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攻坚 勇立潮头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建设平安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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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俞 宇
通讯员 徐如霞

本报讯 近日，象山法院接到
家住石浦的陈先生的电话，称有
个案子急需立案。法院干警通过
电话指导，让陈先生运用微信小
程序进入“象山移动微法院”，通
过线上提交申请立案的相关诉讼
材料进行微信自助立案。接到申
请后，该院第一时间进行了初步
审查，经审查材料齐全符合立案
条件后，随即准予立案登记，整
个过程仅用了 5分钟。
据了解，“象山移动微法院”

平台目前已正式上线。该平台依
托微信小程序，具备在线立案、
开庭、证据交换、调解、送达、

执行、特邀调解、代表委员联络
等功能。案件当事人可通过平台
立案、提交证据、查询案件进展、
接受调解、接收文书，真正意义
上实现了让当事人“一次也不用
跑”即可参与诉讼活动。

日前，象山法院又成功运用
该平台调解了一起标的为 110.5
万元的民间借贷案件。该院主动
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引
导双方使用微法院平台进行调解，
并耐心指导当事人如何操作。经
过多次沟通，双方当事人于微法
院平台成功达成调解协议。

下阶段，象山法院将继续加
大“移动微法院”的推广使用力
度，充分发挥平台便民利民惠民
的积极作用。

象山移动微法院上线
动动手指就可“打官司”

记者 丁铭 通讯员 胡婷婷

本报讯 日前，我县 71省道
盛宁线东陈至茅洋段改建工程、
石浦高速公路新桥连接线（下七
里至大圻头）工程、石浦高速公
路新桥连接线（下七里至大圻头）
工程第 J1监理办等 3个公路施工
项目，成功被评为省级“平安工
地”示范项目。

据介绍，这 3个项目在创建
“平安工地”过程中亮点频现。石
浦高速公路新桥连接线（下七里

至大圻头）工程第 J1监理办召开
了全省首例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标
准化现场会、石浦高速公路新桥
连接线（下七里至大圻头）工程
采用“钢筋模块化”施工技术、
71省道盛宁线东陈至茅洋段改建
工程在推进安全信息化管理方面
成效显著。

县交通质监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考评加深了我县在建项
目对“平安工地”建设的理解，
也为 2018 年“平安工地”建设
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3个公路施工项目
获评省级“平安工地”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张播放

本报讯 近日，省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发文，命名我县贤庠镇为省
卫生乡镇。该镇是我县唯一一家新
晋的镇级成员单位。

自去年创省卫工作开展以来，
贤庠镇将创建省卫生城镇工作列入
日常工作，成立省级卫生镇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镇爱卫办制定并下发
《贤庠镇创建省级卫生乡镇工作实
施方案》，将创卫的目标任务细化分
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和行政村，并
落实爱国卫生经费。

为营造创建氛围，贤庠镇通过

滚动电子屏、宣传海报、横幅等传统
媒介，在学校周边、菜市场、餐饮店
集中区、超市等地进行创卫实地宣
传，并利用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
短信平台等新媒体进行线上线下宣
传，营造舆论引导氛围。该镇累计开
展创卫知识进村入企 10 余次，张
贴宣传海报 400余份，发放宣传折
页 5000余份，接受咨询 500余人
次，悬挂横幅 50条，开展镇村创卫
培训 10 余次，总计 4000 余人参
与。贤庠镇还在镇区主要街道及各
村村委、单位内部、中小学校，建立
橱窗、板报等健康教育阵地 48 个，
开设专题讲座，举办健康教育讲座

20场次，实现镇属各类学校卫生课
普及率为 100%，学生健康知识知
晓达 90%以上，健康行为形成率达
80%以上。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镇容村貌。
投资 2700多万元的镇主干道泰和
路维修工程已基本完工，投资 1100
多万元的镇文化广场项目正等待验
收，投资 1500多万元开展河道整
治、清淤、强塘工程、中小流域整治
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22处，目前已
完工 12处。加强农村绿化建设，实
施溪沿村、珠山岙村等 2个通道绿
化项目和沈家洋村、木瓜村、南大河
小公园等 3个森林公园创建项目。

环境卫生实现长效保洁。贤庠
镇成立镇环境卫生领导小组办公
室，实行“月督查、季考核”制度，每
月对各村（社区）进行排名评比。该
镇各村以妇女主任为村庄卫生整
治工作的骨干力量，成立卫生整治
队伍，每个村都配备了保洁员 65
名。同时，成立由 15名环境卫生负
责人组成的督查组，对各区域环境
卫生进行定期交叉检查，每两周在
环境卫生整治半月汇报会对各村
卫生“脏、乱、差”问题进行曝光，通
过微信号“贤庠发布”经常性发布
卫生动态，表扬先进，曝光落后，限
时整改。

人人参与 齐抓共管

贤庠镇成功创建省卫生乡镇

主办单位：象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原产地政策答疑
9.如果已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遗失，被盗或损毁，该如何办理？
答：企业应办理重发证。

第 1步：企业在《国门时报》等全国性经济类报纸上登报声明作废,《国门
时报》业务电话:010-59194025；
第 2步：企业电子申报，新编证书号，填写重发申请书，选择重发证发送；
第 3步：收到签证机构缓证信息后，携报纸遗失声明、公司书面说明（法

人签名）、丢证方情况说明、原证复印件和出口发票到签证机构办理。

纳税热点问答
（第 390期）

问：纳税人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
答：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
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纳税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特殊困难：（一）因不可抗力，导
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当期货币资金在
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可以参照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批准权限，审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

(上接第 1版)
活化野美冶

一座青山、几棵古树、几幢老
屋，甚至一种手艺或者某段传说，往
往就是一个村庄的独特符号，也许
就是美丽乡愁的根源。

对于张心荣这位竹编非遗传承
人来说，他的乡愁在斑斓海岸上的
黄避岙乡鸭屿村。村后南山的翠竹
是工艺大师手中的密码，他在小小
的鸭屿村建起了非遗传承工作室，
奔波于鸭屿村与浙江手工艺活态馆
之间，向各地游客展示着来自于海
边山村的古老手艺。

在大徐镇杉木洋村盐文化陈列
馆，除了陈列着盐泥耙、畚箕、钉耙、
卤桶、盐箩、盐火叉、铁镬等制盐老
物件外，还图文并茂地展示着村里
的制盐传说、历史、工艺流程等。村
里投资 43万元建成了盐文化遗址
公园，并把盐文化传承纳入该村旅
游开发规划。

这些“有形”遗产所承载的乡土
生活传统、劳作习惯、节庆习俗等“无
形”遗产，是美丽乡村建设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在 2016年荣膺全省
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后，我县更加注
重对乡村“内在美”的提炼、塑造。刚
刚过去的一年，县委农办积极发挥参
谋作用，县委、县政府适时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的若干意见》等政策，为打造“生态、
生产、生活融合，美丽环境、美丽经
济、美丽人文齐发”的美丽乡村建设
象山样板做好顶层设计。

在石浦镇东门渔村，将古老的
海洋文化遗存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
保护，形成由镇政府主抓、县级部门
协同配合、村级班子具体负责的推
进机制，以海滨渔村的独特地理自
然环境、传统古村落等资源为依托，
凭借民俗风情、特色海产品、海边步
道观光、岛屿旅游等生产经营形态
和附属服务设施平台，将渔村的各
个“渔元素”发挥到极致。2017年
11月，东门渔村以渔业生产美、渔
业文化美、渔业生态美、渔民生活
美、渔村和谐美这“五美”成功问鼎
“全国最美渔村”。

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传

统的乡村建筑是民族文化与地域特
色的历史积累。在美丽乡村的建设
过程中，我县各地十分注重就地取
材，突出人文特色传承，重点加强对
古村落、古建筑、历史遗迹保护，将
独特乡土文化融入乡村建设中。

经历了岁月的沧桑，有 700多
年建村历史的墙头镇溪里方村蕴藏
了丰富的历史记忆。我县多方联动，

精心修复有文保价值的建筑，还将
拆旧留下的木料和石板，设计制作
成了村内的石板路或转角口的村景
小品，既保留村庄原有风貌，又增添

古韵风情。2017年 11 月 25日下
午，古色古香的明清恭房迎来了“海
丝之路，潮起象山”中国画学术邀请
展入驻开幕。溪里方村美术馆也由
此开馆，这古老山村从此不仅洋溢
着明清古韵，还有了展示艺术和生
活、美学和环境等时空交错的平台。

新颜古韵交织，历史与文明融
汇，继续在我县各地上演。1月 10日，
我县将隆重举行 51处历史建筑挂牌
仪式，这标志着我县历史建筑活化利
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县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目

前石浦镇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东门渔村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黄埠
村、儒雅洋村、溪里方村、东陈村、樟
岙村、南充村、墙头村、东门渔村成为
历史文化名村，黄埠村、溪里方村、东
溪村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

为把这一个个“盆景美”打造成
“风景美”，我县还穿点成线，大力创
建美丽乡村精品线。像秀丽田园梦
幻水乡精品线、山水雅境富美茅洋
精品线、十里樱花长廊精品线、影动
山海追梦田园精品线，中西部山水
风情线等脱颖而出，仿佛将一把散
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这串项链熠
熠生辉，灵动地闪耀在大山、海滨和
平原之间，勾画出美丽半岛一派自
然清新的山海图景。

如今，行走在半岛大地的一个个
村落，犹如置身风情各异的山水画
中。既有小桥流水人家，翠竹亭台篱
笆，古井菜园黛瓦；又有碧海银滩，渔

歌唱晚，港畔帆影……这江南水乡的
委婉风姿与“百里海岸，千年渔乡”的
独特山海叠加，续写着“海山仙子国，
万象画图里”的“美丽传奇”。

记 者 郑丹凤
通讯员 赵 媛

本报讯 冬日漫漫，随着年关
将近，村村岙岙番薯烧又飘香。近
日，在西周镇下沈村村民陈光来
家的院落里，番薯烧蒸馏正酣。
“尝尝这刚出炉的番薯烧！”烧酒
师傅夏世明接了一勺热腾腾的烧

酒让到访的记者品尝，扑鼻的酒
香令人未饮先醉。只见院中两口
简易柴火灶熊熊燃烧，发酵后的
番薯拌上秕谷，在炉火的舔舐下，
蜕变成清冽烧酒。

象山人钟爱的酒类中，番薯
烧当属翘楚。“镇里每家每户都会
酿造番薯烧酒。”夏世明是文岙
人，烧酒已有 30余年，据他介

绍，西周的番薯烧，主要由番薯混
合自制白药密封发酵后烧制而
成，不加任何化学添加剂，烧出的
酒香气甘洌，尤受各村中老年人
喜爱。

“准备烧 1500多公斤 100
坛的番薯烧，除自留、赠送亲友
外，还有部分对外出售。”年近六
旬的陈光来好酒，是下沈村番薯

烧酿制的大户。近年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我县农村地区的
青壮年多外出打拼，往往在逢年
过节才有机会阖家团圆。对于留
守乡里的老一辈来说，一坛坛
清冽醇厚的番薯烧，如割不断
的血缘亲情，在年味中，代代传
承延绵。
图为番薯烧蒸馏出酒现场。

年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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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丽敏

本报讯 1月 4日，位于鹤浦
镇大湾塘区域的鹤南居家养老中
心正式开业，几十位老人欢欢喜喜
入住该养老中心。

87岁的林大爷在两位儿子的
陪同下，将自己的衣物搬到新家，
他高兴地说：“我可以长期住‘宾
馆’啦！”入住老人中，80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占多数。该中心占地

2500平方米，房间 46个，可容纳
80多人居住。因为交通方便，四周
环境清静，很受老年人欢迎，刚开
业就有 40余位老人报名入住。

鹤南村党支部书记江财明介
绍，为解决空巢老人衣食住行的实
际困难，让其子女安心外出创业，
该村于 2017 年初筹建居家养老
中心，鹤南籍企业家李红蓥、江财
国、张文彬等实地察看并给予大力
支持。

鹤南居家养老中心开业

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俞蓉

本报讯 1月 13日上午 9时，
国家一级导演、国务院特殊津贴获
得者亚妮将做客“塔山讲堂”,讲述
《亚妮的艺术人生》。

亚妮曾担纲中央电视台国际
频道《中国旅游》栏目主持人；在浙
江卫视《文化时空》《亚妮专访》等
十余个栏目担任制片人、编导、主
持人。《亚妮专访》是中国首创的以
个人名字命名的周播纪实文化访
谈栏目，播出达十年之久。亚妮曾

获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奖金奖、
全国“十佳”主持人、中国百佳电视
艺术工作者称号、中国最佳主持人
奖、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奖等；连
续 10 余次获浙江省优秀广播电
视节目（政府）一等奖。

讲座地点在象山海洋酒店三
楼海洋厅。讲座实施免费凭票入
场，市民可到象山县图书馆一楼外
借室、文化活动中心西大门门卫、
象山书城收银台领票，预约领票电
话 65738200 或塔山讲堂 QQ 群
（群号为 20846902）提前预约。

导演亚妮做客“塔山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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