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国·田园松阳半程马拉松火热开跑
本报讯（记者 兰伟香 通讯员

叶琳）11 月 25 日上午，2018 中国·
田园松阳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来
自国内外 4000 余名跑者冲出起跑
线，带着激情和梦想 ，奔跑在最美
赛道上，向着终点进发。

本 次 比 赛 设 置 了 长 度 为
21.0975 公里的半程马拉松和 6 公
里的迷你马拉松项目，沿途经过独
山景区、松州大桥、松阴溪绿道、延
庆寺塔、石门圩廊桥。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
JOHN ROTICH MITEI 和
WANJIKU YVONNE NYWAWIRA
分别以 1 小时 06 分 16 秒和 1 小
时 18 分 47 秒的成绩分获半程马
拉松男女组冠军。

获 得 男 子 组 冠 军 的 JOHN
ROTICH MITEI 参加过多个马拉松
比赛，领奖后激动地说：“今年是我
第二次来松阳参加比赛，我们沿着
河流、穿过树林跑步 ，风景特别优
美，参加这样的比赛简直是一种享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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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成效

龙泉食用菌产业在省农博会上绽放异彩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季立婧 文冬华）在 2018 浙江省农
博会上，“龙泉食用菌全产业链”展
示模型在中心展区的 “产业兴旺”
展馆展出，集中展示了龙泉市食用
菌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成果，
受到与会嘉宾和杭州市民的普遍
好评。

在农博会现场， 从龙泉食用菌
生产基地运送来的椴木香菇棒、袋
料菌菇棒、白灵菇、金针菇、灵芝盆
景等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食
用菌加工品也引来了客商们的高度
关注，前后有多批采购商前来咨询。

同时， 龙泉大灵芝在农博会主标志
台展出。

食用菌产业是龙泉农村经济
的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产值占农
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从业人数占
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收入占农
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产量与产值
持续位居全省第一。 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为龙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龙泉市先后荣获
了中华灵芝第一乡、中国黑木耳之
乡等 11 张国家级金名片。

近年来，龙泉通过食用菌全产
业链建设和提升 ， 成功打造黑木

耳、 香菇、 灵芝等特色精品园 10
余个 ，建成菌种场 68 家 ，菌棒集
约化加工厂 25 家 ，农民专业合作
社 、家庭农场各 100 余家 ，组建农
业集团 2 家 ， 培育市级及以上龙
头企业 11 家 。 目前 ，已建成龙泉
市食用菌研究所 、 中华香菇博物
馆 、 浙闽赣食用菌交易中心等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培 养 了 农 师 队 伍
6000 余人 ， 辐射带动了福建 、江
西 、河南 、河北 、湖南 、四川等 20
个省市食用菌生产 ， 助推了全国
精准扶贫工作 。 南方最大的食用
菌集散中心———浙闽赣食用菌交

易中心就位于龙泉 ， 年交易额达到
30 亿元，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龙泉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龙泉食用菌在精深加工和品牌建设上
不断探索， 目前已研发精深加工产品
20 多个，获得国食健字批文的有 7 个，
成功注册“龙泉黑木耳”证明商标。 龙
泉灵芝及龙泉灵芝孢子粉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 是中国灵芝核心产
区、中国原生态灵芝栽培示范区。 龙泉
香菇和金针菇产品还曾入选杭州 G20
峰会专供食材， 受到中外嘉宾的一致
好评。

G25长深高速丽水段
部分路段小客车提速

本报讯 （记者 张李杨 通讯
员 丁光亮）11 月 23 日， 丽水市
公路管理局发布最新公告 ，G25
长深高速公路丽水境内 K2555+
232-K2561+987 路段小客车限制
速度调整为 110 公里/小时，其他
车型限制速度保持不变。

金丽温高速金华至缙云段小
客车限速标志调整工程是 2018
年浙江交通投资集团重点工程之
一，工程投入 1600 余万元，直接
服务于浙西南百姓出行需求。

据了解， 金丽温高速金华—
缙云段原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

时，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经上级
主管部门结合相关道路交通管理实
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和《浙江省高速公路运
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经专家评
审后对金华东至缙云段进行了提升
改造。

金丽温高速金华—缙云段提速
将进一步提高公路通行能力， 提升
高速公路服务水平， 有效促进和带
动沿线地区经济与交通发展， 对于
提升高速品牌形象，打造丽水“大花
园”具有重要意义。

“90”集合青瓷·生活
美学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张李杨）以古
为师，融入创新。 日前，“90”集合
青瓷·生活美学展在丽水市美术
馆开展 ， 来自龙泉的 29 名 “90
后”青瓷艺人代表，带来了 90 件
(组 )作品 ，向广大市民诠释新时
代青瓷的生活美学。

此次展览是在丽水市委宣传
部的精心指导下， 由丽水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 丽水日报报业
传媒集团、龙泉市委宣传部主办，
丽水市美术馆、 龙泉市新闻传媒
中心协办的。

开展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
及龙泉“90 后 ”青瓷艺人代表先
后发言，表达自己对龙泉青瓷的
独特见解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思
考。 同时，“90 后”青瓷艺人廖道
康上台向丽水日报社赠送青瓷
作品《点彩梅瓶》。 此作品釉面采
用龙泉点彩技艺，利用含铁量较
高的紫金土作材料，在青釉瓷上
点染烧造 ， 烧成后即呈褐斑装
饰。 与青釉相衬，鲜明夺目，犹如
天边飞来的一抹云霞 ， 极富诗
意。 “90 后”青瓷艺人季冬向丽水

市美术馆捐赠青瓷作品《纸槌瓶》。
在展厅里，一件件“90 后”青瓷

艺人的作品造型各异，光彩夺目，吸
引着不少市民及青瓷爱好者驻足观
赏。 “很开心能有这样一次机会接触
到年轻的青瓷艺人， 他们的作品很
有特色， 特别是在技艺上值得我好
好学习。 ”来自丽水学院青瓷学院的
大一学生张宇看了展览觉得自己还
有很多方面需要向前辈取经。

“90 后”青瓷艺人代表杨盛侃在
这次展览中带来 9 件 （组） 青瓷作
品，1992 年出生的他制瓷已有 10 年
的时间， 以古为师的他在创作中注
重生活，融入创新，形成了自己对青
瓷独特的见解。

“我们这一代工艺师是幸福的，
人们对器物的需求日益增大， 政府
部门的支持，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今
后我们会在前辈的指导下， 勇于创
新， 让技艺代代相传， 窑火生生不
息。 ”杨盛侃说。

据了解，此次展览持续到 12 月
2 日，各位市民可以去丽水市美术馆
看看这些“90 后”青瓷艺人的作品。

黄垟乡一届乡贤联谊会
引来 600万元发展资金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吴楚
楚）近日，在青田县黄垟乡第一届乡贤联
谊会成立大会上，70 多位黄垟乡乡贤汇
聚故里，畅叙乡情，共谋家乡发展。

会上进行了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捐
赠仪式。 黄垟乡第一届乡贤联谊会成员
共同捐赠 55 万元， 作为家乡乡村振兴
资金。 “如今家乡山清水秀，风景宜人，
各方面基础发展得也都很好了。 所以我
们希望在基础好的前提上，大家出资出
力，进一步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黄垟乡
第一届乡贤联谊会会长陈建春说。

除了带来资金帮助外 ， 还有不少
乡贤主动认领家乡建设项目 ， 这些项
目有村容村貌建设 、环境保护 ，也有廊
桥修缮以及植被绿化等 ， 乡贤们依据
各自关心的项目进行认捐 。 乡贤周凯
关注的便是家乡的学校。 “我自己也是
从农村走出去的 ， 所以我知道学习对

于孩子来说有多重要 。 现在我事业有
成了，希望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
让家乡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学条件。 ”
周凯说。

据悉，此次大会乡贤现场捐赠资金
55 万元；现场认领家乡建设项目 12 项，
涉及资金近 600 万元。

“乡村振兴需要乡贤的力量，所以我
认为乡贤联谊会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让我们去凝聚智慧力量、增进乡情乡
谊、深化交流合作，为家乡的发展注入新
的生机和活力。 ”黄垟乡乡贤联谊会名
誉会长陈乃科说。

“希望通过此次大会，吸引乡贤回乡
投资创业，大家内外联动、携手并肩、共
同努力，打造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
生态文明的钼都文化小镇。 ”黄垟乡党
委书记陈晓东表示。

参参赛赛选选手手在在赛赛场场上上激激烈烈比比拼拼。。 记记者者 孙孙丽丽雅雅 摄摄

近日，由共青团莲都区委、莲都区青少年宫、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
联合主办的“模拟法庭进校园”在中山小学南明校区开展，活动让孩子们
近距离接触到真实的庭审现场，丰富了法律知识。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黄加佳 摄

青田稻鱼米
省农博会摘“双金”

本报讯 （记者 李倩 通
讯员 夏建微）日前，在省农
博会上，青田稻鱼米在“2018
浙江好稻米” 现场品鉴活动
中荣获金奖， 同时也被评为
2018 浙江农业博览会金奖
产品。

青田稻鱼米作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
稻鱼共生系统” 生产方式下
的产物， 有 1300 多年历史，
曾被推选为“2017 浙江好稻
米” 金奖产品， 具有生态有
机、 无公害的种植特点。 稻
鱼共生系统以稻护鱼、 以鱼
养稻， 水稻为鱼提供优质的
生活环境和食物， 鱼为水稻
提供天然肥料， 两个不同的
物种通过原始协作、 自我完

善和平衡， 形成科学的生态系
统，成就了安全绿色、口感香糯
的青田稻鱼米。

近年来， 为了打响青田稻
鱼米这张名片， 青田在稻鱼米
上形成 “五统一 ”标准 ，即统一
规划、 统一品种、 统一种植标
准 、统一加工 、统一包装 ，全供
应链打造， 并在丽水山耕品牌
下，制定了本区域品牌稻鱼米。
记者了解到，“五统一” 不仅覆
盖了品牌， 更囊括了生产安全
品控和产量。 目前，青田共有稻
鱼米“五统一”标准化基地 3000
亩，稻米产量达 150 多万斤。 同
时，不断提升秧苗育种、田间管
理、生产加工等技术，并建立可
视化稻鱼米追溯系统， 保障稻
鱼米质量安全和优级品质。

搬迁群众的好日子 越来越红火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周群超

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老旧房屋撤离后，
不少群众被集中安顿在安置小区（点）。 记者
走进搬迁群众，感受到的是，“大搬快治”带给
他们的，不仅仅是住得更安全，更重要的是，
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大变样。而在他们心里，
这样的好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王建华：“这就是我想要的新
生活！ ”

入冬以来， 青田县祯埠乡岭下村岭安地
质灾害安置点里， 两幢五层联排新房正在加
紧铺设污水处理设施， 该安置点由政府统一
代建，完工后再组织抽签分配，就可以交付到
搬迁群众手中。

王建华一家和父亲、 弟弟从坑根村地质
灾害隐患点搬迁出来后，就是安置在这里。这
些天，年逾七旬的父亲只要有机会，都会到安
置点走走看看，“搬家是件大事情， 乡里把我
们的生活安排得这么好，心里踏实。 ”

走进正在施工中的安置点， 只见房屋地
面一层是车库和储物间， 二层以上都是等待
分配的套房。王建华对于即将到手的新房，心
里充满了期待：“我想尽快装修， 让父母住在
这里，比什么都放心。 ”

王建华从小生活在离岭下村有 30 里远
的坑根村，十五六岁出外闯荡，常年在丽水、
青田、温州打拼，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父母。

“一到刮风下雨天，就要打个电话回家叮嘱他
们注意安全。 ”

去年“大搬快治”行动启动后，坑根村整
村拆除， 搬迁到祯埠乡政府所在地岭下村。
那天，乡、村干部召集搬迁群众一起开会，刚
刚宣布完安置地点后，会场里顿时热闹了起
来，“把我们集中安置在乡里，哪能想到有这
么好的事情 ， 往后出行 、 孩子上学都方便
了。 ”群众纷纷为乡里的决定叫好。 散会后，
大家迫不及待地前往安置选址点一探究竟，
并把这个好消息在最短时间里分享给未到
场的家人。

王建华依稀记得， 过去在乡里上小学的
情景，“这里条件最好了， 左邻右舍都把孩子
送过来读书。 ”而今，岭下村除了有全乡最好
的小学外，还配置有卫生院，可以就近解决搬
迁群众的就医需求。

不仅如此，岭下村每月逢 4、逢 10 都会
举行文娱活动， 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搬迁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过去住在坑根村 ，
因为路途遥远 ，外面的人进来少 ，村里老老
少少空闲之余只能聊天解闷 。 ”王建华说 ，
将来不仅空闲时间有了好去处 ， 还能利用
集会和这里的村民们多交流 ， 更好地融入
进来。

异地安置，坑根村搬迁群众除了享受到
更好的居住环境带来的便利外，他们每月还
省去了一笔房租。 村里不少群众在小群村的
休闲椅工厂里做工，因为离家远只能租住在
工厂附近。 如今搬迁到岭下村，离工厂仅有

一江之隔 ，下班后就能回到家中 ，方便了很
多。

坑根村搬迁群众的福利远不止这些。 为
了让安置房早日交付到群众手上， 确保他们
生活的舒适，祯埠乡全速推进通水、通电、通
路和场地平整工作， 让他们在分配到新房后
能立即着手装修和入住。

这些天，王建华也没闲着，与几个同样搬
迁过来的群众一起， 提前买来了铝合金等装
修建材，就等新房分配后进行装修了。 “当初
我们也只是交了点建房款，其余事情都是乡、
村干部在忙活， 大家都在夸赞政府让我们享
受到了‘拎包入住’的便捷。 ”他说，拿到房子
后自己动手装修， 一定要把新家好好布置一
番，平日里让父母住得舒服，逢年过节带着孩
子回来看看老人也不会感觉到不方便， 这就
是全家人想要的新生活。

李建平：“今年，终于圆梦了”

小孩读书有学校，家人看病有医院，购物
买菜有超市……今年 51 岁的李建平，四处奔
波了半辈子， 对眼下生活的变化欣喜不已：
“‘大搬快治’让我们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这样
的好事，放在以前根本没敢想。 ”

在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坪村的云和县
地质灾害安置小区（二期），搬迁户李建平的
新房已经完成墙面粉刷，等待安装各种生活
设施。

李建平家的新房面积有 110 平方米，厨

房、餐厅、客厅、卫生间、阳台等全部齐备，从
今年 8 月份拿到毛坯房开始装修， 他已经下
定决心，春节前全部完工，到时候一家四口在
这里过年。

搬迁到县城前， 李建平的老家在崇头镇
夏家垟村。全村房屋依山而建，连体老旧房屋
众多。 然而，全村有着 4 个 C 类地质灾害点，
在“大搬快治”行动中，所有房屋全部拆除，全
村群众被安置在云和县地质灾害安置小区二
期和三期。

李建平家中四口人， 眼下挤在一家墙体
材料厂一间 28 平米的宿舍里。 平时，李建平
靠种植香菇和打零工为生， 对于正在装修的
新房，全家人充满了期待。

“新房除去安置费外，自己在银行按揭了
20 万元，每月还款 2200 多块 ，虽然有压力，
但是全家人心里每天都是美滋滋的。”李建平
说，过去最远跑到安徽等地种木耳，总放不下
老家几间房子， 如今举家搬迁到更安全的县
城里生活，安全又方便。

在李建平看来， 以后全家人再也不用挤
在一起过日子了。 “小女儿在县城上学，大女
儿如今在大学念书， 她们对城市生活更习惯
一点，都回到家中来也有地方住了。 ”李建平
说，在山里面窝了那么久，总想着一家人能到
县城来生活， 终于圆梦了， 往后一门心思挣
钱，争取让家里的生活好一些。

和云和县地质灾害安置小区（二期）紧邻
的三期正在抓紧施工中， 按照安置工作进度
安排，即将进行房屋抽签分配。

李长显的安置房就在其中。 这几天，他
正在三门村的甜橘柚基地里忙活着，地里一
百多亩的甜橘柚，是他全部心血所在。 能够
安置在城郊的大坪村，他可以更方便地打理
基地。

作为搬迁户， 李长显还是夏家垟村委会
主任。和其他群众不同，他除了要带头拆除自
己房屋之外， 还要动员村民们早点从隐患点
搬迁出去。

4 月 24 日至 5 月 4 日，在镇村干部的集
中攻坚之下，全村房屋被拆除。李长显作为攻
坚组成员之一， 经常是凌晨两点钟还在村民
家中磨嘴皮子，“宁要骂声，不要哭声，搬迁出
去了，大家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

作为全村最后一批安置到大坪村的搬迁
群众，李长显有着自己的打算。 “安置在这里
可以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教育服务，自己将
来哪天不再去基地里忙活了， 就在家里好好
享受新生活。 ”李长显说。

喜迁新居， 搬迁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心里装着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们都在说，这个冬天，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