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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化 宣讲接地气

黄垟乡离任村干部讲好红色故事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厉春

妍）“日本鬼子到石平川掠夺钼矿，我
们用了一整晚时间，把 12 间仓库的钼
倒进溪坑里……”4 月 9 日，在青田县
黄垟乡护矿战斗遗址前， 石平川村离
任村干部王永成用通俗易懂的方言，
向党员干部、村民们讲述“护矿反掠夺
斗争”“红色风采十姐妹” 等这些发生
在黄垟本地的红色故事。

“日本人想用钼产品制造武器，绝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王永成的宣
讲，增强红色故事的现场感、历史感和
穿透力。而眼前宣讲者动情、观众入迷
的一幕，是黄垟乡离任村干部“红色故
事汇”宣讲团的场景。

今年 3 月份以来，黄垟乡充分发

挥离任村干部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
础好等方面的优势，组建离任村干部
“红色故事汇” 宣讲团， 深入革命遗
址 、企业学校 、农家院落等进行义务
宣讲，把“浙西南革命精神”以及黄垟
乡红色文化用群众听得懂、有触动的
宣讲方式传播到千家万户，受到村民
普遍欢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宣传成
效。

“欲离苦海向谁求？高举红旗党领
头。 辟地开天迎旭日， 舍生忘死著春
秋。 历经艰险峥嵘在， 笑指沙场浩气
留。 热血铸成惊世业， 英雄儿女尽风
流。 ”在日前的一次宣讲活动上，离任
村干部、 老党员王锡建则喜欢用琅琅
上口的诗词向村民们讲述革命精神和

事迹。他表示，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
的形式不能过于单一， 要多添点 “文
艺”气息，让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忘不
了，真正把“浙西南革命精神”送到基
层、落到实处。

“党支部带领群众纷纷起来抗敌，
赶跑了侵略者，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
就是告诉我们，群众离不开党的领导，
党离不开群众， 党群齐心才能共同推
进高质量绿色发展。”听完王锡建宣讲
后，现场干群意犹未尽，又与宣讲团成
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大家纷
纷表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凝成的“浙
西南革命精神” 让大家的灵魂和精神
受到一次深深的洗礼。 在今后的工作
中, 将把学习到的“革命精神”运用到

实际, 为全乡发展红色之旅做出应有的
贡献。

“讲好红色故事，就是为了更好地
传承革命精神。 ”黄垟乡党委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 将在前期集中宣讲的基础
上，整合乡里的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
等红色抗战资源,建设“红色教育厅”、护
矿战斗、黄垟战斗等革命遗址，连点成
线、整体打造,将红色人文景观与绿色自
然景观相结合, 聚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和红色旅游文化区。

地处云和景宁交界的云和县
安溪畲族乡黄家地村、严山村，是
浙西南革命重要基点村， 几乎家
家户户都有革命故事， 并涌现了
两位革命烈士， 其中严山畲族村
在国民党“戡乱”中被烧寮焚村。
在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活动中， 云和相关部门的党员干
部纷纷来到这里重走红军路、上
现场党课、聆听革命故事，并帮助
收集、整理相关革命史料，为革命
老根据地乡村振兴献计献策。 图
为该县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
黄家地村上现场党课。

记者 蓝义荣
通讯员 董益涛 摄

“红色高地”党旗红

莲都区图书馆建立
全市首个“社科之家”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蓝俊 通讯员 郑悦）“今后，咱莲
都的文史爱好者有新的去处了！ 那里不仅环境极好，还有各
种功能场馆，非常适合我们开展各类社科研讨活动。 ”近日，
丽水市首个“社科之家”落户莲都区图书馆。 在揭牌仪式结
束后，“莲都社科之家”还迎来了首场“莲城讲堂·莲都社科
讲座”活动———《浙西南革命历史简介》。

当天， 丽水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特聘文史顾
问周德春， 为到场的市民朋友带来了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
题讲座， 旨在把丽水的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此次‘莲都社科之家’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顺应社科联
群团改革的发展趋势，建设具有莲都特色的社科普及阵地，
让社科工作进一步走进群众，服务于群众。 ”莲都区社科联
副主席任迎春说。

据了解,“莲都社科之家”主要有两大服务功能：一是助
力莲都建设成为地方人文社科资料中心， 主要收藏莲都各
单位、个人出版的各类资料，既展示莲都的地方文化，也为
社科研究爱好者提供免费查阅资料的场所；二是开设“莲城
讲堂·莲都社科讲座”，主要通过每月的“莲城讲堂”“莲图讲
坛”等活动，邀请知名社科专家来解读丽水本地的人文社科
知识，如“浙西南革命精神”等，以满足市民对本土人文社科
类知识的需求。

此外，“莲都社科之家”每周还将开展阅读沙龙、公益素
读、影视鉴赏等活动，既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营造
了浓厚的“书香莲都”氛围。 莲都区图书馆馆长盛勇表示，
“莲都社科之家”挂牌成立后，莲都区图书馆还将依托丰富
的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社科普及活动，为莲都进一步
打造“科创中心”添砖加瓦。

龙泉“水稻 +”引领绿色农业高产高效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练

丹 连晓梅）连日来，在龙泉市查田镇
下保村的“水稻+油菜 ”种植基地内 ，
100 余亩油菜叶绿茎壮 ， 长势喜人。
“现在这些田既种植水稻， 还种油菜，
不仅可以提高土壤供肥能力， 对作物
生长、 控制稻田病虫方面也有着显著
作用， 而且水稻品质和效益也逐年提
升 ， 增加了我们收入 ， 真是一举多
得。 ”种粮大户陈正华欣喜地说。

近年来，龙泉高度重视耕地轮作、
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以水稻种植为
核心，根据水稻种植的特点，利用冬闲
田推出“水稻+”模式，达到用地、养地
相结合的双赢目的， 在提高经济价值
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 龙泉市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说， 传统单一的水稻种
植模式效益并不高， 伴随着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水稻生产必须
实现转型升级， 走上绿色高质高效发

展之路。
在兰巨乡 玄砂湖村 10 余亩 “水稻+蚕

豆”试验基地内，131 个不同品种的蚕豆
正处于开花结荚阶段。 去年 10 月，丽水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专家李汉美团队在此
开展蚕豆品质筛选试验，到今年 4 月底，
就能筛选出适合龙泉气候条件种植的蚕
豆品种。

据了解， 蚕豆的市场均价为每公斤
3 至 6 元， 亩产约 900 公斤以上， 推行

“水稻+蚕豆”轮作，可实现一举多得。 “蚕
豆是绿肥作物，当作还田肥料特别好。 ”李
汉美介绍，因为小梅、兰巨是粮食功能生
产区，水稻种植面积大，蚕豆作为冬季作
物，播种、采摘季节刚好与水稻连作，种植
蚕豆非常有利于平衡土壤中的营养元素，
减轻病虫害。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说，下一
步还将积极采取政策引导、 资源整合、项
目支持、建立示范基地、加大宣传力度等
措施，推进“水稻+”模式，在稳定粮食生产
的基础上，力争实现作物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石塘以花为媒
推动美丽乡村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王凤凤 沈洋 梁雅倩）
漫山遍野樱花飘雪，漫步山间新修葺的小道，看樱花瓣如雪
飘落，让人心情格外舒畅。 连日来，云和县石塘镇规溪村的
百亩樱花成为云和新晋 “网红”，照片和小视频轮番上演，
刷屏了市民们的朋友圈。

规溪村地处瓯江畔，处于云和县的东大门，具有独特的
自然环境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 近年来，规溪村有效利用
优势，集中力量发展乡村旅游，将旅游产业的发展定位为“多
彩规溪”，先后举办了两届油菜花节，吸引了大量的县内外游
客来到此地，为规溪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7 年，石塘镇党委政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结合规溪村的生态环境和国内外建
设樱花园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设 “绿谷之蕊樱花雨骑行
体验园”的设想，并编制了《丽水市云和县规溪村绿谷之蕊
樱花雨骑行体验园总体规划》，规划从规溪村口沿路种植樱
花，并在原有的油菜花田四周都种上樱花，让“樱花雨”真正
飘洒整个村子，实现美丽乡村再升级。

经过一年多的生长，今年春天，樱花如期绽放。 目前，规
溪村种有 287 亩樱花。 石塘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朵樱花从
开放到凋谢大约为 7 天， 整棵樱花树从开花到全部凋谢半
个月左右，形成边开边落的特点。 樱花花瓣轻盈，可以随风
舞动，游客既可以驻足与樱花拍照留念，也可以抬头观看和
感受曼妙的“樱花雨”，是一种别样的视觉享受。

据统计，截至目前，规溪村累计接待游客 3800 余人次，
有效带动村农家乐增收。 免费的樱花景观带来了人气，做靓
了旅游名片，带动了产业发展，村民们对樱花带来的“美丽
经济”赞不绝口。

景宁小额遗产继承公证“只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通讯员 夏

娟 梅丹丹）“这本小额遗产继承公证
书就能把我丈夫生前的存款取出来，
真是太好了！ 1 万多元对年轻人来说
是小钱，但对我这个老太婆来说，简直
是一笔巨款啊！ ”日前，雷大娘到景宁
畲族自治县司法局公证处办理小额遗
产继承公证， 当天就凭着公证书顺利
从银行取到了其丈夫的一万余元银行
存款。

小额遗产继承公证的范围是指
遗产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5 万元的银
行存款、养老金 、公积金 、住房补贴 、
保险金、补偿金 、基金 、股票 、债券及
其他可以确定具体数额的有价证券
等动产。

在浙江省小额遗产继承公证相关
指导意见未实施前， 办理价值人民币
5 万元以下的动产需要所有法定继承
人到场才能办理公证。 2017 年起，景

宁畲族自治县司法局公证处本着“便民、
利民、惠民”的服务理念，针对小额遗产
“领取难”的问题，简化办证程序、缩短办
证时间， 当事人只要拿着身份证、 户口
簿、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及存款证明
就可以到公证处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公
证， 且当天就可领取公证书到银行提取
存款，为当事人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即
到即办，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也
让银行吃下“定心丸”。

“相对普通继承来说，小额遗产继承
公证降低了继承证明的标准， 不仅缩短
了当事人的办事时间， 还节约了当事人
的办证成本，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
众在办证时感受政府人性化的服务。 ”景
宁畲族自治县司法局公证处主任傅丽云
说。

据统计，2019年以来， 景宁畲族自治县
司法局公证处共接待咨询 120余人次， 办理
小额遗产继承公证 17件， 涉及金额 19余万
元。

近日，2019 年莲都区现代农业院地合作暨春耕备耕“三
服务”活动现场会走进雅溪镇，省、市、区各级农技专家强强
联手，组成专家“智囊团”，围绕播种、耕作、施肥等农业生产
实际问题，以技术服务、政策服务和创新服务为重点，“组团
下乡”为农民朋友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陈阳 摄

值班编委 金小林
夜班主任 洪盛勇
审读 王立新 吴芬芬
夜班编辑 潜艺之
二至六版校对 陈 琳
夜班美编 杨祝娟
广告校对 周凌怡
电脑组版
一版 林军红
七、八版 徐旸炀

二、四、六版 舒 颖

三、五版 李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