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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村潘春林：
擦亮底色，让城市更向往

总书记去年在余村时勉励村民们的话语，

源源不断地为余村注入动力。

安吉余村，又变了。在万顷竹海之中，行

车至安吉余村，村口一块石碑矗立,刻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右行100米，春林山庄

的红字招牌格外醒目。春林山庄于 2005 年正

式营业，是余村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后

开的第一家农家乐。

中午12点半，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让隐没

在山间的这家小店显得热闹非凡。门前，一支

十多人的旅行团刚吃完饭，正在店面招牌前拍

照；店内，客人已坐满15桌，十多位员工忙着烧

菜、传菜，50岁的潘春林守在前台，手机时不时

响起，“基本都是预订明后天的桌位，如果不提

前预订，到时很可能没位置。”

“老板，能不能拍张合影？”一位从山东远

道而来的游客向潘春林发出邀请。潘春林一

边应答着，一边娴熟地走到对方身旁。总书记

来过后，他和这家店都成了“网红”。

店内墙上，一幅精心装裱放大的照片铭刻

了他与这家小店的光辉时刻——画面中，习总

书记正站在春林山庄的院落内考察。回想起

当时的场景，潘春林印象深刻。

“去年，我们的接待量从 5 万人增长到 8 万

人，营业额比往年增加了 30%。”潘春林说。40

多家农户纷纷拆掉家里的围墙，开放庭院，打

造起村民和游客共享的大花园，青团、白茶、竹

笋⋯⋯各家各户利用土特产发展庭院经济，村

民创业由此起步，很多年轻人回来了。今年 3

月，春林山庄的庭院也开始美化改造，香泡树

下，建起一条木质长廊，四周的花坛间立起景

观吧台和休憩茶台。

从村民到股东，225 户村民入股村集体项

目，年底家家户户有分红，去年分红近 90 万

元。据统计，2020 年，余村村民人均收入达 5.6

万元，比上年增长12.3%。

擦亮底色让城市更向往，余村成为浙江首

个乡村类未来社区试点，乡村旅游14个新项目

建设热火朝天。

调解员王正平：
专家建库，让调解更完善

劳动纠纷、城乡建设与管理、公共法律服

务⋯⋯在距离春林山庄 18 公里外的安吉县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设有10个开放式接

访窗口，实行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

解决模式。而去年以来，在原有入驻10个部门

的基础上，这里又新增至 18 个部门，将各类矛

盾处理实现全覆盖。

尽管接待群众变多，人民调解员王正平却

更胸有成竹，他笑着说，如今，自己不再是“孤

军奋战”了。

在挂牌“正平工作室”的办公室内，65 岁的

王正平正对面就多了一位年轻的新同事。“她

23 岁，刚大学毕业。”王正平介绍说，如今，调解

员团队已壮大到 10 个人，既有年轻人，又涵盖

了司法局、乡镇、社区、银行、学校等各行各业

的退休人员，“他们既有调解能力，又有各自熟

悉并擅长的领域。”

增加的不只是调解员。“去年以来，我们还

成立了矛盾调解专家库，目前已经有 16 人加

入，他们都是各领域的法律专家，让各家单位

的调解队伍互动起来，由专人办专事。”王正平

说，他们还规范了矛盾调解运行机制、联席会

议制度、工作职责等，“我们的调解工作越来越

完善了。”

随着团队的扩大和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去

年9月，正平工作室也开始接待处理诉前调解，

以期减少民事诉讼，也为更多老百姓提供便

利。王正平说，去年团队调解了 154 起诉前案

件，成功率 95%；及 164 起信访案件，成功率

100%。

“诉前案件更难调解，也更需要耐心，有

时，可能要调解五六次才能处理好一起案件。”

王正平说，“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调解是门学

问，他的嘱托更让我信心倍增。”

对于去年总书记的到来，王正平仍记忆犹

新，“当得知我从事30年人民调解工作，并保持

100%的成功率后，他很高兴地点点头，并嘱咐

我不要松懈。”他回忆道。

自此，县级矛调中心再次迭代升级，王正

平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变

接访为下访，变线下调解为线上线下相结合，

数据显示，一年来，安吉县 90%矛盾纠纷在乡、

村层面得以化解。

在全省层面，浙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协同应用系统已经上线，去年，全省县级矛调

中心受理矛盾纠纷 66.2 万件，化解成功率达

94.9%。

时间的意义，远不止长度可以衡量。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浙江开启了传承历史

也必将开辟历史的壮阔征程！

【湖州

】

通过依托城市大脑搭建的“清亲在线”平台，补贴实现

了“申报零材料、审核零人工、兑付一键直达”。截至 2

月9日24时，杭州成功兑付补助资金80.98万人，累计

兑付金额 8.098 亿元。资金拨付方式从过去的“层层

转”变为“直通车”，有效杜绝了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现

象。

这两个发生在春节期间的故事，是杭州城市大脑

这一年来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的缩影。一年来，杭州城

市大脑产业体系蓬勃发展，催生出大量颠覆性的新模

式、新业态、新技术，在线诊疗、在线教育、生鲜电商零

售、“无接触”配送等应用，不断激发行业变革。

一年来，杭州城市大脑变得越来越“知冷暖”。数

字公交时刻化达到了 15%，各站点间的延误指数都接

入中枢；智慧电梯实时守护，场景全市覆盖率实现

100%，“电梯智管”场景救援平均时间由原来 14.18 分

钟下降至 2021 年一季度末不超过 11.5 分钟；安心找

家政，已接入中介机构 180 家，覆盖家政从业人员

59073名⋯⋯

一年来，杭州城市大脑的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亲

清在线平台已上线兑付政策共340条，兑付资金94亿

元，惠及企业 31.6 万家、员工 84.7 万人，可在线办理高

频事项 100 个，累计办理 233 万余件；先离场后付费，

共接入 3517 个场库，75 万余个泊位开通先离场后付

费功能，服务 3800 余万人次，泊位指数（周转率）从

1.6 提高到1.9，相当于多出来23万个车位。373家停

车场库实现无杆停车；先看病后付费，全市302家医疗

机构 100%接入，平均使用率 98.65%，履约金额超过

25.7亿元⋯⋯

屠友军介绍，下一步，围绕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

一城”的目标和“数智杭州·宜居天堂”发展导向，杭州

城市大脑将继续开展更多实践和探索，率先开发上线

一批有鲜明杭州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场景，打造践行“整

体智治，唯实惟先”的杭州样板。

西溪湿地蒋晨杰：
一抹绿色，让人们的脚步留下

2020 年 3 月 31 日，也是这般烟雨朦胧的日子，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考察调研湿地

保护利用情况。“当时下车后去的第一站就是绿堤，这

里是一年一度西溪花朝节的主会场。”杭州西溪湿地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车船部总监蒋晨杰，是当时的观光

电瓶车驾驶员，习总书记坐在车上说的话，他一直记在

心里。

总书记去年走过的绿堤，在当年10月底已免费向

公众开放，西溪免票开放区域由原来的2平方公里，增

加到 5.79 平方公里，绿堤免票开放后两个月，游客量

达8.1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750.5%；总书记关心西

溪水质，公园正在试点通过暗管将湿地内的野塘连通，

增加水的流动性，提高观感度，并通过电子设备对水质

进行 24 小时监测；总书记嘱咐“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杭州

正式启动西湖西溪一体化发展，“双西合璧”使西湖西

溪的游客量再攀新高。

人们期待，一个更美丽的浙江。

打造一片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西湖西溪如

此，浙江全域也是如此。作为全国首个通过生态省验

收的省份，去年，浙江划出两条优美弧线：一条是金线，

经济指标持续上扬；一条是绿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3.3%，地表水省

控断面Ⅰ至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94.6%，公众满意度连

续9年持续提升。

绿色，正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上接2版上接2版

王正平（右一）和工作室成员交流

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