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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敏 吴丽
萍 通 讯 员 姚 庆 朋 鲍 伟 红
毛时强）日前，庆元县 4 家企业
参与起草的竹砧板国家标准
正式实施，这也是庆元企业参
与起草的第三个竹制品类国
家标准。

该 标 准 适 用 于 以 竹 材 为
主要原材料制成的竹砧板，重
点对竹砧板感观要求，规格尺
寸 允 许 偏 差 ，以 及 适 用 面 硬
度、含水率、静曲强度、浸渍剥
离等物理力学性能提出了相
应的要求。同时强调竹砧板
生产企业 (生产加工者 )的卫生
安全管理责任，以确保竹砧板
作为与食品接触制品的卫生
安全。

据悉，竹砧板国家标准由全
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湖南省林业科学院、中国国

际竹藤中心以及来自浙江、湖
南等省的 12家企业共同负责起
草，于去年 4月 28日正式发布，
11月 1日实施。

近年来，庆元积极支持企
业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
和浙江制造标准工作，并出台
相应奖励政策，对主导或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浙
江制造标准的企业给予资金
奖励。

庆元市场监管局积极引导
竹制品、铅笔、食用菌等优势行
业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同行业先
进技术，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对接，着力提高产品质量
及技术含量，提升优势行业市
场话语权。截至目前，全县企
业 累 计 参 与 制 定 国 家 标 准 7
项、行业标准 19 项，浙江制造
标准 9项。

庆元企业参与起草

竹砧板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
讯 员 鲍 艳）日 前 ，省 农 业 农
村厅公布了 2020 年度种植业

“ 五 园 ”（放 心 菜 园 、生 态 茶
园 、精 品 果 园 、道 地 药 园 、特
色菌园）省级示范基地名单，
共 263 个，其中我市庆元县欣
兴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放心菜
园 等 41 个 基 地 榜 上 有 名 ，数
量全省第一。

据了解，自 2018年以来，我
省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在全
国率先开展种植业“五园”创
建。我市发挥本地优势，以点
带面、精准发力，把“五园”创建
作为主导产业提质增效、绿色
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夯实生
产基础、提升设施设备、集成熟
化技术、规范管理制度，打造了
一批“功能布局合理、设施设备
齐全、产出安全高效、管理制度
完 善 、品 牌 效 益 凸 显 ”的“ 五
园”。截至目前，我市共创成 91

家 省 级 示 范 基 地 ，覆 盖 面 积
31546亩，产值 4.3亿元，有效带
动 17371户农户增收。

为抢抓先机，我市制订三
年（2018-2020 年）创建行动计
划，要求基地严格按照标准进
行省“五园”创建，切实加强全
过程管理。同时，将“五园”创
建要求纳入到全市农村实用
人 才 培 训 课 程 ，并 邀 请 农 业
专 家 到 现 场 开 展 技 术 指 导 ，
不 断 提 升 基 地 的 创 建 水 平 ；
经 常 性 开 展 互 学 互 评 互 比 ，
共 同 提 升 ，每 名 农 业 专 家 挂
钩 联 系 一 个 园 ，做 好 全 程 技
术指导工作，确保“五园”创建
的整体水平。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阶段
性成果为新起点，加快推进“全
国名特优新高品质农产品全程
质量控制试点市”创建工作，争
当全国领先的品质农业示范
区，实现绿色富农。

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我市去年成功创建
41个省级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通
讯员 兰荣霞 雷剑飞）“只要我
们有需要，一个电话他就会帮
我们带过来，他很关心我们的
生活，经常会陪我们聊聊天。”
昨日，云和县崇头镇下垟村留
守老人雷姵花感激地说，她常
年住在村里，出行不便，子女们
又忙于工作，家里的柴米油盐
都是“三助公益服务”队员刘岩
斌一手代办，就像自家孩子一
样贴心。

下垟村距离云和县城 22公
里，海拔 700 多米，村里的年轻
人大多外出创业务工，留在村
里的 70%以上是“下不了山，进
不了城”的老年人。一段时间
下来，刘岩斌的暖心服务备受
老人们好评。

由于农村“空心化”“老龄
化”问题，山区留守老人“购物
远、购物难、办事难”等问题不
断凸显。为此，云和积极探索
山区留守老人“三助公益服务”
制度，为全县 3300 余名留守老
人“团购”服务套餐。

老人点单，政府买单。云和
通过购买服务，让包括刘岩斌
在内的 10名开展乡村货物配送
的个体工商户担任“服务员”，
让他们就近为老人提供代购物
品、代办事项、代送物资服务，
打通服务山区留守老人“最后
一公里”。根据县里要求，他们

每周必须进村一次，并根据服
务质量评价等级给予服务补
助。

洪广法是安溪畲族乡下村
村的“三助公益服务”队员,入冬
后天气转冷，老人们的冷暖成了
他心头最记挂的事，虽然有时没
有接到老人的“订单”，他也要进
村一趟，为每位老人定制服务，
成了老人们的贴心人。

“张大爷爱吃饼干，但不喜
欢太甜的。”“王大妈儿子定期会
捎菜来村里。”……村里老人的
情况，洪广法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说：“天冷了，不少老人托我代
买取暖用品，安全又成了我最担
心的事，所以每天都去村里串串
门，我才安心。”

下村村村民林金珠激动地
说：“广法就像我们的家里人一
样，遇到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
力量帮助我们。”

“‘三助公益服务’制度的
推出，极大地方便了农村留守
老人的生产生活。”云和县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云
和将聚力民生改善，立足县情
实际，推出更多符合需求的创
新做法，方便农村留守老人生
产生活，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代购物品 代办事项 代送物资

云和3300余名留守老人
乐享贴心“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周
华 潘永柱）昨日是元旦假期后首个
上班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
态林业发展中心组织广大林业干部
职工前往白云山义务植树，200余株
枫香将进一步扮靓规划中的白云森
林公园东入口。

一来到种植现场——白云山生态
林场黄泥塘区块，大家便分头行动，扶
正树苗、用心培土、精心夯实、小心浇
水，细心的人还将新栽树木周边的杂
草进行了清理，为它们营造良好的生
长空间。经过大家的默契配合，200余

株枫香等苗木就顺利安下新家。
白云生态林场副场长叶和军介

绍，枫香喜阳、耐瘠薄，当天的种植场
地选在黄泥塘区块一山脊处，“白云
森林公园迎城面树种呈现的颜色偏
单一，种下的这批枫香能够在深秋季
节为丽水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

据了解，本次植树地点白云山生
态林场黄泥塘区块，是 2020 年白云
国家森林公园提升工程（林相改造一
期）项目，计划连续五年每年投资
850万元，对相关区块进行林相改造
和景观提升，修复古道和新建游步道

约 1.3万米，新建瞭望台或凉亭 4座，
新建潘山岙梅花园 30亩。

同一天，全市九县（市、区）以
“共建学子林”“一村万树示范村”等
形式，积极投身于义务植树热潮中
来，共有 935 人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共植树 173 亩 6390 株，其中珍贵树
种 4230株，全民持续参与义务植树、
共建绿色家园已成为丽水迎春绿色
风尚。

本次活动旨在迅速掀起全民义
务植树高潮，高质量推进新增百万亩
国土绿化行动。

近年来，我市根据省委省政府关
于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行动部署，制
定出台《丽水市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
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4年）》，明确
目标任务、建设要求和保障措施，为
五年行动提供了政策保障。

《方案》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推进国土绿化美化，大力实施山
地、坡地、城市、乡村、通道“五大森
林”建设，力争到 2024 年底，全市完
成造林任务 36 万亩以上，全市森林
覆盖率稳定在 80%以上。同时，加快
构建严格保护森林资源的治理体系，
着力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森林日益增
长的多元需求，为高质量绿色发展和
最美大花园核心区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生态支撑。

200余株枫香安家白云森林公园东入口
元旦后上班首日全市共植树6390株

市委四届九次全会是在关键时
期召开的关键会议，提出的新要求、
新目标、新举措，完全符合丽水实际，
为丽水今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莲都作为唯一市辖
区，理应领会精神学在前、理清思路
谋在前、担当务实干在前，奋力开启
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

按照“勇当丽水发展头雁、创新
标兵、实干先锋”的要求，坚持“发
展莲都、服务市区”不动摇，牢固树
立“没有实现加快发展也是一种风
险，没有追求实现加快跨越式发展

的 意 识 、决 心 和 胆 魄 更 是 极 端 危
险”的理念，以更大力度冲破思想
障碍、破除观念藩篱，达成发展共
识，营造发展氛围，凝聚发展合力，
努力趟出一条契合莲都实际的高
质量绿色发展新路。

按照“在高质量发展前提下实
现必要适度的高速度增长”的要求，
坚持“自我加压、跳起来摘桃子”不
动摇，坚决克服和摒弃按部就班、墨
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创新运用好三
把“金钥匙”，力争“十四五”期间，发
展速度能快则快，固定资产投资突
破千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增速超过

全市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占全市份
额稳中有升。

按照“系统构建现代化生态经济
体系”的要求，坚持“产业为基、工业
为先”不动摇，主动融入“一带三区”

“一脉三城”大建设大发展，突出生态
工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平台“二
次创业”，强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意识，像爱护
眼睛一样爱护企业、像善待亲人一样
善待企业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推动生态工业高质高速发展，努
力实现GEP和GDP“两个较快增长”。

按照“全面厉行‘丽水之干’”的

要求，坚持“担当作为、务实苦干”不
动摇，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切实增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的行动自觉，以“五大工作制度”引领
各级党员干部聚精会神谋发展、集中
精力干事业、心无旁骛抓落实，把宏
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促进全区人
民走向共同富裕，以实实在在的发展
成效取信于民。

总 之 ，我 们 必 将 结 合 莲 都 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吹响加快发展集结号，奏
出担当实干最强音，开创发展莲都
新局面。

奋力开创发展莲都新局面
丽水市委常委、莲都区委书记 徐光文

本报记者 叶江 通讯员 李俊

“这哪是单纯的绿道，明明是一条
串起景点的长线啊，一路都是风景。”
今年元旦假期第一天，来自江苏张家
港的周里晖一大早就来到了缙云县仙
都景区，他说他的“任务”就是把全长
6.6公里的仙都风情绿道给走完。

不仅仅是周里晖，如今，慕名来
仙都风情绿道散步、跑步、轮滑、摄
影、骑行的市民游客越来越多，绿道
已然成为大家的“新宠”。不仅如此，
该绿道串联了 5 个旅游特色村庄、7
个景点、2 家度假酒店，沿线集聚民
宿 229家，惠及居民 1万多人，累计吸
引游客 942 万人次。景区 2018 年实
现旅游总收入 1.88亿元，2019年 2.24
亿元，同比增长 14%。

实施绿道建设，是落实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高质量绿
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省大花园
建设的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2018

年 4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丽水大
花园要谋划建设从龙泉到温州旗帜
性项目瓯江绿道的指示精神，丽水开
展瓯江绿道建设三年行动。经过三
年努力，累计建成绿道 2973公里，里
程数居全省第一。实现瓯江绿道主
线基本贯通，有机串联起 114 个城
镇、1080个村庄、105个 2A以上景区
和 1943 家民宿（农家乐），惠及人口
140余万人。

丽水的绿道建设遵循自然之道开
发的原则，按照打造原生态、本土性、
人文化绿道建设的要求，使绿道与自
然人文环境融于一体，并精心构思绿
道周边配套设施。如龙泉金村溯源绿
道，以“海丝之源·探瓷寻踪”为主题，
串联起大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村
古码头遗址、金村古村落等“三古”资
源，开展了传统龙窑点火仪式、海丝码
头探秘等一系列活动，2018—2020年
共接待旅游人数 34.8万人次，实现收
益3500万元；松阳松阴溪滨水绿道，依

托沿线存量资源精心打造的独山驿
站、黄圩驿站、石门廊桥、水文公园等
一批兼具设计感和功能性的高品质文
旅空间，先后5次亮相德国Aedes建筑
论坛、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法兰克
福书展等国际展台。

“这条绿道很方便，平时出行都
会走，而且带来了不少游客，生意红
火了不少。”云和县石塘镇联合村村
民雷穆英在村里经营“仙茶谷”农家
乐，同时她也是镇里农民导游的一
员，对于云和环湖绿道石塘段最有发
言权，“绿道将零散的村庄有效连接，
方便了沿线 30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
行，也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采摘、销
售，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丽水以瓯江绿道为纽带，着力推
动基础设施向郊区延伸、公共服务向
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乡村传播，拓
宽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如缙云舒
洪仁岸村麦香绿道，串联村庄、农耕
园、杨梅采摘园等特色节点，通过举

办杨梅节、麦浪乡村音乐节等活动，
发展绿道沿线产业经济，2020年实现
杨梅产值 5000 多万元、麦香产业产
值 4000 多万元，助力村集体经济收
入和村民经济收入双增收。

与此同时，丽水发挥绿道“赛道”
作用带动全民健身，大力发展群众性
健身运动。2018-2020 年，丽水依托
绿道共举办马拉松、徒步、自行车、定
向越野、登山等赛事活动近 300 场
次，打造形成了庆元廊桥越野赛、畲
乡绿道彩虹跑等一系列户外运动赛
事品牌。2019年，丽水成功举办全国
首个城市 50 公里“超级马拉松赛”，
吸引世界各地 1.35万位选手参赛，取
得 5552万元的赛事综合效益。2020
年举办“绿道宣传推介周”系列活动，
共 3.5 万多人次参加，掀起了全民共
享绿道建设成果的热潮。

建成2973公里，串联1080个村庄，惠及140余万人口——

瓯江绿道点亮丽水幸福新生活

眼下正值黑木耳采收季。近日，庆元县竹口镇的黑木耳种植基地里，一排排菌棒上的黑木耳长势喜人，工人们忙
着采收。近年来，庆元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走出了一条山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吴春平 摄
采收黑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