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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 清明节

203家侨商扎堆落户 7万种全球名品汇聚

青田“世界超市”年卖 20亿元进口商品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李倩 叶

礼标）“今年 1 至 3 月， 红酒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 倍， 客户群更
是扩大到了全国 15 个省市。”昨日，
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商户周勇正忙
着发货， 喜滋滋地向记者分享红火
的“洋货生意”。

目前， 侨乡进口商品城已落户
203 家侨商企业， 汇聚全球 7 万多
种名优商品， 让侨乡小山城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

“聚秀名品”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入驻侨乡进口商品城第二市
场， 公司董事长郑健康旅居意大利
30 多年。 他说，叶落归根，有侨乡进

口商品城这个好平台， 不愁回家乡
没事业可做！

“聚秀名品”以经营国际品牌手
表、珠宝首饰、服饰鞋包等高端奢侈
品为主， 拥有完整的跨境电商供应
链 。 去年 ，营业额增长 50%，纳税
200 多万元，并成为天猫国际、京东
等的长期合作伙伴。

侨资侨力是青田最大的发展资
源。 侨乡进口商品城公司董事长季
泉泉介绍， 为更好用活用足华侨资
源优势，2015 年青田创新推出侨乡
进口商品城平台，现在已发展到第 4
期，受侨商追捧，期期爆满，发展红
火。

据初步统计， 商品城已有 100 余
款具有中国独家销售资格的欧美名
品。 青田华侨杨晓荣获得瑞士 SABO
榨油公司产品的中国独家代理权，西
班牙华侨张爱清成立玛克洛贸易公
司， 计划拿到近百种欧洲商品独家代
理权……

“路德记”进出口贸易公司是最早
入驻商品城第一市场的公司之一，经营
的进口产品有 2000 多种。 公司总经理
林雪锋说：“本来做好了亏损一两年的
打算，没想到第一年就盈利了。 去年举
办侨博会后，营业额更是翻了一番！ ”

商品城中的欧美名品， 尤其以葡
萄酒种类为多，市场需求量大。 去年，

青田“世界红酒中心”正式开门营业 。
在 4 万平方米的场馆里， 已入驻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家酒庄，有 1500
多个品种的葡萄酒。 在奥地利场馆，聚
集了 20 多家酒庄上百款葡萄酒，场馆
负责人詹伟平说， 青田华侨对扩大葡
萄酒销售市场信心很足， 陆续还会引
进更多欧洲酒庄入驻。

进口商品 “全球买 、全国卖 ”，在
侨乡青田已成为一个商业模式。 据统
计，2018 年侨乡进口商品城销售额首
次突破 20 亿元，比上一年整整翻了一
番。 在今年的省两会和市两会上，省市
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 要支持青田打
造“世界超市”，建设“国际红酒中心”。

102 岁的老党员李恒
丰来了，烈士后代王力明
在 孩 子 搀 扶 下 也 来 了
……清明前夕，丽水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批
老同志来到市区万象山
烈士墓前，向烈士献上花
圈，表达哀思。 李恒丰说，
现在的好日子是英烈用
生命换来的，希望后人能
永远记住这些英烈，珍惜
今天的幸福生活。

记者 蓝义荣
通讯员 许秀珍 摄

清明祭英烈

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

我市党史工作者祭扫
刘英烈士陵墓接受革命教育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清明
节到来之际，昨日下午，市委党
史研究室组织部分党史工作者
来到位于金华永康的刘英烈士
陵园，祭扫刘英烈士陵墓，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刘英同志。

刘英烈士陵园坐落于金华
永康方岩马头山麓， 是为纪念
一生践行“赤心献革命，决然无
返顾”誓言的刘英同志而建。每
逢清明节和节假日， 社会各界
人士总会如期而至，缅怀先烈。
如今，陵园成了瞻仰革命先烈，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场所。

刘英同志作为一位在抗战
时期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每
年清明期间， 我市党史研究部
门都会组织工作人员到永康方
岩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刘英烈士陵园古木参天、

松柏苍翠、庄严肃穆。 在烈士陵
园，我市党史工作者向刘英烈士
墓鞠躬、敬献花圈，表达哀思；参
观刘英、张贵卿烈士殉难处以及
革命纪念馆，通过馆内陈列的文
物 、实物 、图片 、文字 、画册等资
料了解刘英同志的革命斗争史。

参观完烈士陵园后，大家纷
纷表示，作为当代的共产党员和
党史工作者 ，要不忘初心 ，弘扬
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继承烈
士们的遗志，把对先烈的无限缅
怀和敬仰 ， 化为不懈奋进的动
力。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每
次到永康方岩刘英烈士陵园 ，
在内心深受教育同时也更加坚
定了理想信念。 今后，要努力做
好党史研究工作，传播好革命精
神。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
任朱晓亮说。

云和投资 400万元
建设树葬墓地

同时出台奖励政策倡导生态安葬

本报讯（通讯员 林兴亮）云
和县投资 400 万元在太阳山公
墓二期建设树葬墓地，将通过试
点，在全县范围推广，确保每个
乡镇（街道）都有树葬区域。

树葬， 是一种以植树代替
造墓，把骨灰放入土里，埋在树
下，不形成坟头的新殡葬方式。
不仅节约土地资源还保护生态
环境。为了将树葬、花坛葬等生
态安葬工作落到实处， 该县民
政等相关部门通过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正式形成海葬、
花坛葬、树葬、骨灰立体式存放
等安葬方式的奖励政策。

政策明确： 凡本县户籍人
员自愿申请采取海葬（江、湖）、
花坛葬、树葬、骨灰立体式存放
节地等符合生态安葬条件的，
将享受减免和奖补政策。 采取

海葬（江、湖）的奖励 8000 元，花
坛葬的奖励 7000 元， 树葬的奖
励 5000 元， 骨灰立体式存放的
奖励 2000 元。 与此同时，还实施
海葬 （江 、湖 ）、花坛葬和树葬生
前奖励政策， 凡该县户籍 70 周
岁及以上人员承诺在逝世后进
行海葬 （江 、湖 ）、花坛葬和树葬
的，在生前签订协议而给予补充
奖励。 70 周岁及以上每年奖励
1200 元 ，80 周岁及以上每年奖
励 2400 元 ，90 周岁及以上每年
奖励 36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每
年奖励 4800 元。

凡海葬（江、湖）享受了生前
奖励超过 8000 元的， 花坛葬享
受了生前奖励超过 7000 元的 ，
树葬享受了生前奖励超过 5000
元的，则不再享受逝世后一次性
奖励的政策。

全省知名作家走进丽水，开展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创作采风活动———

重走红色之旅 书写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钟根清

历经时光流逝、 岁月沉淀，“浙
西南革命精神” 已深深根植于丽水
大地，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3 月 29 日至 31 日，由省作协指
导，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知名
作家走进丽水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
精神”创作采风活动举行。 知名作家
们深入丽水革命老区，书写“红色故
事”，挖掘“浙西南革命精神”内涵。

丽水是全省唯一的所有县（市、
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的地级市。在
革命战争年代， 老一辈革命家在腥
风血雨、硝烟弥漫中，留下了光辉的
战斗足迹，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
命精神”，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
可歌可泣、恢宏壮丽的革命史诗。丽
水这片革命热土， 为作家们提供了

丰富的创作素材。
一部浙西南革命史就是一部不

畏艰险、荡气回肠的壮怀史，一部浴
血奋战、风雷激荡的抗争史，一部波
澜壮阔、气壮山河的胜利史……

92 年前，浙西南第一个党支部
建立， 在丽水大地播下了第一颗革
命火种。从此，革命之火燃遍了整个
浙西南……在集体参观浙西南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 全面了解中国共产
党领导浙西南人民革命的历史后，
30 多名作家分成 3 个创作小组，深
入走访大山深处的红色遗址， 瞻仰
革命烈士陵园， 参观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聆
听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革命故
事。

“通过这次创作采风活动，我切
身感受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 勇于

献身的革命精神， 这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 正不断激励着革命老区人民。 如
今， 丽水的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带来
了金山银山， 不断谱写红绿共舞的精
彩发展故事。 我想， 这是对革命先烈
最好的告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
江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委会副主任
朱岳峦深有感触地说。

在作家辛春喜看来，丽水之美，美
在山，美在水，更美在散发于山水之间
的那股经久不散的 “浙西南革命精
神”。 这是丽水革命先辈留给丽水人
的精神财富， 也是留给浙江人的精神
瑰宝，是文化人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
是激励后辈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在战争年代， 革命先烈不怕牺
牲、英勇奋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功绩！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
量，我将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丽水

这片红色大地上关于信仰的故事 ，让
更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 ”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作家王麟慧表示。

“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 在
极其艰苦中不屈不挠，在历经挫折时不
断奋起，在历尽苦难后百炼成钢，用鲜
血和生命铸就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吾
辈当铭记！ ”参与采风活动的本土青年
作家陈海聪感慨道，通过此次采风活动
加深了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理解，此
前她就写过松阳安岱后的革命故事，接
下来将用心创作更多红色主旋律作品，
积极履行作家的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记者、
编辑全程参与了此次采风创作活动 ，
对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活动纷
纷给予好评。

本次创作采风活动后， 作家们将
以微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形式，创作“浙
西南革命精神”主题文学作品，通过文
学的情怀和笔触讴歌革命精神， 叙述
新时期丽水人民群众弘扬和传承红色
传统的实际行动和精神风貌。 作品完
成后将以专辑形式公开出版并在相关
主流媒体发表。

松阳率先实现企业开办
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

本报讯 （记者 钟根清 通
讯员 陈碧鑫 夏洁敏）“真是太
方便了! 现在政府的办事效率
确实高， 这样的服务让企业发
展更安心。 ”近日，在谈及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
事项时， 松阳茶通天下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包火旺
连连称赞。

当天， 包火旺只花了一个
多小时就在松阳县行政服务中
心办结了企业开办手续， 这在
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过去开办
企业，需要跑很多部门，十几天
才能办下来。 包火旺新办的这
家公司也因此成为我市首家企
业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
结的企业。

今年以来， 松阳以打造营
商环境最优县为目标， 全面梳
理分散在政企等各领域的企业
开办全流程审批环节， 将企业
设立登记、 公章刻制、 银行开
户、 发票申领等环节统一为 1
个完整闭环流程， 并在行政服
务中心设置 “企业开办专窗”，
推进企业开办“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

据了解， 原先企业开办流
程， 从营业执照领取到公章刻
制，再到银行开户、税务发票申
领，整个开办流程要递交 20 多

份材料，环节多达 10 余项，至少
需要 9 个工作日才能完成。

为早日实现企业开办全流
程“一件事”一日办结，松阳县市
场监管 、公安 、相关银行及税务
部门主动服务 ，积极落实 “减事
项 、减环节 、减材料 、减时间 、减
费用 ”各项任务 ，推动企业开办
“流程更优、 材料更少、 时间更
短、费用更低”。

松阳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
可科科长潘肇伟介绍，通过业务
联动 、布局融合 、信息共享等举
措 ，真正将企业设立登记 、公章
刻制 、银行开户 、发票申领等环
节统一为一个完整闭环流程，并
在行政服务中心专门设置企业
开办专窗，让企业开办真正实现
“一套材料、 一次受理、 一门进
出、一趟办结”。 如今，只要材料
齐全 ，符合法定条件 ，企业一天
就可完成开办业务。

据介绍，松阳今后还将进一
步完善常态化企业 “一日办结”
工作机制 ，继续自我加压 、流程
再造，疏通企业开办环节中的各
个“堵点”，不断探索跨部门联动
运作模式，逐步提高“三服务”水
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红色资源价值转化看丽水
本报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吴巍 程鹏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为“丽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传
颂浙西南革命故事，为丽水生态价
值实现提供新的平台，进而实现红
色资源价值转化 ， 让理想照进现
实。

茶叶“泡出”致富路
“山河已无恙，英雄请回家”。
从青山绿水间， 把龙泉市碧龙

村革命先烈遗骸迁进革命英烈陵园
后， 碧龙村党支部书记杨洪春一直
在烦恼同一件事情：以前是“青山处
处埋忠骨”，如今是“守着青山盼金
山”。 他必须想出致富“金点子”，让
村民在大山里就能致富奔小康。

2018 年，碧龙村作为浙闽赣边
界村，一直是龙泉市“消薄”的重点
村、 难点村。 该村村民收入主要来

源于在外打工， 有点法子的农民都
走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村集体收
入多年没有明显增长。 如何破题？

杨洪春喝了一口碧龙的大碗
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

碧龙村盛产野茶， 拥有种植茶
叶的好山好水， 泡出茶来， 清香扑
鼻。“何不引进外来资本种茶富民？”
杨洪春多次拜访住龙镇党委政府和
龙泉市相关部门， 希望落实碧龙村
的这一富农产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来自武夷山
的茶商谢正伟，走进龙泉住龙镇。游
览过红色景点时， 他在住龙投资兴
业的设想和杨洪春一拍即合。

“村民勤劳质朴，务实强干，大
家在乎的是红色古村的荣誉感。 您
能来碧龙投资，我们很高兴，能不能
到村民自筹自建的烈士陵园， 祭拜
碧龙的革命先烈， 让老百姓放心跟
着您干！ ”茶商一进村，杨洪春啥也
不说，只说了这么个建议。谢正伟欣
然同意。

2018 年 8 月 ，碧龙村顺利 “消

薄”。 边界线上的这个偏远山村 201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2 万元， 赶上
了龙泉市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

蜂桶“酿出”甜蜜生活
在龙泉市住龙镇西井村， 范仲淹

的 《岳阳楼记》 被村民写在村头白墙
上。

西井村村民以范姓为主， 为北宋
政治家范仲淹后人， 于清朝乾隆年间
迁居于此。 该村因群山环抱， 森林茂
密，野花繁多，全村 87 户人家半数农
户养蜂，人均有蜂箱 3 桶，每人每年可
增收 3000 余元。

西井村还是红色古村， 中共浙西
南特委旧址坐落于此， 包括浙西南特
委书记张麒麟在内的红军战士都曾在
此驻扎、操练、战斗和生活过一段较长
时间。

因为革命斗争的
残酷性 ，负伤后的张
麒 麟 和 红 军 战 士 一
起 在 龙 泉 的 深 山 老
林里疗伤 、养伤 。 西

井农家里没有特别好的补品 ，西药又
是稀缺资源 ，所以 ，村里男女老少一
合计 ， 把藏在大山里的蜂蜜拿了出
来， 作为红军最重要的疗伤物资 ，交
给党组织。

土蜂蜜外敷， 能医治中度的肌肤
损伤，特别是烫伤，原理是作为创伤敷
料时，土蜂蜜能抑制细菌滋生。 蜂蜜内
服，能消除红军战士的疲劳，增强对疾
病的抵抗力，养肝护肝，润肠通便 ，还
能治疗失眠。

解放后， 西井村民把养蜂作为特
色产业发展，走上了“一带一路 ”蜂蜜
的国际论坛。 2018 年 9 月 23 日，全国
首届 “农民丰收节 （蜂蜜 ）”在西井举
办，更是让山村里的“小蜜蜂 ”飞向全
国和世界。

“借力‘浙西南革命精神 ’的弘扬
和践行活动， 我们村的土蜂蜜又有了
生态溢价的新空间。 ”西井村村民委员
会主任范启发表示，桶蜂“酿出 ”甜蜜
生活。 从村里老一辈决定跟着红军干
革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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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