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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长粽千人享

王村口镇 70米感恩长粽向新中国 70华诞献礼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蓝

叶佳乐）“爷爷奶奶请品尝感恩长粽，
祝你们健康长寿！ ”6 月 7 日上午，遂
昌县王村口镇蔡相庙内热闹非凡，该
镇的 70 岁以上老人在此乐享了 70 米
的感恩长粽。

73 岁的山前村村民邱春梅是当
天首批尝到感恩长粽的老人， 她说能
亲口吃到又吉祥又好吃的粽子很开
心 ， “70 米也象征着新中国成立 70
年，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人们的生活
水平越来越好，村里人都很孝敬老人，
让我们都能过得很幸福。”邱春梅开心
地说道。

遂昌素有端午做长粽的习俗，粽
子越长，情谊越长。 去年，王村口镇桥
西 村 40 多 个 人 耗 时 13 个 小 时 用
6000 张箬叶 、200 斤糯米 、40 斤腊肉

制作了一根 20.18 米的长粽， 并将此
寓意着长长久久的长粽， 送给村中的
100 多名长寿老人分享， 吸引了央视
及省市多家媒体“聚焦”。今年，遂昌再
次推出端午系列活动，制作 70 米献礼
新中国 70 华诞，由王村口镇乡贤联谊
会出资，当地村民出力，共同完成，作
为弘扬慈孝文化、 回馈家乡父老的一
份礼物。

70 米长粽如何制作而成？ 早在一
天前， 村民们就在该镇巷子里摆开长
桌，制作 70 米长的粽子。来自 13 个村
的 56 个村民分成了 7 个小组，分别负
责制作 10 米，最后再衔接一起，放入
特制的蒸箱里蒸煮。天虽下着雨，但丝
毫没有影响村民的热情，铺叶、填米、
定型……每一道工序都一气呵成，分
工明确，配合默契。

“今年我们制作人数、用料是去年
的两倍 。 使用了 650 斤糯米 、200 斤
肉、近 2 万张箬叶，还有菜干、包装固
定的竹片等，加起来近千斤了，制作了
五六个小时，蒸煮需要 12 个小时。”王
村口镇桥西村党支部书记华秋长说。

记者了解到， 这些村民是通过村
干部挑选和自愿报名来参加包长粽活
动，大多数是从事长粽行业，拥有娴熟
的制作手法。 桥西村的 8 位村民去年
也参加了制作 20.18 米长粽的活动 ，
熟练的手法成了现场最快完成的小
组。

经过“漫长”的等待，6 月 7 日上
午 9 时许，长粽正式出锅。 “虽然我们
长年在外打拼，但也时刻关注着家乡，
想要回报家乡。 今年我们把长粽分给
了全镇 1000 多位 70 岁以上的老人共

同品尝，祝福他们长寿、长乐。 ”王村
口镇乡贤联谊会会长黄志强说。

长情遂昌出长粽，长粽开创致富
路。 近年来，遂昌县委县政府通过深
挖长粽文化，做大长粽宣传，将“遂昌
长粽”打造成最具中国风 、最具国货
范的端午节大礼。 2018 年，遂昌长粽
销量突破 100 万根 ， 产值超两千万
元。

“今年 ，遂昌长粽的从业者持续
增加，商标注册陆续增多。 我们在打
响品牌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通过
分食长粽，传递了尊老、孝老、爱老的
社会正能量，让传统文化焕发出了新
风采。 ”遂昌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如今，长粽产业为遂昌实现“两
山”转化 、促进百姓增收致富打开了
新通道。

我们的节日

——— 端午节

6 月 6 日， 松阳
县西屏街道第二届
端午龙舟大赛在松
阴溪上进行，12 支参
赛龙舟队伍劈波斩
浪，奋勇争先，献上了
一场精彩的民俗盛
会， 营造出浓厚的节
日氛围。

通讯员 阙姜琦 摄

宝贵经历伴随和影响一生
从 2018 年 7 月接到组织通知到省卫健委挂职锻炼至今，

挂职已接近尾声。 回首一年的挂职生活，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工作的历练和成长，最终都将定格成一幅
幅难忘的画面，成长为岁月的年轮，凝结成一生的记忆。

回想去年 7 月 1 日接到通知、7 月 2 日参加市委组织部的
挂职干部座谈、7 月 3 日参加省委组织部的全省挂职干部动
员，7 月 4 日走进省卫健委基层处， 突然之间完成一名基层干
部到省直机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角色转换。 一到岗，马上接
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和基层卫生信息化两大块
工作，紧张严肃的工作氛围、环环紧扣的工作任务、各种专业
名词扑面而来，立即无缝对接融入基层处开启工作模式。 一年
以来，站位全省视野，观念和眼界得到了提升，各方面得到了
成长。

时间虽短，收获颇丰，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组织的信任
加上岗位锻炼加上同事支持加上个人汗水等于收获。 挂职期
间，经常拿出《挂职锻炼干部手册》《上挂省直机关干部挂职任
务书》，逐项对照检查，希望做到不负嘱托。 期间，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
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重要指示精神，夜读《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研究省卫健委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工作要求和业务
知识； 有幸参与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工作
推进、浙江省电子健康档案平台升级改造、浙江省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编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深化、村卫生室现状
调查、 基层糖尿病项目培训、 基层卫生管理骨干班培训等工
作，多次跟随领导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先进省市交流学
习，赴全省 11 个地市调研检查工作等等。 回想一年的点点滴
滴，我的内心是温暖的、充盈的，我想，今后无论我在哪个岗位
工作，这一年的工作经历都将成为我宝贵的财富，伴随和影响
我一生。

从县级部门到省直机关， 使我有机会跳出原来的地域限
制，以一个更开放成熟的视角思考问题。 同时挂职单位的干部
不骄不躁、认真负责、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值得我学习和看齐,
使我既感受到了差距和不足，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收获了更
多的资源，深刻感受到：“比你能干的人，比你还努力还认真”。
我坚信，努力才有结果，投入才有回报，主动才有创新，我将铭
记这次难得的历练，把挂职学习的成果消化好、吸收好，在今
后的工作中，必将倍加珍惜、加倍努力，为“丽水之干”担纲“丽
水之赞”，为云和县打造“新型城镇化样板县城”做出应有的贡
献！

（徐金玲 ，云和县
卫健局副局长，挂职担
任浙江省卫健委基层
卫生健康处干部）

80后党员的“瓜果梦”
———记龙泉市杨志杰家庭农场负责人杨志杰

本报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讯员 包琦

这段时间， 龙泉市兰巨乡桐山村
杨志杰家庭农场的大棚里又挂满了翡
翠般的葡萄， 为了保证葡萄颗粒更加
饱满，工人们正忙着给葡萄修剪枝叶。
“再过个把月， 葡萄就可以上市了，这
段时间打电话来咨询采摘的人已经很
多了。 ” 农场负责人杨志杰开心地表
示。

近年来， 家庭农场已成为龙泉农
旅融合的一支生力军。 杨志杰的农场
集水果、 莲花、 水稻等种植和鱼虾养
殖、休闲观光农业开发于一体，为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每年一到葡萄、火龙果
等水果上市季， 农场门口就会排起长
龙，月游客量超过万人。

1980 年出生的杨志杰，此前一直

在外从事餐饮行业， 积累了丰富的创
业经验。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心
中一直有个“田园梦”的他决定加入返
乡创业大军。 2014 年，带着梦想，他和
同伴商小峰一起回到家乡桐山村，流
转了 180 多亩土地， 投资 400 多万元
建设起了家庭农场。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碰到了发展
的好时机。 当时村里大多数人都进城
打工，村里有不少土地闲置，我们十分
顺利地就集中流转了村生产队和农户
的土地，并签订了 15 年的长租，成功
解决了家庭农场难以稳定保持足够土
地经营规模的问题。 ”杨志杰介绍，随
后他们建设起了 5 个连体大棚， 种上
了火龙果和葡萄。

但初创业的艰辛也令杨志杰记忆
犹新。那年冬天，全市遭遇极度恶劣的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火龙果过冬

成了最大困难。 “如果被冻掉，我们这
一年的投入就全打水漂了。”从未接触
过种植业的杨志杰一边上网学习技
术，一边日夜蹲点在大棚里，打开浴霸
灯，烧炭保持棚内温度，并邀请科技特
派员省农科院的李冬博士相助……经
过精心呵护， 大棚里的火龙果熬过冬
天， 也让杨志杰收获了回乡创业的第
一桶金。

信心大增的杨志杰， 将所有收入
投入农场，购置机器，拓宽农场经营业
务。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专业
知识技能培训， 一有空便到邻近农场
观摩学习， 不断提升农作物种植知识
和技能。 短短 5 年内，便形成了以“一
畈稻田，一湾荷塘，一条长廊，一个采
摘园”为总体布局的休闲观光采摘园。

“乡村振兴正当时，农村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做农业还需要有情怀，要踏

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下去。 ”杨志杰说，接下
来，农场除了增种水果品种外，还要加快
种养业与农家乐的对接，并打造水上娱乐
项目、儿童玩乐设施等，不断拉长休闲旅
游产业链，建好学生研学实践基地，为乡
村振兴出一份微薄之力。

传承古老农耕文化 共谋产业绿色发展

“稻鱼之恋”
青田开犁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泰州 通讯员 林园园）随着开犁号令发
出，10 头披红花的耕牛在 10 名犁田能手的吆喝下齐发耕田，
拉开了热闹激烈的开犁节活动序幕。 近日，2019“稻鱼之恋”青
田开犁节暨“对标欧盟、肥药双控”启动仪式在青田县稻菊小
镇阜山乡举行。 历经千年的农耕文明———稻鱼共生系统再谱
新篇，以稻鱼共生为特色的“青田稻鱼米”产业开启了全新绿
色、生态发展之路。

活动现场，青田县供销社（农合联）就“对标欧盟、肥药双
控” 行动向全县农合联会员、农业企业生产主体、农资经营
企业发出倡仪，倡议农药购买实名制，化肥使用定额制，做到
肥药使用不加量、不超量，有据可查，源头可控，接受社会监
督。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深化青田稻鱼米文化，倡议青
田稻鱼米产业绿色、生态、环保发展，保证青田稻鱼米等农产
品达到对标欧盟的要求，同时，提高青田稻鱼米的美誉度，最
终实现产业振兴、农民致富。 ”青田县农合联执委会副主任叶
险峰表示，今后将继续严把稻鱼米质量关，把控肥药使用，提
高稻鱼米质量，并积极推广稻鱼米市场，推动该县稻鱼米产业
发展壮大。

作为青田稻鱼米基地种植代表， 阜山乡村民项春南在仪
式上作了“对标欧盟、肥药双控”承诺。 “我觉得这是一种监督，
今后我们在种植稻鱼米的过程中会对标欧盟， 进行标准化种
植，生产更加绿色、生态的稻鱼米。 ”项春南说。

近年来，青田稻鱼米产业通过节庆活动、品牌宣传、市场
营销、订单农业等创新性营销策略，其品牌知名度得到大幅度
提升， 稻鱼米种植示范基地从 2018 年的 3000 亩扩大到今年
的 5000 亩，覆盖全县 10 多个乡镇（街道），成为竞相种植的热
门产业和“消薄” 的主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