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值班编委 金小林
夜班主任 蓝东海
审读 陈良东 陈 琳
夜班编辑 季凌云
二至六版校对 吴芬芬
夜班美编 刘骁熠
广告校对 郑 蓓
电脑组版
一版 李红伟
三、五版 孙 震
二、四、六版 李 红
七、八版 舒 颖

■热线电话：2127450 ■文字信箱：ｌsrbybb＠１６３．ｃｏｍ

丽 水 新 闻
LI SHUI XIN WEN 2２０18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敬民 版面设计 杨祝娟

创新源泉涌流 创造活力迸发

云和木制玩具企业“玩”出新天地
本报讯 （记者 钟根清 严晶晶 通讯

员 程鹏鹏 张巍）在日前举行的云和木制
玩具设计作品拍卖会上，企业家们纷纷抢
拍优秀木玩设计作品。木制玩具设计科技
成果作品 “三合一儿童益智桌游 ”，以
35000 元的价格被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
拍得，成为全场以最高价拍出的作品。

以七巧板设计创作的巧板故事书、
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积木拼图……此次
参与竞拍的木玩设计作品都来自不久前
举行的木制玩具创意设计大赛。 拍卖会
上， 一件件创意独特的设计项目引得厂
商争相竞拍，最终成交 15 项，累计成交
143800 元。 云和县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这是第二次举行创意设计大赛和拍
卖会， 目的是让创意成为云和木制玩具

新的生命力，去年拍出的 13 件作品不少
已经投产并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云和是远近闻名的木制玩具城，木制
玩具已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 55 亿元，有
十大类、上千系列、数万品种的拳头产业，
成为占据全国同类产品 55.6%份额的木玩
龙头。 当前，正全力打造全球木制玩具创
制中心和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木玩原产地。

创新的活力， 在云和木玩企业中不
断迸发。 近年来，云和以支撑经济发展为
动力，加快实施专利技术产业化，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和管理能力。 今年 1-8 月，专利申请
量达 2586 件，同比去年增长 189.56%，其
中专利授权量为 900 件 ， 同 比 增 长
91.9%。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居全市第

一，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木玩企业。
要赢得市场，必须要有能吸引市场关

注的产品。 今年以来，浙江木佬佬工艺品
有限公司专利申请量不断攀升，165 件专
利授权量在全县企业中名列前茅。公司在
突出产品安全控制能力这个强项的同时，
推出新产品吸引市场关注。目前公司合作
的客户中有七成合作时间已超过十年，依
靠专利技术而投入生产的新产品产值已
达 5000 余万元，占公司总产值的 60%。

值得一提的是， 为推动木制玩具产
业跨越发展， 当地正加快实施木制玩具

百亿产业行动计划，推出科技“创新券”，打
好降成本、提品质、增效率“组合拳”。 县财政
每年安排 300 万元资金用于行业标准制定、
区域品牌推广、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培训及品牌建设等方面
工作促进产业发展。 力争到 2020 年，培育在
全国同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 5 名，
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 10 名。 通过
省级技术中心认证的企业 6 家，通过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 12 家， 企业专利
申请量达到 400 件，真正让创新源泉不断涌
流，创造活力不断迸发。

遂昌县妙高街道金
溪村的徐松平从事手工
制作索面近 40 年， 由于
制作工艺独特，用料配方
合理， 味道特鲜特美，深
受人们的喜爱。 目前，他
制作的索面每公斤能卖
到 20 元，因手工制作，产
量有限，经常出现供不应
求的情况。

索面是浙江地方特
产 ，历史悠久 ，深含传统
民情风俗的内涵。 徐松平
也将这一传统手艺继续
传承。 图为徐松平在晾晒
索面。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章建辉 摄

莲都青年创业项目
在“创青春”全国赛中获奖

本报讯 （记者 徐小骏 蓝俊 通讯员 刘伟青)近
日，由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
部等单位主办的 2018 年第五届“创青春”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在江苏苏州闭幕。 比赛中，莲都
团区委推送的丽水市处州蜂业有限公司 “蜜蜂产业
生态圈” 项目入围全国赛决赛并获现代农业和农村
电子商务组铜奖，成为我市唯一获奖项目。

丽水市处州蜂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养殖土
蜂、土蜂养殖技术研究、土蜂授粉技术推广、蜂产品
生产经营的蜂旅融合综合性企业。 目前拥有蜂场 30
多个，养殖土蜂 3000 多群。 经过多年的拼搏，该公司
于 2017 年、2018 年连续荣获浙江省蜂产品十大名
品、十佳农产品旅游地商品称号，并于 2018 年 9 月
获“创青春”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组银
奖。

“我们的创业团队不仅养土蜂、卖蜂蜜，还在‘蜜
蜂文化’上做文章，构建了‘蜜蜂产业生态圈’。 并以
蜜蜂产业振兴为理念，带动、扶持、引导周边部分农
户发展中蜂养殖，户均增收万元以上。 ”处州蜂业公
司运营总监、蜂业园负责人陆文婷介绍。

共青团莲都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依
托全国、省、市、区各级创新创业大赛，莲都优秀创业
青年频频获奖。 下一步，团区委还将继续以“亲青创”
平台为依托，以服务多元化的创业青年需求为纽带，
借助“走青连心———大学习 、大调研 、大抓落实 ”活
动，为更多的创业青年提供空间入驻、融资对接、到
时帮扶等各类服务。

庆元左溪“配送餐”让留守老人展笑颜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陈传敏 通讯员

陈惠珍 吴建敏）“一到饭点，饭菜就直接送
到家门口，饭钱由政府给予补助，对于我们
这些独居老人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 ”近
日，说起庆元县左溪镇“配送餐”，左溪村民
胡益善喜上眉梢。

今年 80 多岁的胡益善是一位日常起
居都是自己解决的独居老人， 吃饭这个大
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有了“配送餐”，胡益
善日常最困扰的问题解决了，心里能不美？

胡益善口中的“配送餐”是左溪镇为切
实加强养老服务，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所推出的一项创新服务举措， 对村内常住
的高龄、孤寡、独居、失能失智等老人进行
助餐需求评估和配送餐服务。

从 8 月 1 日起， 左溪镇成立了评估小
组， 在镇内符合相应条件的行政村展开细
致调查，对包括失能失智、高龄老人在内的
重点人员进行宣传、询问，调查其配送餐服
务意向。“我在 9 月份的时候走访了左溪村
10 户村民，这些村民多为高龄孤寡、失能
失智等特殊人群， 给他们发放配送餐服务
告知书， 当场告知服务内容， 当场进行评
估。 ”左溪镇左溪村住村干部胡志鹏表示，

在了解情况后， 短短时间就有了 5 名村民预
定配送餐服务。截至目前，还有四五名村民正
在申请。除了左溪村外，整村搬迁的洋墩石塘
新村也是配送餐服务的村子之一。

根据实际情况， 左溪镇采用社会餐饮经
营单位定点配送、 发展邻里助餐点等多种方
式，因地制宜探索服务途径，实现配餐服务多
轨并行。 左溪村樟树下一家陈方真左溪溪鱼
馆，是左溪村 10 户配送餐服务对象的定点餐
馆， 而石塘新村 5 户送餐服务对象的定点餐
馆则是庆元县洋墩快餐店。

据悉， 配送餐服务基本配餐以一荤两素
一汤为标准，基本费用维持在 6 元左右，根据
县财政局、民政局的统筹研究，配送餐服务将
视对象家庭条件给予每次 4 元的用餐补助，
对象只需承担 1-2 元的用餐费用。

“在配送餐服务告知 、评估工作完成后
不久，就陆续有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来电咨
询，表达就餐服务意向。 到目前为止，两个村
已经有 7 名村民预定了配送餐服务。 ”左溪
镇副镇长柳荣文介绍说， 除了配送餐服务，
该镇还选择在重阳节等重大节日，策划老年
人聚餐，用这样的方式为他们送去节日的关
怀和问候。

重拳出击 从严整治
龙泉严厉打击
屋顶违建行为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金伟红 邱芸芬）
“我们法律意识太淡薄了，不知道顶层建设未按图施
工的后果。 ”不久前，龙泉市龙渊街道某违建业主在
拆除自家顶层违建后表示。

据了解， 该房屋顶楼在结顶时未按施工图规定
结顶，在顶楼上加建钢筋水泥框架柱欲盖“房上房”。
得知情况后，龙泉市“三改一拆”办立即联合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等单位开展调查排摸， 并经住建部门认
定， 该处顶层相关建筑未经审批搭建， 确属违章建
筑。 随后，按照屋顶违建专项整治要求，相关部门当
即对该处违章搭建进行了依法拆除。

其实， 该违建的拆除只是龙泉市顶层违建整治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部分市民选择在顶层搭
建‘房上房’，还有不少住在顶层的市民喜欢利用自
家露台搭出钢架结构，并进行封包，形成阳光房。 ”龙
泉市“三改一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房上房”不同
于普通违法搭建，屋顶违建有可能破坏楼顶结构，影
响房屋整体美观，还存在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

近年来，该市始终围绕“无违建”创建要求，全面
启动顶层违建专项整治行动，本着“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的决心，对小区屋顶未经审批私自搭建的阳光房、
“房上房” 以及未按图施工等结顶行为严格进行依法
拆除。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已整治屋顶违建面积
4000 余平方米， 为全市全面整治顶层违建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子。

全面排查治理 改善大气质量

云和整治秸秆禁烧严防空气污染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柳项云

通讯员 叶文杰 林焕珠 罗剑飞）保
护城乡生态环境， 提升大气环境质
量。 近日，云和县各相关单位、乡镇
（街道）迅速行动，县农业局、环保局、
执法局联合开展城区秸秆禁烧整治，
共出动人员 207 人次， 巡查车辆 54
车次，发放宣传资料 1250 余份，累计
发现着火点 142 起，扑灭 142 起。

“近段时间天气干燥，我们在巡
查中发现田间有焚烧杂草的现象，当
场要求当事人当场扑灭，并对其进行
批评教育。 ”雾溪畲族乡宣传、统战委
员蓝伟忠在坪垟岗村走村入户，向村
民宣传秸秆焚烧对环境的危害。

据悉， 目前云和全县 10 个乡镇
（街道） 行政村均已成立以村党支部
书记为组长，村两委干部、村网格员
为组员的秸秆焚烧巡查小组， 自 11
月 1 日开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每日
巡查整治。

“按照 ‘全天候禁烧 、广覆盖管
控’的要求，全县组织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各乡镇
（街道）对重点村进行严管严控，一旦
发现焚烧秸秆立即制止，情况严重的
将依法处置。” 据云和县农业局能源
办主任蓝林金介绍，云和县农作物秸
秆量年均为 2.2 万吨，秸秆利用率从
2016 年的 88%提升到目前的 93%以
上，今年将在凤凰山街道贵溪村开展
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果园覆盖，计
划利用秸秆 50 吨。

今年以来，云和县认真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2018
年 1 至 9 月份云和在全省 58 个县级
城市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 臭氧、PM2.5、PM10 等六项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中排名第三。

下一步，云和将充分利用“基层
治理四平台”， 对全县 238 个网格点
全面实施秸秆焚烧巡查、 监管工作，
实行指挥、巡查、处置一体的常态化
联动工作机制， 全面实现秸秆禁烧
“空间覆盖无盲区、职责落实无拖延、
监督管理无缝隙”。

日前， 景宁家地乡坪坑村光伏小康工程正式并
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397.98 千瓦，预算总投资
约 300 万元，每年预计收益可达 40 万元。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吴卫萍 吴明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