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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蓝伶俐强调，要围绕全市“一带三区”战略目标，聚焦龙庆经典文创示范区规划
建设，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与产业融合，把文化创意的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

□ 通讯员 胡松

本报讯 近日，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到竹口镇，

就龙庆经典文创示范区规划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指导。她强调，要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提高站位、精准定位、谋定后动，立

足资源特色，科学规划布局，以国际视野、一流水

准谋划龙庆经典文创示范区规划建设，以强有力的

带动性、辐射性助推城镇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蓝伶俐首先来到联兴文教公司，参观了油画棒

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要瞄准

高精尖领域，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用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工艺，生产出市场上

稀缺的产品，努力走在市场前沿，为消费者提供最

高价值、最优品质的油画棒产品，打响自身品牌，

力争做大做强。

在新窑村、岩溪村，蓝伶俐分别参观了古窑址、

牧器工坊，实地考察古窑址保护工作、木工文创产

业发展、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项目建设情况。她指

出，要保留乡土特色，保持古村落原汁原味的风

貌，真正留住原生态。要立足传统工艺，做好文化

遗产传承，加强文旅融合，开发文创产品，用文创

活化古村保护，助推乡村振兴。要把藏于大山深处

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充分利用起来，提升传统古村

落和美丽乡村品位，让古村落文化保护与科学开发

利用实现完美结合、自然融合。

位于黄坛村的蓝森林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建立

了秀珍菇生产基地，年种植秀珍菇 120万袋。参观

秀珍菇生产基地后，蓝伶俐对合作社业主回乡创

业，投身兴农事业的做法给予赞许，并鼓励业主继

续扎根乡村，专心致志带领群众把产业做大做强，

共同增收致富奔小康，助力乡村振兴。

在竹口洋源区块，蓝伶俐听取西区开发建设情

况汇报，详细了解竹口中心卫生院迁建、美丽城镇

样板镇、“十四五”重大项目谋划等项目规划建设

情况，还考察了竹口重要窗口展示厅选址现场，并

就展示厅建设规划设计、布局布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指导。

调研中，蓝伶俐强调，要围绕全市“一带三区”

战略目标，聚焦龙庆经典文创示范区规划建设，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与龙泉的对接交流，挖掘特

色文化内涵，加强文创开发，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

与产业融合，把文化创意的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

动能。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依托乡村资源禀

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产业，积极

促进农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 通讯员 胡琦琪

本报讯 近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发

《全国爱卫会关于 2019 年国家卫生城市（区）和国

家卫生乡镇（县城）复审结果的通报》《全国爱卫会

关于命名 2017—2019周期国家卫生乡镇（县城）的

决定》。其中，庆元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复审，

百山祖镇、龙溪乡、举水乡、贤良镇 4个乡镇被命名

为国家卫生乡镇。

庆元县于 2004 年被丽水市爱卫会命名为“丽

水市卫生县城”，2007 年被浙江省爱卫会命名为

“浙江省卫生县城”，2011 年、2015 年顺利通过省

爱卫会的复查并继续确认为“浙江省卫生县城”。

2016年，庆元县委、县政府乘势而上，提出了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的目标，并把“创国卫”工作列入年

度十件大事之一，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各级党委、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庆元县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2017年 7月 17日，经过全国爱卫会的评审和社会公

示，庆元县城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

自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以来，庆元县一直把

国卫巩固作为事关人民健康和全县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大事来抓，以逢山开路的闯劲补齐短板，以甩

开膀子的干劲抓好问题整改，不断提升城市管理

与服务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群众健康卫

生水平，持续巩固国卫创建成果。

2019年7月15日至16日，省考核组对庆元县国

家卫生县城巩固工作进行全面复查，认为庆元国家

卫生县城巩固工作达到国家卫生县城标准，并建议

省爱卫会正式上报全国爱卫会予以复审确认。

庆元县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的不断深入，对

城市的综合整治不断加快，将使庆元县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城市环境卫生质量得到

显著改善，生态与居住环境得到不断优化，城市管

理与服务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居民健康卫生水平

得到明显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与经济协

调发展。

庆元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复审

□ 通讯员 吴梦飞 甘利云

本报讯 贫困户基本信息、收入明细、帮扶

联系人走访情况、贫困户享受政策宣传……在

庆元县黄田镇东西村，低收入农户家中都贴有

这样一张联系卡。联系卡里记录着当地为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付出的努力，也一点一

滴反映出群众生活的改变。

“到低收入农户家庭走访时，总是会碰到

一些年纪大听不懂普通话或沟通有障碍的群

众，为了更好地了解贫困户收入构成情况，制

定精准帮扶措施，镇里第一时间创新设立了联

系卡。”帮扶联系人甘利云表示。

“我们遇到困难，都会通过卡片上的联系

电话向帮扶联系人反映，他们会尽快帮助协调

解决。”低收入农户钟守鸣说，上次葛田村有一

个贫困户，就是通过联系卡上的电话知晓了如

何领取补助。

小小联系卡，架起了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之

间心与心的“桥梁”。凭着热心、关心、诚心、爱心

和责任心，帮扶联系人帮贫困户解决一桩又一桩

难事。据了解，截至7月9日，全镇576户低收入

农户结对帮扶联系卡已全面发放到户。

该联系卡不仅使扶贫工作成效得到集中

展现，也为今后的帮扶工作确立了侧重点。黄

田镇党委书记李志远表示，镇里将在年终时核

对联系卡上的帮扶目标，了解各联系干部有无

帮助农民增收，聚焦解决黄田镇“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

庆元县黄田镇

一张联系卡
架起帮扶“暧心桥”

□ 通讯员 吴继峰 黄卫华

本报讯 近日，庆元县宏鹏家庭农场负责

人、从事香菇生产的“菇乡师傅”胡惟鹏凭借着

自身丰富、专业的栽培经验，积极主动与菇农

们分享“增收技能”。

当前，像胡惟鹏这样的“香菇师傅”，庆元

县有 1万多名。他们带着独特的庆元香菇栽培

技术和庆元生产的菌种、机械，奋战在云南、贵

州等全国 20多个省、400多个县，用技术带动一

方百姓产业增收，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现代香菇栽培方式大放异彩的同时，传

统香菇栽培方式——段木栽培法也助力不少

菇农增收。目前，庆元县段木香菇栽培主要分

布在百山祖镇龙岩、黄皮、兰泥、三堆等村，段

木香菇年生产量达 60余万斤。

据了解，食用菌产业是庆元县特色主导产

业，一直以来，庆元县坚持深化食用菌全产业

链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食用菌强县建设，同时

深挖香菇文化，做好传承保护工作。目前，庆

元县正全力以赴推进“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

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

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总农艺师叶长文

表示，“香菇师傅”的示范带动，能为菇农提供

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帮扶，有效助力更多菇农从

事香菇产业，从而助推庆元县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将有

序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香菇师傅”知

识更新培训力度。

庆元“香菇师傅”
助力菇农开辟致富路

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在竹口调研时强调

融入“一带三区”建设 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图为庆元县城俯瞰图图为庆元县城俯瞰图。。 通讯员通讯员 吴梦飞吴梦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