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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华娟）为进一步
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人才交流培训项
目，促进区域医疗人才发展，提升卫生
医疗人才服务水平，6月,莲都区卫健局
组织开展了为期 5天的“莲都-剑阁卫
生专业人才高级管理骨干培训班”。
至此，莲都区卫生健康局已累计举办
了 5期管理骨干培训班，为 210名剑阁
卫健干部提供学习交流平台，促进莲
都－剑阁两地卫健人才的交流互鉴。

莲都与剑阁，相隔数千里，对口协
作将莲都与剑阁牵系成为“命运共同
体”。开展东西部扶贫和对口支援协
作以来，两地多次召开工作联席会议，
开展实地交流，互派精英骨干挂职学
习。广泛开展人才交流，促进观念互

通，技术互学。丽水市中心医院、莲都
区联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5 家
医疗机构与剑阁县人民医院、下寺镇
中心卫生院等 5 家单位缔结对口帮扶
关系，建立了“医疗远程会诊中心”,让
剑阁的人民享受到丽水优质医疗资源
的同时培养了剑阁专业人才。此外，
莲都区投入 1015万东西部扶贫协作资
金新建了 3家剑阁县乡镇卫生院。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的大战略，莲都区将持续巩固帮扶成
果，继续在专业人才培养、医疗水平提
升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始终坚持优势互
补，加强区域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莲都-剑阁东西部扶贫协作
人才交流培训项目持续发力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吴睿）“仁岸杨梅名声在外，我决定
再买十箱，送给亲友一起分享。”17
日，首届缙云舒洪镇仁岸杨梅线上
展销会上，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缙云
网友，“追加”了订单之后，在屏幕
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仁岸杨梅从往年的线
下搬到了线上，并邀请了 48 名网
红主播，娇艳欲滴、口感纯正的仁
岸杨梅以“直播+助农+电商”的模
式触网。

“来一颗甜蜜蜜的仁岸东魁
杨梅，你将拥抱整个初夏!今天
直播给大家最大优惠，抓紧买买
买……”兵者村播的网红们一边
试吃，一边与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热情互动。

在直播开始之前，仁岸杨梅
就已经被预定 6000 多箱，随着直
播间里网友不断涌入，短短 3个小
时内，抖音、淘宝、微信几个平台
累计总观数达 93 万余人次，售出
2万多箱杨梅，带来了 400多万元
销售额。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线上杨
梅节，“仁岸杨梅”不唱独角戏，

“上村外婆土爽面”“玉屏山土爽
面”“舒鲜森食品”“江南谣杨梅
酒”“津味果蔬”等，作为舒洪镇的
本土品牌产品纷纷亮相直播间。

直播期间共计售出杨梅酒
2000余箱、肉酱 3000余箱。“杨梅
节”摇身一变，升级成为“助农
节”，进一步发挥了电商在推动当
地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形成“以一村发展
一品、以一品打响一店、以一店联

动一片”的良好氛围。

以“梅”为“媒”

舒洪镇打造一站式农产品网络购销会

本报记者 叶浩博 蓝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紧张的
时期，在丽水市区万丰社区，群众
中间主动走出两位新“小荷”志愿
者——老武和小王。

老武就是武金委，55岁，是个
“60后”的丽水老党员。今年过年
时，他患上了痛风，走起路来一瘸
一拐，却主动申请去万丰社区卡
口值班，在老小区里派发新冠肺
炎疫情宣传单，从一楼一直爬到
六楼。

小王名叫王君鹏，28岁，甘肃
定西人，是个“90 后”的“新丽水
人”。过年前，他到浙江各地售卖
丽水食用菌，谋划创业沙疗店。
因为疫情的影响，他原有的计划
全部搁浅，却在疫情期间热衷当
一名战“疫”志愿者。

1999 年入党的武金委，起初
是因为党员身份，志愿加入到万
丰社区的志愿服务中来。他是个

“直肠子”，说话公道，守在卡口，
为社区百姓守住了大门。群众进
出亮绿码、查证件、量体温，在他
值班期间，一个进出人员都不能
少，通通要查。

回到家，关上“小门”，武金委
就像一个“小媳妇”。为了降低病
毒传染风险，他要睡客厅，不准抱
孙女，和家人只能视频聊天。就
这样，武金委在社区战“疫”一线
挺了一个多月，没见瘦，反而越来
越胖，因为他每餐要吃两碗方便
面。社区群众看他这么能吃，心
疼志愿者，给他送来了更多的面
包和水果。

老武感动了，热泪盈眶地说：
“从一开始不理解、不配合，到最

后为志愿者送上食物，我当志愿
者，获得群众信任，真值了。”之后
不久，武金委就递上了申请，正式
成为一位莲都“小荷”、丽水“小园
丁”志愿者。

同样收到水果和面包的还有
王君鹏。今年刚过完年，他在进出
小区买菜时，看见小区门口站满了
志愿者，就义无反顾地报了名：“您
好，我想加入志愿服务，但是我既
不是党员，也不是机关单位工作人
员，我是一名‘新丽水人’，我可以
加入吗？”

小王去过浙江很多城市创
业，最后选择了丽水。除了这里
有良好的生态和营商环境外，王
君 鹏 在 丽 水 的 蓝
天白云下、青山绿
水间，看到了无数
的温情时刻：文明

礼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以及战
“疫”期间的同仇敌忾。

“作为一名志愿者，被人需要，
感觉很好。”王君鹏说自己是一位

“90后”，在工作之余，他喜欢和人
们多接触，感受温暖，承担责任。
最后，王君鹏在战“疫”一线坚守了
20多天，本来挺瘦的身材，显得更
瘦了，黝黑的皮肤和深陷的眼窝，
让他的孩子和妻子心疼坏了。

但是，武金委和王君鹏都觉
得作为“小园丁”志愿者，为社会
做贡献，一切值得。他们义无反
顾地在同一天报名参加了莲都区

“小荷”志愿服务队，成为了两万
多名志愿者中的两朵新“小荷”。

老武和小王的志愿战“疫”记
——记“小园丁”志愿者武金委和王君鹏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蓝怡俊

公路盘旋，青山延绵，走进遂
昌县金竹镇梭溪塘岭村 700 余亩
的中草药种植基地，大棚遍布山
谷，其中种植了 600亩的三叶青及
近 100 亩的黄精、白芨、牡丹等数
种中草药。在公路旁有一块石
碑，赫然刻着三个大字：“药王
谷”。

“药王谷”的“掌门人”名叫傅
长泳，1970 年出生的他曾在温州
做过学徒，在县城开过服装超市，
最终选择了回归乡村，一手打造
了如今全省最大的三叶青种植基
地。

“三叶青又名‘金线吊葫芦’，
具有清热解毒、祛风化痰、活血止
痛的功效，主治小儿高热惊厥、痢
疾、肝炎，外用治毒蛇咬伤、跌打
损伤等。”傅长泳说，在他的记忆
里，三叶青是祖辈的常用药，当地

人都称三叶青为“药王”，“药王
谷”由此得名。

走进“药王谷”，入目所及绿
意盎然，各式栽培的三叶青生机
勃勃。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闲置的荒山。

2009 年，在外创业并积累一
定资本的傅长泳回老家发展农
业。他流转了村里荒废的土地，
投入 100 多万元种植三叶青。可
天有不测风云，刚开始大面积种
植就遭遇了病虫害、洪涝等多重
打击，投入的百万资金血本无归。

2014 年，不服输的傅长泳到
全国各地考察和学习三叶青种植
技术，并通过政府部门牵线搭桥，
寻求到了专家、院校的帮助，终于
克服了困难，掌握了三叶青种植
要领。

重振旗鼓后，傅长泳的三叶青
种植基地里融入了更多科技化元
素，智能控温控湿的育苗大棚、定制
的遮阴网等先进的种植技术都成

了傅长泳的底气，他将三叶青种植
基地越办越大。如今，“药王谷”600
亩的三叶青管理得井井有条，昔日
的荒山成了当地的“金山银山”。

“去年基地的三叶青收益达
170余万元。”傅长泳介绍，三叶青
的生长周期需四年，只要管理得
当，基本亩产在 400 公斤左右，按
照 300元每公斤的收购价格，亩产
约 12万元，刨去每亩成本 5万元，
净收入有 7万元，而前期投入的大
棚等技术设施还可以继续使用。

看着傅长泳的三叶青种植基
地越做越大，周边不少村民也纷纷
上门取经。作为产业带头人，傅长
泳不仅无偿共享三叶青种植技术，
还将培育的种苗低价或免费提供
给种植户。“2018年，我们申请了社
会化服务项目，政府补助一部分，
我们自筹一部分，对有意向种植三
叶青的低收入农户进行帮扶，提供
免费的苗木、种植袋和技术指导，
并与他们签订兜底回收协议，带动

农户一起种植三叶青。”傅长泳介
绍，如今，三叶青还成了当地的精
准扶贫产业，他还承担了 13 亩扶
贫三叶青托管工作。

“现在每年靠种三叶青有五六
万块钱的收入。”今年 60岁的唐家
育是梭溪塘岭村人，他和妻子都在

“药王谷”打工，对于这份既能顾家
又能挣钱的工作非常满意。

“三叶青是遂昌非常地道、传
统的药材，在傅长泳的带动下，全
县三叶青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200
亩。”县农业局总农艺师朱金星介
绍，2019年，遂昌三叶青还获得了
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站在山腰俯瞰“药王谷”，傅
长泳坚定地说：“我准备将基地再
扩大 200亩，并将‘药王谷’打造成
农旅融合的点位，相信未来遂昌
三叶青的品牌会更加响亮。”

遂昌：700亩荒山变“药谷”

6月17日，遂昌县工商联组织义乌遂昌商会企业家来到遂昌县民族中学进行
慈善助学活动。本次结对35名贫困学子，对每位学子每年资助4000元助学金，直
至初中毕业，三年接力捐助金额超35万元。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周慧敏 刘鸯鸯 摄

秀山丽水“小园丁” 共建共享“大花园”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丽水实践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邓
媛 邹珊炜）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了重点领域食品安全大检查工
作，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防疫
情反弹。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管部
门共出动 1721 人次，检查各类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 1109家，摸排鱼类、肉类等
进口原料及食品市场主体数 180个，冷
库 405个，抽检各类食品 350批次。虽
然抽检食品核酸检测均呈阴性，但执
法人员还是发现部分经营户存在台账
管理不规范、经营场所卫生不达标等
问题 31个，并当场要求其整改。

据了解，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莲都区
市场监管局联合市疾控中心，第一时
间对市区灯塔、天宁、九里、府前、仓
前、水东 6 个农贸市场、疏导点，大润
发、世纪联华、新嬉里 3 家大型超市以
及 4 家冻品经营单位进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主要针对水产品、牛羊肉等物

体表面采样和经营户咽拭子采样进行
检测。

此次检测的重点是生鲜、冷冻畜
禽肉类、水产品及其制品为重点品种，
以各类经营生鲜、冷冻肉品及水产品
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含附设冷库）、
专业冷冻冷藏库房、超市、便利店、食
杂店以及肉类和水产品使用量大的餐
饮服务单位等经营者，全面排查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中，重点检查了餐饮服务单
位的原材料进货、食品加工制作、餐饮
具清洗消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并
对餐饮单位海鲜、猪牛羊肉的进货查
验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坚
决禁止在餐饮环节购买和使用来源不
明的肉类、水产品等食品原料。同时，
莲都区餐饮联盟还发布了倡议书，带
头停售三文鱼等生食海产品并加强重
点环节食品自查等行业自律。

抽检各类食品350批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

我市开展重点领域
食品安全大检查

古老的景宁畲
族婚嫁名列国家级
非遗名录。入夏以
来，景宁畲族自治县
大均畲乡之窗新推
出的畲族婚嫁互动
表 演 赢 得 游 客 青
睐。新增的“猜猜哪
位是当日新娘”等环
节乐翻了一拨拨前
来体验畲族风情的
游客，掀起夏季游畲
乡的热潮。

记者 陈炜 特约
摄影记者 李肃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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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真）昨日，《处州
文献集成》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
行，这也标志着，这一传承丽水文脉的
大型文化工程正式启动，开始进入实
施阶段。

历代文献著述是一座城市的文脉
所繁、斯文所系，是一座城市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丽水自隋开皇九年（589）
置州至清末的 1300 余年，有记载关于
本地的乡邦文献就有 1400 种之多，但
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现存世
可查阅到的约 400种，这些古籍大多为
珍本、善本、孤本，亟需进行科学的整
理与保护。

对于古籍的编纂抢救工程，丽水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于 2018 年、
2019年、2020年连续三次将《处州文献
集成》编纂工程写入了《丽水市政府工
作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处州文献
集成》是丽水的文化品牌，要启动、实
施、抓好此项工作。

在 18日的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学术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的多位专
家学者明确了《处州文献集成》的编纂
任务、质量标准、工作步骤等细节。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处州文献集

成》编纂工作计划用三年半时间，将辛
亥革命（1912年）之前的处州地方文献
影印出版。

根据编纂安排，《处州文献集成》
共分 5 辑，前三辑将以时间顺序，分为
唐宋文献、元明文献和清代文献。第
四辑专门收录畲族文献，第五辑则收
录处州方志文献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舆
图著作。

目前，《处州文献集成》编纂出版
招标工作已完成，按照编纂工程计划，
今年 12月将完成第一辑（唐宋文献）编
纂出版任务。

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历史文献著述进行整理
与编纂，不仅于学术研究、地方资源开
发、地方经济建设、地方文化建设、政
府决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
这些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保存与研究，
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提高城市知名度，弘扬城市精神，传播
城市文明，促进城市文化的深入研究，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保护文化遗产，促进薪火传
承，可以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伟业。

《处州文献集成》编纂工程
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