字化应用通过打通资规、住建、农业农村等8个部门

数据，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规划“两规合一”。同时，首创10条

负面清单 ，老百姓只需实名认证就可知道自己是否具备建房资格，

一键申请，即可自动进入审批服务环节。以首个试点的塘三村为

例，前期根据“空间规划一张图”匹配已确定可建房区块，一期规划

建房面积2.5亩。经过负面清单自动初筛符合建房资格户6户，参

与统一摇号、自助选址，整个过程公开公正。

自动匹配减少了部门审批工作量，同时该应用还将原先需要

村、网格、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资规所、乡镇等5步完成的审查，经过

联席会议后，串联变并联，压缩成村、镇2步在线审查，进一步提高

审批效率。

“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监管也更有数。”金东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何建军表示，对宅基地精准“画像”后，每块新审批的宅基地会产生

一个“农宅码”，包含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建房面积、建房类型等

信息。只需扫码，干部、群众就可对建房中是否存在违建等行为进

行监督。所有宅基地按照“红码停工整改，黄码上门核实，绿码正常

施工”进行精准动态监管。

目前，该应用已列入省农业农村厅“浙农富裕”应用农房盘活数字

化场景第一批“先行先试”推广试点。下一步将在金东区全域推广。

申请宅基地，也可以像在城里买房一样摇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