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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银行金华分行
实现“嘉+”速度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

体现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改善营商环

境”，嘉兴银行金华分行进一步完善开户流

程，整合资源，自3月份组织开展的优化企业

开户服务专项行动中展现了嘉银人的开户

“嘉+”速度。

嘉兴银行金华分行自行动开展伊始，明确

“一把手”负责制，建立“三专”服务制度，即设立

开户专柜（专柜优先办理）、配套服务专员（账户

管理专员全程跟踪服务）、开通传递专线（提供

许可证邮寄服务等），同时自我加压，率先将所

有开户企业纳入行动范围。截至4月底，嘉兴

银行金华分行已全部实现开户“3×8小时”办

结的目标，加急账户甚至实现当日办当日结，

真正实现账户开户“最多跑一趟”。

洪黎霞/文

义乌：古村迎来开酒节
小志愿者争当导游

日前，义乌义亭镇缸窑村举办第三届开

酒节，吸引了数万游客来品美酒、做陶艺、游

古村、看演出。古村落热闹非凡。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来自杭畴小学的

孩子们是一大亮点。他们穿着志愿者红马

甲，挂着导游证，义务讲解缸窑村各大景点的

人文历史，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据悉，这些小学生的家长，也是乐于奉献

的志愿者。每当学校和周边村庄有大型文化

活动，这些孩子和家长都会积极报名参加志

愿服务。

朱倩男/文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金融工会和

农总行隆重表彰了一批农行先进集体和个

人，农行金华三江支行榜上有名，被授予“中

国农业银行先锋号”称号。

近年来，农行金华三江支行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始终抓牢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心，带领全员立足本岗位，学业务、练技能、

比服务、树新功，开展各项劳动竞赛活动，有

效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努力为地方建设添

砖加瓦。同时，该行积极响应政府各类慈善

项目，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组建青年突击队，

持续开展普惠金融进农村等活动，先后参加

了“大熊猫”旧衣回收、“礼让斑马线、文明过

马路 ”、孤寡老人慰问等系列活动，积极传递

社会正能量。近年来先后荣获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省农行“五好团队”、百佳网点、女职工

文明示范岗等荣誉称号。

王辰玥/文

农行金华三江支行
荣获“中国农业银行先锋号”称号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侯明明

报道组 李增炜 朱跃军

“前不久举办的‘乡村振兴、碗铺先行’首

届大田碗铺文化旅游节，我们连线整合了代

石、大公山、古竹等附近12个村的民俗风物和

特色美食，数千游客玩得很开心，让我更加坚

定了埋头山沟沟创业的信心！”近日，武义县大

田乡碗铺村随园民宿主人戴俊返乡创业的激

情再度爆棚，“青蛙爸爸”等一系列围绕童话村

量身定做的旅居项目，列入投资新议程。

戴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做了 20 多

年高档酒店的装修设计工程，在业内颇有成

就。“在城市打拼多年，家乡的山山水水、田园

生活魂牵梦绕，难以割舍。”戴俊说，目前几十

亩果园里游客不断，十几间民宿常常客满，他

们用城市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找到了乡村旅

游的根。

据了解，武义县有上百名像戴俊这样的

新型“乡土人才”，正从大城市回流乡村，涌向

山沟田野。

近年来，该县把破解人才瓶颈制约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面向在外武义籍人才、

农民企业家、回乡创业大学生等，以乡土人才联谊

会为媒介，推进“人才回归乡村”工程。“他们生于

斯、长于斯，故土感情深厚，又在大城市练就了现代

管理本领，在乡村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带头

作用。”武义县农办主任罗旭波说，武义新型“乡土

人才”活跃乡村，已成为引领农民开拓市场、创业致

富的带路人，该县还将通过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

开展技艺传承等，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未来周边配套设施逐步跟进，园区将成

为一个田园综合体，带动全村增收致富⋯⋯”

武义县宏阁村的钟洪奇在杭州经营一家软件

开发企业，月收入超过10万元。去年他回乡

承包了68亩荒山，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和资

源，着手打造集吃住游于一体的“栖山野趣

园”。“精巧的木屋，一流的设计规划，让人耳

目一新。”武义县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大城

市回来的年轻人，打造的旅游新业态正纷纷

填补许多武义旅游行业空白。

“原本担心回来后会有诸多不适应，没想

到政府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画家、

竹雕工艺师阮舍宝在温州生活四十多年，虽

有回乡发展的念头，苦于长期在外，不清楚家

乡有哪些优质资源和项目。考虑到这部分群

体的难处，该县组织部、农办等相关部门梳理

汇总了125个村的优质资源，汇编成《武义县

各村待开发项目汇总》，通过各种渠道提供返

乡人才参考。深入分析后，阮舍宝将目光瞄

准了省历史文化名村岭下汤，很快成立枣岩

工作室，以一技之长帮助岭下汤开展精品村

建设、开发旅游产业。

西联乡大溪口村距离牛头山国家森林公

园仅5公里，风景优美，交通便利。80后女老

板朱淑贞从上海回来后，依托家乡丰富的生态

旅游资源，开办“雅溪居”农家乐，每天客流量达

300多人次。在她的带动下，两年间村里先后

开出16家农家乐，旺季时每家一个月能盈利万

元以上。朱淑贞说：“过去我们离乡进城，现在

出城、返乡，奋斗初衷未改。乡村发展需要我

们，我们也离不开乡村这个舞台。”

武义百名新型“乡土人才”
返乡创业

污染源普查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现场会议在温州召开后，全省各

设区市通过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等方式，全面开展

普查工作。目前，全省11个设区市，均进入清查建

库阶段，力争8月起正式开展入户调查工作。

在中小企业众多的义乌市，由 4 名网格

员，10 名安监员和 1 名后勤录入员组成的污

染源普查队伍正在大陈镇开展清查。工作人

员按照企业区块分布名录库，排查核实企业

是否存在，并统一录入形成汇总表。目前，该

镇名录库内 1800 余家企业已基本完成筛选

剔除工作，形成了初步的数据库，为下一步开

展入户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本次污染源普查范围包括工业

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

的设施。普查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信

息、污染物种类和来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

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根据

进度安排全省要在6月底前完成清查建库和

试点工作。

数据质量是污染源普查的生命。为确保

普查数据真实准确，环保部门制定了质量管

理制度和技术规范，要求层层审核把关，严格

检查验收，确保所有普查数据可信、可查、可

追、可考。尤其是涉及部门交叉的领域，还要

建立会商、会签机制，确保数据对得上。

8月开始，普查员将佩戴污染源普查证件入

户走访，执行污染源普查任务。省环保厅环境

监测与信息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收集的普查资

料严格保密，不用于普查以外的目的，相关单位

及个人要积极配合，按时、如实填报有关资料。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施力维 龚望平 江帆 通讯员 朱智翔

我省全面铺开污染源普查清查建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