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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要闻·莲都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孙毅 王赵锋 程锦烨 赵金淼

本报讯 连日来，在太平乡下岙村枇杷园里，枇

杷树枝叶繁茂，树上已经挂着不少“金灿灿”的大圆

果，农户们正忙着采摘。看着收获的一篮又一篮枇

杷，丽水市丽白枇杷产销专业合作社傅陈波喜上眉

梢，他高兴地说：“现在枇杷已经订了六成出去，订

单很多。”

傅陈波是莲都小有名气的“枇杷人”，在太平乡

建成了丽水首个智能化大棚，应用物联网技术来控

制枇杷生长，成为丽水市枇杷高效栽培技术的创新

典范。智能大棚很好地解决了恶劣天气对枇杷的影

响，减少霜冻、高温等原因造成的减产。不仅产量

和品质都更有保证，而且上市时间也比露天的早 20
至 25天。

此外，智能化大棚出产的枇杷价格更具优势，今

年价格可以达到 30元一斤，精品的枇杷能达到 40元

一斤。现在，太平乡枇杷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4000
亩，今年全乡的产量将达到 300多万斤。

今年以来 ，莲都区坚持以“未来 ”视角看“农

业”，千方百计用足多层政策、激活项目效能、创新

发展模式，以“机械强农、科技强农”的农业“双强”

行动奋力推进“农机下地走，一人种百亩”的现代化

春耕备耕愿景变实景，用机械化引领农业生产跑出

“加速度”，让农民稳中增收，“闲”中致富。

在碧湖镇岩头村的水田里，种粮大户厉定伟正

熟练地驾驶着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一行行秧苗

均匀有序地插入田间。使用机械插秧，一亩水田只

需要 10来分钟就能完成，相比传统的人工插秧大大

节省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种田效率。

“现在用机器插比人工最起码快了三四十倍，人

工插的话，一天一亩地也要很吃力了，用机器十来

分钟就一亩了。而且机器插起来比较均匀，人工插

起来有疏有密，产量最起码每亩增加一百公斤。”厉

定伟介绍，“我机器很多，从播种到收割都有，比如

播种机、插秧机、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烘干机，

我这些机器买来都享受了政府 30%的补贴，大大减

轻了我的负担，让我对种田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

有劲。”

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让农民种地有奔头、致富有盼头。2021 年

全区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 870 份，补贴资金突

破 255 万元，增加各类农业机械 947 台，莲都区主要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6.82%。接下来，莲

都区将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全面提

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让农业生产跑出莲都“加

速度”。

走进丽水市郎奇农家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工

厂化番茄种植展示棚里，棚内地面不见泥土，番茄

植株种在椰糠栽培模块上，每个都插着一根滴灌

管，为番茄生长提供养分和水分，同时在每个栽培

架之间还安装了导热管等，棚内科技感十足，与传

统的农业种植完全不同。

“我们是一排一个品种，总共 90个品种，利用高

温消毒以后的椰糠，隔绝跟土壤的接触，减少病虫

害。”合作社负责人金林美介绍道，除此之外，棚内

还配置了计算机控制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双遮

阳帘自动调整系统等，通过这些系统，可实现环境

及水肥的精准化调控，给番茄最适合的生长空间，

大大提升产量。

据了解，该基地每年引进展示国内外蔬菜新品

种 150个以上，推荐适栽瓜菜品种 35个次，推广新品

种示范面积 5000 多亩，基地内实现技术数字化种

植，让金林美对充分发挥好展示示范作用、推动农

业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更加有信心，她表示：“接下

来，我们会增加大棚的面积，增加适合莲都种植的

示范品种 ，增加展示效果 ，给农户带来更多的效

益。”

近年来，莲都区从广度、深度“二维”出发提升

机械、科技等现代化“含量”高的农业主体社会化服

务水平，让更多农户在繁重的农事作业中“解放双

手”。2021 年建成全市首批全程机械化农机综合服

务中心，2022年斩获总投资 4450万元的省级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今年春耕备耕期间，已依

托省种博会新品种展示示范丽水分中心进行规模化

蔬菜育苗 400万株，组织化发展成效显著。

粮食增产 集体增益 农民增收

“双强”行动让莲都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

□ 通讯员 程铃惠

本报讯 近日，万象街道以“全国助残日”为

契机，开展“暖心助残，与爱同行”助残周系列活

动。厦河门社区、左渠门社区、丽阳门社区及街

道党员干部纷纷行动，以无障碍设施改造、中医

讲座、就业指导、趣味运动会、爱心义诊、下乡走

访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残疾人士送去温暖，鼓励

他们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

在左渠门社区，万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吴阳春医生向残疾人士科普耳穴压豆相关

中医知识，并悉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免费为

他们提供耳穴压豆体验服务。

丽阳门社区联合市区爱尔眼科医院党支

部，把“流动眼科医院”开进了社区，免费为残疾

人士做了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为他们的生活

增添一份“睛”彩。“医生让我平时多注意用眼卫

生，在家门口就能做检查，我觉得很方便、很贴

心！”黄荣录做完检查后高兴地说。

此外，万象街道的党员干部们惦念着仙渡

乡仙里村结对的残疾低保户，带着爱心大米重

点看望了郑官先、郑大旺两位残疾老人，为他们

送去农户产业帮扶、政府补助申请等惠民政策。

万象街道助残疾群众
“向阳而生”

□ 通讯员 颜扬蓉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公共数据安全

的认识和了解，切实做好《浙江省公共安全数据条

例》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近日，莲都区大数据发展

中心走进丽水学院开展《浙江省公共安全数据条

例》宣传活动。

《浙江省公共安全数据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公

共数据领域地方性法规，于今年 3 月 1 日施行。《条

例》围绕省委数字化改革总体要求，把握一体化、全

方位、制度重塑、数字赋能、现代化的改革特征，按

照打造数字化改革标志性制度成果的目标，形成具

有全国引领性和浙江辨识度的制度设计。

活动现场发放了《浙江省公共安全数据条例》

宣传小册子，宣传人员通过公共数据应用案例生动

讲解，详细介绍公共数据的知识，并对同学们提出

的疑问进行一一解答。公共数据与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的衣食住行、随时随地都会形成数据。通过政

务服务网办理的每一件事、填写的每一项信息都会

形成公共数据，包括日常扫防疫码进校园，扫码做

核酸等。《条例》的施行更好地保障了数据安全，给

浙江海量的公共数据共享、利用按下了“加速键”，

同时也系上了“安全带”。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活动，对公共数据安全有了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浙江省公共安全数据条例》宣传活动走进校园

□ 通讯员 仇建习 杨伟丽

本报讯 春夏期间为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高

峰期，近日，莲都区开足野生动物收容救助马

力，一次性救助放生了 4 只野生动物，且为 4 种

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

这 4 只野生动物都是莲都区生态林业发展

中心近日救助，分别为白鹇、斑头鸺鹠、画眉鸟

和牛背鹭，除牛背鹭为省一般保护野生动物，其

余 3种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次性放生 4种

不同野生动物也属莲都区首次。

斑头鸺鹠刚被救助时为一只幼鸟，经过工

作人员二十余日的精心饲养，已完全达到放飞

标准；白鹇则是误飞到城区的一处酒店水池边，

被酒店工作人员误认为是“野鸡”，并联系了区

生态林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救助；牛背鹭原先

精神状态不佳，被热心市民发现后送至救助中

心进行救治；画眉鸟则是白云派出所缴获，转交

区生态林业发展中心救助放生。此次放生根据

野生动物习性，将不同种类的鸟分别放生至白

云国家森林公园和九龙国家湿地公园。

每年鸟类繁殖季节会有好些热心市民好心

“办坏事”，误将正在学飞的幼鸟捡拾送到救助

中心，在此温馨提醒市民朋友：如遇到掉落的幼

鸟，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不要人为干扰，过多的

人为干扰会影响幼鸟的试飞锻炼。

莲都首次放生
4 种不同种类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