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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实践活动，近日，丽水市卫生健康系统在各县市全面开展“我为‘七一’添
光彩 百场千医”大型义诊活动。图为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驻庆元分
院专家，在庆元县市民广
场开展义诊服务。

记者 陈炜 吴丽萍
通讯员 吴维红 摄

6月20日上午，缙云县石笕乡献礼建党百年系列活动，首届插秧节暨
“共享稻田”认领签约仪式成功举办。浑水摸鱼、稻田拔河、插秧比赛、耕
牛犁田……认领了高山梯田的田主们在水田里乐翻天，体验别样农耕乐
趣，感受大山里的田园生活。 通讯员 徐静 摄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叶炜
婷 通讯员 叶萍 王亚成）传承红
色基因，守住红色根脉。“七一”前
夕，龙泉在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龙泉市烈士英名录碑揭碑仪式暨
纪念建党 100周年活动。

龙泉是革命热土，在革命战争
年代，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

后继，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先后有宗孟平、许信焜等128位烈士
长眠于此。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作
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是开展党
性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
综合性基地，将革命烈士英名录碑
建在此，旨在从革命先烈的伟大精
神中汲取坚定信念、不畏艰难、敢于

胜利的强大力量，激励我们更加坚
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据了解，龙泉市革命烈士英名
录碑于今年 5月份开始筹备建设，
碑上刻有不同时期牺牲在龙泉或
龙泉籍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名
字，共计 128位。龙泉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造革命

烈士英名录碑，是为了致敬烈士们
不灭的英魂，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缅
怀革命烈士，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一百周年。

当天，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党
员宣誓墙也正式落成对外开放。

龙泉举行革命烈士英名录碑揭碑仪式

近日，庆元二中学术交流中心歌声嘹亮，激情飞扬，“讴歌党史伟业·唱响时代赞歌”庆元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县干部职工合唱大赛在
这里举行。来自19个乡镇（街道）及联系部门的19支代表队和1支表演队伍共1100多名干部职工激情放歌，整个比赛现场热情四溢，他们用音乐感悟百
年党史，用歌声唱响时代旋律。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姚家飞 刘梦丹 摄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叶冬军 周锦萍）“以往这里经常
有茶农和茶贩站在路口交易，车
来车往的，看着可危险了，听说发
生过很多次交通事故。现在安装
了隔离网，就感觉安全多了。”日
前，随着松阳县 S222 省道与长松
东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茶青市场增
设了金属隔离网，村民和茶农的
安全感提升了不少。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
实践活动之一，今年以来，松阳县
通过“交通安全百日大整治”专项
行动，在全县展开了交通安全隐
患大排查，并通过实施多项有针
对性的整治举措，确保百姓出行
安全。

据介绍，在今年 3 月 18 日召
开的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征求意见
座谈会上，省人大代表对松阳县
域内的几个交通安全隐患点提出
了整治意见。随后，松阳县公安
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
育整顿为契机，第一时间在全县
开展了“交通安全百日大整治”专
项行动。在 S222省道与长松东路
交叉路口的茶青市场附近增设隔
离网便是此次专项行动中的一项

整治内容。仅此一项看似平常的
安全措施，就让事故发生率在三
个月内同比下降了 56%，且未发生
一起亡人事故。

与此同时，松阳交警部门还
加大了对于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
力度。今年以来，已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 58980起，其中酒驾醉驾 91
起，货车超限超载 222 起，三轮车
违法载人查获 154 起，行政拘留 8
人。有效地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
率。

“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才能
营造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据松
阳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针对各乡镇的道路交通事故
情况，公安部门已多次联合各乡
镇，对辖区内的事故多发路段进行
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借助

“送戏下乡”“疫苗接种”等时机，执
法人员还深入乡镇、街道，把交通
安全宣传和整治行动有机结合起
来，并组织警力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巡回宣讲，使安全文明出
行意识深入人心。

松阳打出交通整治“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陈建清）日前，我市发布 2021
年度职称评审计划，启动年度职
称评审工作。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
到，今年我市将进一步加强职称
评审规范管理。在规范评价标准
上，要求各中（高）评委按照将定
性评价标准逐步转变为评价全
面、考核刚性、业绩导向清晰的量
化指标体系，并坚持把品德放在
专业技术人才评价的首位，对学
术 造 假 等 行 为 实 行“ 一 票 否 决
制”。

在 规 范 评 审 程 序 上 ，各 县
（市、区）人力社保局、各中（高）评
委要根据全市年度职称评审计划
制定发布本地、本系列（专业）年
度职称评审计划和通知。各评委

会、自主评聘单位分别根据评审
计划和评聘规划，组织开展职称
评审和评聘工作，召开评审会议
前 5 个工作日向各级人力社保部
门报告本年度申报人员资格审
查、评前公示和评委会组成等情
况 ，经 同 意 后 方 可 召 开 评 审 会
议。各高评委还需同时报省级备
案。

在 规 范 评 审 监 督 上 ，各 中
（高）评委、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及
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分别开展职称
评审自查自纠、日常考核和巡查
工作。经复审发现评委会存在不
完善不规范的行为，人力社保部
门将责令各评委会按规定整改，
整改不到位或者存在严重违规行
为的，可按规定暂停甚至取消评
审权限。

我市启动2021年度
职称评审工作

随着暑假的临近，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又将迎来新的一波旅游小
高峰。位于该村的先锋书店和一批精品民宿受到热捧，前来打卡的游客
络绎不绝。近年来，松阳县四都乡以“生态、农业、旅游”为载体，利用其
独特的地理气候、生态资源和乡村优势，将村闲置房产、土地、山林等统
一租赁到村集体，高标准推进精品民宿建设、文旅综合体，让昔日的“空
心村”“空心房”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翁恺科 刘俊杰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黄晓俊 通
讯员 张靓 胡春麒 项素兰）“这个
大棚能掌握最适合灵芝生长的温
度、湿度等，可以把这些数据运用到
乡下的仿野生灵芝基地，更好地保
证灵芝的品质和产量。”日前，位于
龙泉的浙江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郭秀良，说起“数字化”赋能
提升农业种植水平时直言，“公司年
产能比以前提升了 4倍多。”

为传统农业装上科技的翅膀，
龙泉农业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科
技与传统农业碰撞融合，数字农业
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正悄然改变着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食用菌是龙泉农民增收的第一
大支柱产业，产值超 10亿元。随着

国内食用菌市场的竞争加剧，该产
业面临着巨大压力，要冲出重围，走
数字化道路尤为关键。

科达公司是当地灵芝栽培行业
龙头企业之一，2017 年开始着手数
字农业项目建设，将数字经济全面
赋能食用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
各环节。在公司的科技试验田里，
一段段灵芝菌棒已经埋入栽培基质
中，LED显示屏上实时更新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等数据。

郭秀良介绍，公司还在产品加
工环节、机器设备等方面投入资金，
进行全面更新升级，让产业真正具
备竞争优势。多年来，他切身感受
到“数字农业”释放的红利，“通过数
字化改造，工人的需求量有所下降，

但产值却在不断上升，原来一个工
人一天有 1000 元的产值，现在可以
达到 3000至 4000元。”

浙江森之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抢抓机遇，投入 3900 万元建设智能
化实验室，配置数字化灵芝自控提
取纯化、超低温破壁、全自动胶囊填
充等生产线，进一步提升灵芝精深
加工技术。

数字农业正在向其他产业推
进。兰树英家庭农场从 2005年开始
接触“数字农业”，2020年，负责人兰
树英引进荷兰的升降技术，种植 8亩

“空中草莓”，让草莓种植远离地面，
同时，利用传感实时在线数据，实行
精准化种养，实现草莓种植优质、高
产、高效。

“区别于传统农业，数字农业没
有明显的季节性，可以根据农作物
需求进行施肥、增温、控制湿度等，
还可以套种蔬菜、水果等，一年四
季的复种率很高。”兰树英说，如
今，手机成了农民的“新农具”，通
过手机APP操控即可实现开关棚顶
薄膜，自动化喷洒水雾，并控制大
棚内的温度、湿度，有效避免农作
物受损。

2019 年以来，龙泉市共安排实
施省级农业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示
范建设重点项目 12个，其中数字农
业产业发展项目 10个、数字农旅融
合类项目 2个，数字化农业浪潮正在
加速推进。

科技与传统融合

龙泉加速推进数字化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 阮春生 通讯员 吴爱玲

排排光伏板，整齐划一地排列
在碧湖平原上。亮眼的阳光下，折
射出宝石蓝光芒。走进丽水市莲都
区缸窑村，光伏与农作物“套种”成
为一道独特风景，也成为村民产业
增收、奔向共同富裕的“绿色银行”。

“一座光伏电站，就像是一座
‘大银行’，每年可直接为村民增收
800多万元！”6月 11日，正在两排光
伏板之间的地里察看庄稼长势的

“栋下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伟
波，笑着对前来服务的国网丽水市
莲都区供电公司供电员工说。

手扶铁锹，后脚蹬地，前脚用力
一踩，一窝土豆就掀出了地面。“底下

可以种瓜果，上头光伏板晒晒太阳就
能生钱，真好！”董伟波说，自从光伏电
站建成投运，他每天都“泡”在基地里。

为了确保山区光伏项目早受益，
供电公司实行“一单清”服务，细致梳
理光伏结算流程，建立“月结月付”高
效机制，做到按月结算、月结月清，让
村民光伏款到账更及时、更精确。

这座光伏电站，是以农业专业
合作社的方式来运行。过去，合作
社带领群众“种蔬菜、种水果”，如今
带领大家“种光伏”，既新鲜，又丰
收，还稳定。

光伏发电站占地 190亩，装机总
容量为 1.1 万千瓦。缸窑村 30 户村
民投资了该光伏项目，成为了光伏
电站的股东。55岁的汤定勇就是股

东之一，“我投资了 40万元资金，现
在每年光伏分红能拿到 6万元，不到
7年就能收回成本，另外我还在基地
上班，每个月能拿到 4500元工资，一
家人的收入比过去翻了好几倍。”

“啥也不用干也能收钱，以前 10
万元放在银行存定期，一年利息3000
元左右，现在 10万元钱投资光伏，一
年分红有1.3万元，足足多了1万元。”
光伏电站股东、缸窑村的李春华，说起

“光伏助农”收益，脸上笑开了花。
光伏板下以间种、套种的方式，

栽种瓜果、养殖水产，农光伏资源共
享，提高了土地利用
效率，让农民有了双
份收益。莲都区发
改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光伏板下种植的果树，明年可
投产。预计白枇杷产量达 1万公斤，
年收益 40 万元；脆皮金桔产量达
2500公斤，年收益 10万元。”

在莲都区，像缸窑村这样的山
区光伏项目还有 8个。发展光伏产
业，让阳光照亮村民的增收路。

“农光互补”“屋顶光伏”，就像
一份“阳光存折”，为群众致富存下
了座座“金山”。2020 年，丽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637元，同比
增长 7.8%，增幅已连续第十二个年
头位列浙江省第一。

莲都区发展光伏与农作物“套种”新产业——

跟随“阳光”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杜鹃）6 月 25 日下午，2021 年
全市电力工作推进会举行。会议
总结了 2020 年全市电力工作，分
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动员全市上
下进一步统一共识、明确目标、落
实责任，加快推进多元融合高弹
性电网建设，为全市高水平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清洁低碳
的电力支撑。

过去一年，我市电力部门围
绕“ 一 带 三 区 ”发 展 规 划 ，构 建

“169”战略落地行动体系，高站位
探索我市“国家级零碳能源互联
网示范”建设，助力丽水打造“全
国碳中和示范区”。全年超额完
成主网“123”工程，开工 500 千伏
丽西输变电工程，投产 220千伏金
亭变等重点项目 15 项，结束 220
千伏电压等级单线单变时代，新
开工变电 75 万千伏安、线路 207
公里，投产变电 69万千伏安、线路
342公里，均创历年之最。并在防
疫复产、民生保障、脱贫攻坚、营
商环境等方面勇于担当作为，全
力支撑丽水“双碳”发展和重要窗
口建设。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我市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打造新增长极的起跑之年。电力
部门将以一域服务全局的态度和
作为，启动电力支撑服务丽水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
动，加快推进多元融合高弹性服
务“两高”重要窗口建设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举措落地，实施电力“五
大工程”：坚强电网工程，全力支
撑丽水高质量发展;清洁低碳工
程，全力服务“中国碳中和先行
区”创建;电力先行工程，全力赋能
美丽乡村建设;优质服务工程，全
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供电保障工
程，全力营造和谐用电氛围。

会议要求，实施好电网建设
不仅直接影响丽水电网“十四五”
发展规划的落地，更重要的是影
响到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各级
政府和有关单位要认清形势，迎
难而上，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合
力推进全市电网建设，为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和全市高水
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努力奋斗。

会上，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缙云县政府先后作交
流发言。

全市电力工作推进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