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美丽城镇、乡村振兴

的步伐加快，农村生活环境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生活品

质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

一些问题，其中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

出。

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

分类，促进垃圾资源化、减量

化，农村是主战场。我建议政

府部门做好调研就近建设镇级

垃圾分拣场。这样可以方便群

众处置垃圾，将一些旧桌子、旧

椅子、旧席梦思床垫等大件生

活垃圾，废弃的砖块、空心板等

建筑垃圾送至分拣场进行分

拣，重新破碎，让垃圾变废为

宝，助力环保的同时也可以为

建设大美西溪贡献力量。

吕 兴 全 建镇级垃圾分拣场促资源化

西溪镇上马村周边村庄共

有常住人口上万人，群众生活

用水依靠打井或村内小山塘取

水，水量不足、水质不稳定，建

设一座能保证群众饮用水达标

提标的水库十分必要。

同时，由于棠溪片尚黄桥

村地势相对较低，每到雨季汛

期就容易引发洪水淹到村庄，

对村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

胁。我建议加快推进上马水库

项目建设，一来可以保障棠溪

片农村饮用水，解决上马水库

下游500亩的农田灌溉用水问

题；二来还可以通过水库拦蓄

洪水、削减洪峰，提高下游流域

防洪安全，减少洪水灾害。

陈 丁 有 推进上马水库工程建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老百姓从“住有所居”向“住要

宜居”转变，都希望各村能够科

学规划，完善村庄配套设施，推

进农房改造。但由于农房改造

不仅周期长、投入大、情况复

杂，还面临群众意愿不统一，政

策处理难；投入资金较大，规划

不到位，用地指标不够，启动比

较难；审批流程较繁琐，缺乏专

业人士指导等问题，群众意见

纷纷。

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牵头

深入调研我市农房改造存在的

堵点和难点，及时完善和优化

城乡规划，科学制定政策，合理

规划村庄布局，引导村集体进

行区块式整体改造；减少审批

流程，加快改造进度，推动更多

农房改造落地、实施，助力实现

乡村振兴。

吕 飞 翔 加快农房改造助力乡村振兴

西溪镇有柏岩蜜梨、下赵

水蜜桃、棠溪高山西瓜等精品

农产品。但目前市里对精品农

产品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小，农

产品产销规模不能进一步提

高，主要问题在于农村产业发

展基础薄弱、链条短、附加值

低，无法形成品牌效应。究其

原因，主要是农业政策扶持上

的不到位、资金投入上的不足、

科技服务方面的滞后，以及相

关人才的缺乏。

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结

合各镇街区特色农业发展情

况，因地制宜制定扶持政策，

特别是在村集体组织的农业

经营主体方面，要给予特殊的

政策，加大政府层面资金投

入，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

效益好的农业产品；实施农产

品品牌孵化工程，引导经营主

体注册农产品商标，优化农业

产业品牌成长的环境；建设相

应的保鲜库，提高水果存储能

力；招引并重打造一批农业相

关科技型人才队伍，推动我市

农业高质量发展。

蒋 福 庆 加大精品农业扶持力度

黄 锦 军 打造旅游经济产业集群

近年来，西溪镇围绕“影

视文化基地 休闲养生福地”

战略目标，带领干部群众大力

发展影视旅游产业，有效推动

了西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先后获评“浙江十大旅游风情

小镇”、国家 3A 旅游景区等荣

誉。

柏岩村、寨口新村的千亩

梯田优势突出、交通条件便捷、

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旅游

业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村

里都希望抓住机遇发展旅游产

业，推动乡村振兴。我建议依

托西溪镇影视旅游核心圈打

造、精品水果基地建设等工作

基础，提高土地利用、奖励扶持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强区域

规划，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助推

西溪镇连片成线打造旅游经济

产业集群。

受 2020 年“黑格比”台风

影响，西溪镇受灾比较严重，农

田及设施损失惨重，由于目前

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导致还

有许多农田未修复，百姓呼声

强烈。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深

入调研，简化项目审批、资金下

拨等流程，加快灾后农田修复

工作，让农田应修尽修。

在此次台风中，西溪镇两

座有几百年历史的文物古桥

被 冲 毁 ，造 成 严 重 的 财 产 损

失 ，给 百 姓 生 活 出 行 带 来 不

便。我建议加快灾毁古桥的

修复工作，请相关部门提供专

业指导；根据实际拨付专项资

金，为重建提供资金保障；出

台古桥保护管理条例，进一步

规范管理。

过 美 萍 加快灾后农田古桥修复工作

我市是工业强市，相对工

业而言农业并不发达。以西

溪镇为例，山比较多，农田较

为分散，机械化程度低，不能

形成规模化种植，种粮大户不

愿意承包，且容易受到台风等

自然灾害影响，农民种粮积极

性不高。

为科学解决农村耕地抛荒

的现象，我建议扶持打造优质

农业产品，完善粮补政策，精准

把握耕地情况，实施精准补助；

推动耕地流转，鼓励将耕地集

中承包给种粮大户，鼓励成立

家庭农场，推进农业规模化、产

业化经营；加强耕地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解决好灌溉、运输

等问题，提高机械作业水平，调

动耕种积极性。

陈 小 红 科学解决农村耕地抛荒问题

西溪影视基地自 2015 年

创建以来，已建成 24 个室内外

影 视 拍 摄 点 ，累 计 接 待 剧 组

1326 个，年收入上千万元，其

中樟树林、军营等拍摄点每年

亩产收入超过两万元；累计吸

引游客 300 多万人次、拉动消

费过亿元，影视旅游带动了寨

口蜜梨等农特产业、民宿农家

乐等服务行业，促进了农民增

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西溪影视旅游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遭遇瓶颈。究其原因，

主要受制于土地、人才、奖励等

相关政策未完善，尤其是土地

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西溪

影视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我

建议市委、市政府采用“一镇一

策”的方式，扶持西溪的影视旅

游产业，因地制宜保障影视旅

游产业项目用地，开辟专项审

批绿色通道，简化审批程序，实

行影视旅游项目专项补助或奖

励，促进服务提档升级，加快助

力西溪打造“影视生态基地 休

闲养生福地”的目标。

徐 金 高 “一镇一策”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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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真知灼见 描绘发展蓝图
西溪镇代表团聚焦民生关切频抛“金点子”

西溪镇作为
乡 村 振 兴 主 战
场，紧紧围绕“影
视 生 态 基 地 休
闲 养 生 福 地”定
位，扛旗争先、笃
行不怠，以“永康
后花园”为标准，
与横店外景拍摄
需 求 互 补 ，大 力
推进影视旅游文
化产业发展。同
时 ，该 镇 还 以 柏
岩 蜜 梨 、下 赵 蜜
桃 、棠 溪 高 山 西
瓜等农产品为依
托，整合资源、串
点成线实施农特
优 产 品 培 育 工
程 ，致 力 在 做 优
生态、做美环境、
做 强 产 业 、做 出
特色中打造共同
富裕先行示范西
溪样板。

在 连 日 的 代
表 团 活 动 中 ，西
溪镇代表团的人
大代表们围绕打
造共同富裕先行
示范西溪样板这
一 主 题 ，从 基 础
设施聊到产业发
展 ，从 乡 村 振 兴
谈 到 民 生 事 业 ，
提出了一条条贴
近 实 际 、富 于 创
新 、干 货 满 满 的
真知灼见。

融媒记者 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