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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携手发展有奔头

龙泉三千“菌师”助十五省百万农民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讯员 季丽友 叶晓菊）不久前，在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板溪镇渠沟村
的 200 多亩食用菌种植基地里，负
责人叶林森又新建起了几个崭新的
大棚，“里面的花菇菇种都是从龙泉
带来的，棚内温暖潮湿，温度、湿度
都在严格控制之中。 希望通过扩大
种植规模， 可以带动附近更多的人
增收致富。 ”现年 48 岁的叶林森是
龙泉市上垟镇人，10 年前， 瞄准了
印江县良好的生态气候优势， 他将
龙泉香菇种到了这里， 成为当地第
一个培育香菇的能人。通过发展，叶
林森现已与当地农户和政府联合开
办起了多个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
年产香菇、木耳 7000 余万段。同时，
他还将种菇技术无偿传授给附近的

2000 余户农户，把食用菌产业发展
成为当地农民的民生支柱产业。

渠沟村的周刚便是种植食用菌
的受益者。 2010 年，叶林森为他免
费提供养菌种， 并手把手将他带出
师。 “在外打工不如回家创业。 现
在，不仅能挣钱、照顾家庭，还能带
动左邻右舍一起致富。 ”周刚说，靠
着种植食用菌养活了一家人， 如今
自己也成为了村里的半个食用菌
“专家”了。

龙泉是世界香菇人工栽培的发
源地之一， 是全国十大食用菌先进
县 (市 )，也是浙江省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食用菌强县。 多年来， 广大农
民立足本地实际， 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发展食用菌产业， 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香菇、仿生黑

木耳、 椴木灵芝的栽培量位居全国
前列。像叶林森这样的“种菇能人”，
在江西、广西、河南、四川等 15 个省
市共有 3000 余人， 他们凭借技术，
带动了中西部百万农民发展食用菌
产业，走上致富路。

2018 年，龙泉与四川昭化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两地多次开展“送技
术、送设备、送人才”服务。 当年 10
月， 肖水根响应政府号召远赴昭化
传道授业做“菌菇师傅”，不到一年
时间，便带领当地农民建起了灵芝、
香菇等种植基地，预计今年 10 月就
有好的收成。 肖水根说：“我现在不
仅要培育当地的菌菇产业， 还准备
带领更多熟练‘菌师’走出去，探索
出一条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新
渠道。 ”

而为方便食用菌从业人员更好走
出去，今年初，龙泉还顺利申请注册了
“龙泉菌师”证明商标，从香菇、木耳、
灵芝等食用菌产业栽培、加工、销售的
从业人员中，培训、选拔一批懂技术、
会经营的知识技术型劳动者，发放“龙
泉菌师”证明。

“从‘泥腿子’到‘田秀才’，从‘卖
体力’到‘卖技术’，从‘个人富’到‘全
民富’，叶林森、肖水根他们就像一叶
驶向大海的扁舟，担负起食用菌‘传道
者’的使命。 ”龙泉市委组织部人才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龙泉菌师” 品牌目
前已被列入省委组织部人才办 “希望
之光”项目，今后要将其打造成龙泉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品牌， 为我国中西部
发展输送更多高品质的食用菌专业人
才。

近日， 松阳 12 名
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在
古市镇山下阳村月池
处接受“开笔礼”。 近年
来，松阳探索实践文化
引领乡村复兴，深入挖
掘并通过多种方式传
承乡村传统文化，营造
良好的文化氛围。

记者 雷宁 孙丽
雅 通讯员 叶陈伟 摄

我市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再审查婚姻关系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李

苏敏） 近日， 记者从丽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为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切实方便群众办事，提
高不动产登记效率， 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 决定调整不动产登记中婚姻
关系的审查方式， 从 7 月 1 日起在
丽水市中心城区范围内试行。

按照新政策， 对于申请人因新

建、买卖、互换、赠与、分割、合并、抵
押、变更不动产等申请登记的，不动
产登记机构以登记簿和证书记载的
权利人、登记原因证明文件（如合同
记载的当事人以及其他申请材料）
为依据办理相应登记事项， 不再审
查申请人婚姻状况， 申请人无需提
供婚姻状况材料。因实行不动产“交
易+纳税+登记 ”一窗受理 ，申请人

申请税收减免等优惠的， 按照税收
政策， 仍需提供户籍、 婚姻状况材
料。

婚姻关系证明材料不再是必收
要件。 新政策实施后申请不动产登
记业务时，除了《公告》中需提供婚
姻关系证明的情形外， 不动产登记
机构不再审查婚姻关系， 非涉税登
记业务的申请人无需提供婚姻状况

证明材料。
不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

登记机构需审查婚姻关系， 申请人仍
需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一）未经公证
申请办理继承 (受遗赠) 转移登记的；
（二）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动，夫妻
双方申请将不动产登记为共有或一方
单独所有、离婚析产的；（三）申请政策
性保障房登记等其他需要提供婚姻状
况材料的情形。

景宁小佐“六月六”晒家谱弘扬好家风
本报讯 （记者 蓝吴鹏 通讯员

严慧荣 ）“六月六 ， 人晒衣裳龙晒
袍。 ” 农历六月六是中国传统的晒
谱节。 日前， 景宁小佐村举办首届
“六月六”晒谱节暨小佐严氏第八次
圆谱庆典。严氏族人汇聚一堂“祭先
祖、传家训、晒家谱”，弘扬家文化，
传承好家风。

小佐严氏历史源远流长， 其祖
先可追溯到汉代名士严子陵。 第八
代严家子孙为避战乱纷纷南移，其

中一支迁徙到今大漈乡小佐村安顿
下来，休养生息,繁衍至今。 明清时
期，小佐严氏家族就有贡生 5 人、庠
生 11 人、国学生 4 人、职员 5 人，并
出现一门五贡生的文化盛况。

小佐严氏族谱自清康熙年间至
1986 年七度续修。 2017 年底，小佐
严氏成立理事会和编纂小组， 经一
年多终于编纂出版 《小佐严氏宗
谱》。

小佐严氏第二十三世孙家字辈

严家斌介绍说：“以前我们修谱全是
用石版或活字刻印的线装书， 谱书
用宣纸印刷麻线装订， 储藏在木制
谱盒内。 为不使谱书霉烂变质，需
定期翻晒。 一般在每年农历六月六
晒谱， 因此时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中
伏节气，太阳光线直射大地，光线最
强，易将谱书上细菌杀灭。 ”

当日中午时分，艳阳高照，十余
本不同时期的家谱书被摆放在严氏
文化广场桌上。 各地宗亲纷纷围在

晒谱桌前翻开族谱，一页页仔细看、认
真阅。 “我的祖辈是从这里出去的，这
次我带着家谱从福建寿宁到祖村小
佐，通过家谱比对，找了几十年后终于
在小佐寻到了根。 ”来自福建寿宁县陈
家坑村的严家扬高兴地说。

“举行六月六祭祖晒谱，一方面使
家谱不变质不损坏， 也让分散在各地
的族人得以聚首， 加强宗亲间感情交
流。 重温家规家训，接受教诲，既能了
解家谱文化， 又利于传承弘扬传统美
德。 ”活动负责人严振兄说。

将“三服务”活动落到实处

云和“走青连心三服务”为青年排忧解难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王凤凤 郑琳健）连日来，云和
团县委干部围绕广大青年的痛
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沉下身子深
入基层开展“走青连心三服务”活
动，实地走访基层团组织、青年创
业者、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等，面对
面联系服务青年，倾听青年需求，
力所能及帮助青年排忧解难。

在凤凰山街道 “中国淘宝村”
巧云村电商集聚大楼，云和团县委
干部与青年创业者进行了座谈交
流，共同探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机遇。

“自从国家提出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的口号之后，我县农村电商的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农村电商
中，品牌建设是一直被大家所关注
的话题，消费者对品牌的关注度也
越来越高，我们要在迅速发展起来
的这个过程里逐渐培养起属于自
己的品牌，创造自身优势。 ”在听了

电商创业青年的问题和目前的发
展状况介绍后，云和团县委干部提
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轰轰烈
烈开展‘三服务 ’活动 ，作为党的
群团组织， 我们更要做到沉下身
子、做好联系、送上服务 ，这既是
职责所在， 更是群众对我们的信
任，也是青年对我们的期盼。 ”云
和团县委负责人说，“走青连心三
服务”就是他们深化 “三服务 ”活
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云和团县委还与云和县乡村
振兴新青年协会成员一行走访了
牧业农场、家庭农场、汽车修理厂
等多家企业， 与青年创业者们共
话发展、共谋未来，为企业做好服
务的同时凝聚更多的青春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进行时

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 服务基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遂昌大柘镇成功避免
两起房屋倒塌伤亡事故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邹可思）“现在雨虽然小了，但
是房子在经历了暴雨之后， 还是
很危险的， 大家千万不能抱着侥
幸心理回家或是在安全隐患点范
围内的房子周围停留……”7 月 7
日， 在遂昌县大柘镇各个安置点
内，镇、村干部正在对村民们再次
进行劝诫。

原来，7 月 6 日以来，遂昌县
雨情暂缓， 看着天气情况渐渐转
好， 一些村民便收拾好东西准备
回家看看，镇、村干部发现后，立
刻拦住欲返家的村民， 不厌其烦
地再次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及
时将村民劝返， 并成功避免两起
房屋倒塌伤亡事故。

家住华洋村沙帽潭自然村的
黄玉爱长期一人居住于老宅中。7
月 3 日下午 5 时， 华洋村两委将
黄玉爱转移至村委会避险， 其间
老人多次欲返回家中查看房屋情
况，村两委成员极力劝阻。 7 月 6
日下午 3 时 45 分左右，黄玉爱的
房屋因外墙长期浸水而倒塌，所
幸老人仍暂住村委会， 人身未受
到伤害。 事后， 老人不住地感谢
镇、村干部将她及时转移，也庆幸
自己没有回家。与此同时，村干部
还在倒塌房屋周边拉起警戒线，

防止群众受到二次伤害。
无独有偶，7 月 6 日晚上 9 时

15 分， 该镇新旦村一民房围墙突
然倒塌。 在此之前，村两委在巡查
中发现房屋中的裂缝， 便第一时
间布置警戒线、疏散周边群众，未
造成人员受伤。

据悉，截至目前，大柘镇已转
移 32 户 63 人， 房屋倒塌 5 户 7
间，无严重受灾农户。 农作物受损
492 亩，道路损毁 8.48 公里，塌方
216 处 5030 立方米， 水利设施损
毁 56 处 1931 米， 直接损失 2500
万元。

“自 7 月 3 日我县普降大雨
后， 大柘镇迅速成立防汛应急小
组，各村联系领导与住村干部、村
干部第一时间开展巡查和转移工
作 ， 全体干部 24 小时奋战在一
线。 连日来，雨势虽然转小，但我
们依然没有放松警惕， 组织人员
持续对镇域范围内的水分饱和山
体、山塘水库、临水临崖房屋及隐
患房屋进行巡查。 ”大柘镇党委书
记叶少磊说，下一步，大柘镇还将
继续做好预防及监管工作， 对水
分饱和山体、临水临崖房屋、危旧
房、 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继续巡
查，及时清理塌方的山体、房屋及
公路，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民盟丽水市委会组织民盟界别市政协委员开展“弘扬践行浙
西南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活动。 活动组沿着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
实地走访了庆元斋郞、竹口，龙泉住龙，遂昌王村口和松阳安岱后等战
斗遗址。 委员们通过观看革命图片展、上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接受革命
洗礼，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体会当年红军的艰辛。

通讯员 吴起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