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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要闻·莲都

阅读提示

全区上下要从推进“两个先行”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共同富裕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精准发力、持续用力，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共富先行示范崭新篇章。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孙斌

本报讯 10月 10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张壮雄赴岩泉街道、紫金街道督导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和信访维稳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从推

进“两个先行”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共同富裕工

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精准发力、持续用力，高水

平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共富先行示范崭新篇

章。区委副书记朱芝贵参加调研。

岩泉街道里佳源村湖羊养殖基地是莲都最大

的湖羊养殖基地，年存栏达 6000头。在基地调研

督导时，张壮雄详细了解了湖羊存栏数量、销售和

带动村民就业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提升育种、

养殖、销售等方面的专业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

做强主业，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张壮雄说：“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是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的关键抓手，要以科技赋能加快农业现代

化，以招大引强加快农业数字化，以‘接二连三’加

快农业品牌化，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

兴旺，让农民得到更多更大实惠。”

在岩泉街道枫树湾村，张壮雄实地调研了义

乌莲都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枫树湾村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精品民宿。当了解到单读

精品民宿在抖音上地址收藏量突破 2000万，张壮

雄为其点赞。他说，希望像单读民宿这类精品民

宿要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用自己的经营经验、审

美经验，带动全村民宿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张壮雄强调，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农业农村，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注重乡村“活化”和“退

化”并举，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逐一解决好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推动乡

村群众收入倍增、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才能高质

量实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少。要树牢底线思

维、强化前瞻意识，把各种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确保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召开。

在紫金街道开潭村大岙自然村，张壮雄现场

查看了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他指出，要打好“一户

多宅”清理整治、大搬快聚等组合拳，强化以城带

乡、城乡互济，形成城乡资源要素盘活的闭环，才

能为建设百万级人口现代化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最终让更多山区群众享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红

利。

张壮雄还实地查看了紫金街道兴村治社名师

工作站，详细了解了工作站的名师组成人员、工作

模式、功能体系等情况。据了解，紫金街道兴村治

社名师工作站发挥“兴村治社”名师作用，采取以

老带新、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先进带后进的形式

打造党建联盟，实现组织联动、事务联商、资源联

享、活动联办和产业联建。

张壮雄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一支

“政治坚定、兴村有为、治社有方、争先创优、唯实

惟先”的“头雁”队伍。要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挖掘

本地人才潜力、优化管理服务机制，打好基层人才

集聚“组合拳”，着力破解基层“人才短板”难题，为

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张壮雄督导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信访维稳工作时强调

从推进“两个先行”的战略高度
奋力谱写共富先行示范崭新篇章

□ 通讯员 钟兰俊

本报讯 群贤雅集，翰墨飘香。10月 12日，莲

都区书法家协会和联城文广旅体中心站组织辖区

“三团三社”书法社成员们在太平乡综合文化站多

功能厅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复兴向未来”2022 联

城太平“三团三社”书法雅集活动。

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将自己对党

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礼赞和对祖国未来的美好

向往倾注于笔端，挥毫泼墨，各展风采。一幅幅书

画作品表达出了大家“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的信心与决心，也表达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的喜悦心情。

文化惠民，情暖人心。接下来，联城文广旅体

中心站将继续发挥好自身文化阵地优势，持续开

展好送春联下乡、为村民代写春联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汇聚人民群众与党同心同德、同向

同行的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喜迎二十大 复兴向未来

联城太平联合开展
“三团三社”书法雅集活动

□ 通讯员 蓝李俏 周宇浩 王佳怡

本报讯 今年 10 月 13 日是第 33 个国际减灾

日，当天莲都区科技局开展了“年轻干部说减灾”

活动，通过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竞赛、微课堂等形

式，加强全局干部防震减灾知识储备和提升应急

避险能力，打造一支专业的干部队伍。

今年国际减灾日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莲

都区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并举，拓宽宣传范围。

线上，借助大数据技术，在广大市民朋友的微信朋

友圈里精准推送防震减灾科普视频；依托工作群发

送宣传画册。线下，在各街道邮筒广告栏放置国际

减灾日主题海报；各部门、乡镇（街道）借助电子屏、

展板，宣传防灾减灾标语、播放防震避险科普教育

片。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了宣传范围，提

高了活动影响力，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

意识，让关键知识技能真正入眼、入脑、入心。

此外，莲都区还发挥防震减灾助理员队伍力

量，做好宣传“七进”工作。目前，莲都区 14个乡镇

（街道）均建立了防震减灾助理员队伍，以“一学二

传三练”模式，在日常工作及每年“5·12”“7·28”
“国际减灾日”等关键时间点，把防震减灾的科普

知识送进社区、送到田间地头，组织地震逃生演

练。活动当天，碧湖镇、白云街道、东西岩管理中

心等单位的宣传干部积极组织活动，带着宣传资

料进社区、进乡村，以宣传彩页、《牛牛与妞妞》教

育绘本等图书为媒介，现场讲解防震抗震、应急避

险等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线上+线下”宣传并举

莲都区开展
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蓝李俏 陈阳 叶芩芩

本报讯 近日，位于雅溪镇的浙西南节水抗旱

稻千亩示范基地迎来了收割季，为准确掌握基地

今年的水稻生产形势，收集基地试验数据，莲都区

科技局邀请节水抗旱稻专家对该基地的稻谷进行

了现场测产。

在现场，专家组随机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稻

田，对“旱优 3015”品种水稻进行测产，经过收割、

称重等环节，旱优 3015 折干后单产达到 389.8 公

斤。据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何伟民

介绍：“在今年这种特殊天气条件下，干旱影响十

分严重，按照测产情况看，可以进一步推广种植。”

“节水抗旱稻”能节水 50%，节肥 47%，具有省

工、节本等优势，可以有效解决新垦耕地、复垦耕

地水源条件不足、保水性能差、地力水平偏低等情

况。自 2021年引进“节水抗旱稻”试验种植以来，

莲都建立了“368”研究及产业化推广体系，建立平

原、山地、果园套种等不同土地类型的试验示范基

地，完成再生稻、果园套种、雾耕栽培、稻菇连作、

旱直播旱管、水直播旱管等产业化配套技术体系，

广泛开展除草剂、适合山地的新农具引进、肥药双

控、配套基础设施等专项试验。

今年以来，莲都进一步推进“节水抗旱稻”规

模化、机械化种植，在雅溪镇建立了浙西南千亩

“节水抗旱稻”标准化示范基地，全区推广种植面

积达 6000 多亩。8 月 29 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与莲都区签订“浙西南节水抗旱稻”院地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四中心一基地”战略格局，助

力莲都破解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推进区域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变。

据了解，《节水抗旱稻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入选 2022 年第一批“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

划”项目，成为全市 3个重大项目之一。项目围绕

节水抗旱稻全产业链，坚持“科研+服务”，实现节

水抗旱稻成果的广泛应用，建成独立的节水抗旱

稻品种选育、制繁种生产和营销服务体系。

莲都区科技局副局长程晓东表示：“下一步，

我们要在节水抗旱稻的品种选育、杂交育种、植保

防治以及示范推广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

田间的管理和绿色栽培方面要做技术试验示范，

将莲都打造为浙西南水稻种业中心阵地，对周边

区域形成科技辐射带动作用，打通节水抗旱稻在

莲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折干后单产达到389.8公斤

浙西南节水抗旱稻千亩示范基地开始收割测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