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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平很忙。采访前一天，他正
为推动青田威尼斯康养小镇的建设
而忙碌着。从一名退役后普通华侨

“打工仔”，到优秀的归国企业家——
在青田退役军人和华侨圈里，叶先平
的奋斗故事早就被传为佳话。

“部队生活告诉我，即便在逆境
中也决不放弃，始终要踏实做人、用
心做事。”在意大利打拼了 30几年的
叶先平如今大部分时间生活和工作
在青田，除了推动威尼斯康养小镇
的建设，他还张罗了不少其他事：借
助青田侨乡投资项目交易中心这一
平台，鼓励更多海外侨商回乡投资
创业；牵线搭桥，动员 13个海外侨团

支持青田支援四川平昌扶贫工作；
参与青田五水共治，担任三溪口库
区 28公里水域的华人河长之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一
名退伍军人，叶先平第一时间响应
召唤，积极投身防控第一线。“捐赠
的预防性的中药也已经通过快递寄
出。”“有生活困难的侨胞可以在群
里反馈。”……自春节以来，他忙碌
于各个意大利青田籍华侨救灾抗疫
微信群中，及时发布最新官方资讯
和辟谣信息，帮助他们做好科学防
疫等工作。

“国内疫情暴发后，了解到青田
防疫物资非常紧张就第一时间联系
了在意大利的亲朋好友，让他们收
购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叶先平

说。大年初一，他筹集到首批防疫
物资运送回国。很快，第二批、第三
批捐赠的防疫物资也源源不断运回
国内。为了购买更多抗疫物资，他
还带头捐赠了 3千欧元，他所在的意
大利西部“六省一市”华侨华人联谊
会共筹集 22400欧元。

当意大利疫情日益严峻，叶先
平又开始了另一种忙碌的生活：忙
着安抚劝留在外的侨胞；忙着将市
里、县里捐赠的防护物资送往最需
要的侨胞手中。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当过兵，
更要有担当。”叶先平说，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是对他退役军人身份
的一场使命召唤。旅居海外多年
的经历，和意大利西部“六省一市”

华 侨 华 人 联 谊 会 会 长 的 身 份 ，增
强了他抗疫救灾的责任感。作为
意大利青田总商会成立紧急救灾
抗疫小组的联络员，叶先平志愿充
当起青田县政府与海外华侨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将海外华侨的动态
反馈给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机
场服务组。

“我始终不忘自己曾经是一名
军人，心里一直装着军人的职责。”
叶先平坚定地表示，不论是战“疫”
还是创业，作为一名退伍不褪色的
军人，都有义务为社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叶先平：退役军人抗“疫”战场上的坚守

处州国防

■“老兵”风采和寻找丽水“麦香”系列报道

日前，在龙泉市竹垟
畲族乡横溪水上梯田，人
流如潮、歌声阵阵、锣鼓
声声，游客们踏着音乐节
拍，纷纷亮出水枪、水盆
等泼水工具，尽情地相互
泼洒溪水，传达诚挚的祝
福，也享受夏日的清凉。

记者 戴昕律 叶炜
婷 通讯员 殷小明 摄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山
海”牵手，“资智”推动。7月 30日
至 31 日，宁波国家高新区到丽水
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山海协作工
作，通过参观考察、召开联席会议
等形式，共谱甬丽山海协作工程
新篇章。在 7月 31日上午的两地
山海协作工作联席会议上，举行
了甬丽浙江大学校友会创新创业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近年来，校友经济逐步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高校技
术应用到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企
业家服务社会的具体形式之一。

随着合作协议顺利签约，宁

波、丽水两地浙江大学校友会将
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双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科技合
作、产业发展、人才引育、产教融
合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根据协议内容，接下来，双方
将进一步深化两地产业协同发
展，积极鼓励和支持宁波浙大校
友到丽水创办或合办高新技术企
业，协助丽水浙大校友企业或相
关机构做好“引智引才”工作，推
动宁波企业与丽水地区开展产能
对接、产用结合和产业链上下游
整合，共同助力宁波、丽水两地的
产业转型与升级。

校友经济助力山海协作

甬丽浙大校友会
签订创新创业合作协议

近日，国网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人员在10 千伏竹溪A276 线56 号杆双回路直线杆
改耐张、新增开闭所环网电缆引线搭接工作，通过线路改接，提高该段线路供电可靠性。作业当天，
该公司共出动绝缘斗臂车2辆，10余名带电作业骨干人员顶着烈日高温，经过8小时的紧密配合和不
间断作业，顺利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确保了万洋智造小镇竹溪A276线沿线所有工厂生产生活正常用
电。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吴爱玲 摄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通
讯员 麻安翊）近日，我市 2020
年度第一批“红绿标杆工地”揭
晓，全市 9个工地获评，并在九
县（市、区）范围内开展观摩交
流活动。

今年以来，市建设部门以
“红色党建”和“绿色施工”为特
色，以“智慧工地”和“标化工
地”为基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红绿标杆工地”创建活动，旨
在发挥起标杆的示范带动作
用，全面提升我市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市建设局安监办主任吴发
征介绍，此次创建活动首先将

“红色党建”作为“红绿标杆工
地”和标准化工地创建评分的重
要内容，印发相关指导意见，规
范和指导工地做到“六有一好”，
即有组织、有制度、有教育、有活
动、有场所、有标识和作用发挥

好，把建筑工地建设成为宣传贯
彻党的主张、决定和行业内先进
施工理念的重要窗口，切实发挥
工程建设中工地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目前，全市已有180余个在
建项目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共有
党员600余人。

“绿色施工”是积极倡导采
用绿色施工工艺、环保新型材
料以及装配式建筑，严格落实
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
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
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
运输和暂不开发土地临时绿化
等“七 个 100％ ”扬 尘 防 治 要
求。严格要求工地现场配备围
墙、外架、塔吊、栏杆等喷淋系
统，并在 5000平方米以上的在
建项目全面安装环境在线监测
设备，实现扬尘超标自动预警，
让项目现场变“绿”。

此外，全市建设系统全面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构建覆
盖“主管部门、企业、项目”三级
智慧监管服务体系，在 PC端和
移动终端间实现互联互通。通
过APP，市、县两级建设行业主
管部门及经授权的各工程建设
主体都可在手机等移动个人终
端随时查看施工现场的实时监
控画面，查询相关项目、企业、
人员信息，监控各地和各项目
的 PM2.5、PM10 和 噪 音 等 数
据。目前，已实现智慧工地“线
上 ”监 管 313 个 ，覆 盖 率 达
82.15%。

“我们将标化工地创建与企
业诚信评价挂钩，切实提升企业
创标积极性。通过统一挂牌，提
高评定标准，加强动态监管，实
行飞行测评，强化‘专家库’和

‘项目库’两库管理，提升标化工
地管理水平。”吴发征说。

我市推广“红绿标杆工地”
提升建设项目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龚隆淼 詹雁

入伏后的遂昌，天气难免酷热，但在遂昌县
应村乡高棠村境内，村民们却不惧酷暑、热情高
涨。原来是当地一期种植的 10亩蟠桃现已成熟，
大家正在利用晴好天气抓紧采收，现场一派忙碌
景象。

高棠村位于应村乡北部，是一个有着优越生
态环境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小山村，但因为路途遥
远、产业匮乏等因素，多年来当地村集体和村民
是手捧着“金饭碗”却过着穷日子。而这一切，在
2019年迎来了转机。

去年，在应村乡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丽水市
九心农业合作社入驻高棠村，不仅流转了 150亩
土地种植蟠桃，还为当地带去了技术指导和销售
保障。瞄准这一契机，高棠村村集体随即也流转
了 10亩土地并种下了 1100余株蟠桃苗。

如今到了丰收时节，走进该蟠桃基地内，随
处可见一颗颗硕大且饱满的蟠桃挂满枝头，而与
其相得益彰的则是高棠村村委会主任周焕兰溢
于言表的喜悦之情。“因为今年是首次挂果，亩产
仅有 200 多公斤，但按照市场价 16 元每公斤计
算，我们就能增收 3.2万元……”周焕兰在和记者
算经济账时说，待两年后果树进入丰产期，亩产
就能达到 1100 多公斤，届时他们就再也不用为

“消薄”发愁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蟠桃树种植间距要

求在 1米以上，这便为土地二次利用提供了有利
条件。于是，高棠村在往年品尝到蟠桃林套种农
作物的甜头后，又在今年套种了 40亩番薯，待到
成熟后便又能为村集体带来 6万多元的收入。

村集体有了致富法，村民自然跟着收益。他
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另一方面还能到基
地务工，可谓是一举两得。今年 67岁的钟兆富是
村里的低保户，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如
今，他不仅在家门口收起了租金、赚取了工钱，还
种下了村里赠送的 50株蟠桃苗，待来年挂果后即
可再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

“村里有了产业，在家也能挣钱，真的太好
了。”每当谈起这些，钟兆富总是忍不住地频频点
赞。

当然，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在安吉县派驻
高棠村帮扶干部毛自树看来，只有通过源源不断
地“输血”“造血”，才能有效防止村集体“返薄”、
村民“返贫”。为此，在他的指导帮助下，今年高
棠村不仅流转了 35亩土地种植蟠桃，还通过引进
安吉 12万株“白茶一号”在当地形成了初具规模
的高山茶园。此外，新建的村综合楼还将作为来
料加工和农产品的销售点，为村集体和村民“双
增收”再搭有力平台。

“有了这一系列帮扶举措和产业支撑，我们
今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预计能达到 15万元以上，
同比增长 13%。”周焕兰表示，他们将继续沿着当
前的致富路子坚定地走下去，努力把高棠村建设
成为一个美丽富裕的小康村。

遂昌小山村的
致富“良方”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蓝俊 通
讯员 周虹霞）7月31日晚，“碧湖优
选”农创集市在市区金汇广场鸣锣
开市，众多市民走进集市，积极购买
碧湖农产品，如火龙果、无花果、香
蕉、笋干等。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文
艺表演、现场拍卖、喝醋比赛等互动
环节，让集市的人气更盛。

“碧湖优选”农创集市是由莲
都区委统战部、区农业农村局和碧
湖镇共同主办，由碧湖乡贤联谊
会、碧湖农旅协会共同发起并大力
支持，是碧湖优质农产品在市区的
一次集中亮相。

碧湖素有“处州粮仓”之称，平
原上的每一个村都盛产代表性的
优质农产品，如南山杨梅、古井枇

杷、魏村西瓜、周巷莲藕、堰头茶叶
等，同时百兴菇业、鱼跃酿造、队长
食品等食品生产加工型企业也集
聚碧湖。

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在家门口
购买放心、优质的农产品，“碧湖优
选”农创集市将开放两个月，从 7
月 31日起的每周五、六、日都将在
市区金汇广场集中开市。“我们精
心打造碧湖优选农创集市，就是希
望通过本次活动，能够让更多市民
了解、认可、喜爱碧湖农产品，进而
聚焦碧湖、走进碧湖、融入碧湖，能
更加支持和帮助‘古堰小镇、碧湖
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碧湖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吴海霞在活动现场表
示。

助农增收 优选特卖

“碧湖优选”农创集市
抢滩金汇广场

本报讯 （记者 杨敏 吴丽萍
通讯员 吴梦飞 郑翔珉 兰叶玲）

“这片田地加上了‘保险’，产业发
展更有保障了。”日前，庆元龙溪乡
西溪村为福建所属一片水田建设
的防护门竣工，村委主任杨光苏第
一时间把这一喜讯群发给了意向
投资人。

这道防护门建在浙闽交界线
上，边上就是石碓坑溪，往前 3 公
里是一处连片达 21亩的水田。由
于交通不便、人员外流，水田撂荒
已有 10 多年之久。去年，邻近的
福建寿宁杨溪头村民将 3000多只
鸭子和不少黄牛散养在这里，粪
便、污水直排石碓坑溪，造成水体
氨氮、总磷含量超标，污水又汇入
福建的重要水系福安江。

“‘送一汪清水入福建’，是浙
江的承诺，也指引着我们的自觉行
动。”龙溪乡党委书记朱美良说。
水体污染看似小事，在西溪村村民
眼中却是一件影响两省发展的大
事，经过村民代表表决，杨光苏多
次前往杨溪头村沟通，最终，这些
鸭子和黄牛分批次转移到了福建
境内条件更好的养殖场里。

小事短期内得到了解决，但如
何彻底斩断污染源，成了龙溪乡思
索的“大事”。在乡政府的协调下，
杨光苏与杨溪头村相关村民达成
了土地流转的意向。去年底，由杨
光苏作为中间人，龙溪乡政府与杨
溪头村民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
土地租赁合同，约定每亩土地年租
金按 280元计算，乡里为此支付了
租金 2.94 万元。合同同时规定乡
政府对土地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到
期后还可以优先续租。

此后，龙溪乡对这片土地进行
了初步改造，养鸭场遗留的水塘淤
泥被清空，土地得以平整。同时，
乡里建立河道长效保洁管理制度，
全乡 6 个村每个村都设有一名保
洁员，负责 30 多公里长的河道日
常保洁，村委会还和乡政府签订了
保洁协议。

朱美良说，如今石碓坑溪的水
质经过多次检测，均符合相关要
求。乡里已经多次推介了这片流
转地，并明确要求意向投资商必须
具备生态产业发展资质。“根据工
作进度，我们将在本月底进行公开
招标。”

为送一汪清水入福建

庆元龙溪乡跨省
流转土地21亩

8月3日, 遂昌县举行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挂牌仪式。依托省级
“三优”指导中心，整合各类资源优势，县妇计中心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和考核等工作，进一步规范
实施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通讯员 胡霞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