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2127450 ■文字信箱：lsrbybb@163.com

要 闻
YAO WEN 22021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季凌云 版面设计 杨祝娟

值班编委 陈 安

夜班主任 蓝东海

审读 陈良东 吴芬芬

夜班编辑 潜艺之

二至六版校对 陈 琳

夜班美编 刘骁熠

广告校对 蓝小花

电脑组版

一版 徐 晟

二、四、六版 李红伟

三、五版 余黄莹

七、八版 徐旸炀

常 创 文 明 城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史瑶靓）日前，经市政府同意，《丽
水市区域卫生“十四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由市发改委、市卫
健委联合印发实施。《规划》对全市
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架构和
卫生资源配置提出了总体要求，为
设置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指引，
为安排卫生健康领域政府投资计
划提供主要依据，也是社会力量举
办医疗卫生事业的参考指南。

《规划》结合《浙江省医疗卫生
服 务 体 系 暨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十 四
五”规划》等相关指标要求，设置了
14 项发展指标。《规划》提出，要按
照需求导向、统筹协调，政府主导、
多元共建，平急结合、中西并重，改
革驱动、系统整合的基本原则加以
推进。

《规划》主要分为总体思路、机
构设置与功能定位、主要卫生资源
配置、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五个章
节，其中重点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高水平医疗服务
体系、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全
人全周期健康保障网络、智慧互联

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
等五大重点任务。

《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公共
卫生服务更加公平可及，基层医疗
卫生基础显著增强，县域医疗卫生
服务走在全省山区 26县前列，市级
医疗技术与服务品质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医防融合、医养结合机制
更加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
效能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医疗卫生
服 务 需 求 基 本 满 足 ，形 成 体 系 完
整、分工明确、密切协作、运行高
效、服务优质、整体智治的整合型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打造成浙西南
区域医疗高地，为卫生健康现代化
发展奠定基础。

《规划》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切实加强领导，把区域卫生规划
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加强部
门联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要强
化规划的监督和评价，建立区域卫
生规划实施和资源配置的监督考
核评价机制，确保规划落地实施。

我市发布《丽水市区域卫生“十四五”规划》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周
华）近日，中国土地学会以《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政策
与实践》为主题，以视频会议形式
面向全国范围举办了第四期“土地
大讲堂”。

讲座中，自然资源部生态保护
和修复专家周妍博士将瓯江源头
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作为四大实践案例中
唯一在建工程进行重点推介，系统
讲解了我市在“田”“水”两方面采
用的基于自然的生态保护修复做
法，介绍了我市生态堰坝微改造、
青田稻鱼共生、缙云茭鸭共生等案
例 ，对 我 市 继 承 发 扬 传 统 生 态 智
慧、制定水生态保护修复导则、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做法给予
了充分肯定。

瓯江山水工程于今年 6月列入
国家“十四五”时期第一批（十个）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 工 程 ，项 目 总 投 资 共 计 55.3 亿

元，其中获得中央奖补资金 20 亿
元，是迄今为止我市获得中央财政
资金支持最多的单体项目，共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生态保护修复、水生态保护修
复、土地保护修复和数字赋能智慧
监管等 5 方面、56 个子项目。该工
程坚持科学实施、问题导向、系统
修复，着力在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数字化立体动态监管、GEP
与 GDP 的双向促进等方面创出特
色，聚焦“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数
字化改革、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多
样性”四大目标，努力打造本轮山
水工程标杆。

目前，工程已全面规范启动，
出台了市级资金管理办法，完成了

《水生态保护修复指南（草案）》《生
态堰坝建设与改造指引（草案）》制
定。截至 9 月底，瓯江山水工程 56
个子项目已有 35个开工建设，完成
投 资 7.19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任 务
48.5%。

我市瓯江山水工程
成为全国推广正面典型

本报讯（记者 杨敏 吴丽萍 通
讯员 郑翔珉）“刨切薄竹片产品胶
层开胶率、高压染色率，一直困扰
我们的生产环节和产品质量，借助
峰会平台牵手院校，我们有更强的
信心造出更好的产品。”近日，第十
届“智汇丽水”人才科技峰会庆元
分会暨“国家公园·康养庆元”高峰
论坛上，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顺
利与浙江农林大学签署协议，开启
校企合作，企业负责人直言对于发
展有了更强的底气。

和双枪竹木公司一样，庆元共
有 6家企业，在分会开幕式的“揭榜
挂帅”关键技术难题攻关环节上，
牵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这七项
攻关项目涉及资金 2475万元，分布
在竹材高效软化浮动式展平、锥栗
产品香气品质控制、富硒茶新品开
发、黄精提取多糖等领域。其中，
双枪竹木公司挂出的榜单最大，达
到 1180万元。

“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科
研力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

不能更进一步。”庆元县三禾元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峰会上发布了

“黄精防潮储存工艺优化”“榜单”，
该项工艺瞄准新技术手段，建立标
准化、低成本的黄精加工、精制、干
燥及储存规程，制备新型纳米蜡质
包 覆 材 料 ，将 现 有 隔 水 能 力 提 高
50%以上。“榜单”最终被东北林业
大学、浙江理工大学联合摘得，让
三禾元公司现场负责人长舒了一
口气。

庆元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 十 项 关 键 技 术 ，瞄 准 了 植 物 萃
取、健康保健、休闲养生等主攻方
向，有助于加快生物科技、运动康
养项目落地。

当下，庆元已步入国家公园时
代和铁路时代，庆元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说，庆元将坚持把人才作为创
新发展的最强驱动、最大引擎，大
力实施“人才强县”“科技兴县”战
略，广聚天下英才，撬动产业裂变，
走出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高质量
绿色发展之路。

技术招引 科技解局

高等院校揭榜攻关庆元十项技术难题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汪

峰立）“这是我们村的赵氏宗祠，距
今已有 260 多年的历史。1928 年，
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
这召开⋯⋯”日前，在缙云县壶镇镇
高潮村红色教育基地，“首席”讲解
员赵祥洪正在为前来参观学习的萧
山红山热电厂党支部人员介绍缙云
党史知识。

赵祥洪今年 71 岁，原是高潮村
的支委，他在赵氏宗祠为游客讲解
缙云一大历史和壶镇革命先烈故事
已有十多年，被当地群众和游客亲
切称呼为村里的“首席”红色讲解
员。随着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深
入，来到高潮村学习的党员群众越
来越多，老赵更加忙碌了，最多的一
天，他讲了足足 32场。

赵氏宗祠位于壶镇镇高潮村，

是中共缙云县一大召开地和后续革
命战斗堡垒，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
命故事在这里发生，并感召后人。
2018 年，为了纪念中共缙云县委成
立九十周年，缙云县启动修缮赵氏
宗祠及筹备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
大会旧址纪念馆布展工作，翻党史、
找资料、收集文物、撰写展板内容和
解说词⋯⋯赵祥洪主动参与其中，
和村党总支书记吕以明一起走街串
巷，走遍了村里 889户人家，收集整
理撰写党史故事和资料。

2018年 8月，赵氏宗祠-党史教
育基地如期修缮完成并对外开放，
前来学习考察的党支部络绎不绝，
由于村里没有专业讲解员，参与修
缮整理的赵祥洪再一次毛遂自荐担
任起了“新馆”的讲解员。

“讲解党史要对历史和将来负

责，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每个细
节都要有据可依。”说到党史，赵祥
洪一脸严谨。赵祥洪的讲解并不是
干巴巴的背诵稿件，而是根据自己
多年来的讲解经验，准备了不同版
本的解说词，这对不同年龄、文化的
参观者，都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是
一个有情怀的“党史通”。

为了让自己的党史故事更加鲜
活，赵祥洪主动研究，深入挖掘一个
个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赵祥洪听
说壶镇镇苍岭脚村的王桂良是早期
中共地下党员，与展板上的英雄人
物林艺圃、张文碧等都有交集，便多
次 上 门 了 解 当
时发生的故事，
丰 富 自 己 讲 解
词。正因如此，
赵 祥 洪 的 讲 解

经常让参观者放慢脚步，融入到情
境中去，曾经一个考察团原定只参
观半小时，因为听他的讲解着迷，竟
不由自主的延长了近一个小时。

“每年都有数万党员、游客来参
观学习。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前
来学习的党支部和党员数量倍增。
3月至今，赵氏宗祠已经接待了 251
个党支部，7600 余位党员，最多一
天接待了 32批党支部，都是老赵负
责讲解。”吕以明说，赵祥洪讲解党
史故事有温度、有真情，能引发参观
学习人员共鸣，让更多人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传承红色基因 传递党史温度

缙云71岁党员讲“红”了村里党史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赵诗卉）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 大 环 境 下 ，为 提 升 企 业 用 地 效
益，破题“寸土”生“寸金”的低碳发
展导向，市税务局以“亩均税收”指
标为基础，着力构建“低效能企业”
税收风险管理体系，运用数字化手
段，建立低效企业“一张清单”。

该体系实现了税务部门对企
业亩均税收、用电、用地等多方面
数据的赋分汇集和分级分类管理，
运用全税种指标设置和风险分析
应用手段，对低风险企业的发展提
供导向、约束，对高风险企业开展
监控，为企业绿色高效生产提供保
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经过税务部门的税收辅导，

我 们 接 下 来 会 改 进 生 产 线 ，优 化
废料处理环节。”华唯机械制造有
限 有 限 公 司 做 出 表 态 。 通 过“ 低
效 能 企 业 ”税 收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的
指引，企业将聚焦合理配置资源，
提 高 企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走 向 科
技含量高、生产附加值高、资源消
耗 低 、经 济 效 益 好 的 新 型 发 展 道
路。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
全市已有 30 家企业在税务部门监
管下提质增效，涉及土地逾千亩，
补缴税款 319 万元。“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探索低效能企业长效管理
机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助推
丽水绿色经济再上新台阶。”市税
务局主要负责人说。

税收助力企业绿色转型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王
雯静 毛进义 邹辛夷）“你们现在看
到的金黄色的蚕茧叫黄金茧，是通
过一代一代优良蚕种杂交培育的。
它和普通的蚕一样食用桑叶，吐出
的却是天然黄色的蚕丝⋯⋯”近日，
在松阳县古市镇十五里村蚕桑研学
中心，讲解员正在向游客讲解研学
中心新引进的晚秋蚕种——桂蚕
12 号，“黄金茧的丝不仅色彩华丽，
其性能也优于普通蚕丝。”游客们一
边观赏，一边拍照，很是新奇。

据介绍，桑叶曾是松阳传统农
业的“三张叶子”之一，蚕桑养殖在
松阳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明嘉靖
年间，就有教民栽桑、劝民养蚕的记
载。而古市镇曾是该县养蚕重镇，
村民素有在田间地头栽桑和养蚕自
缫土丝的习惯，后来这一产业逐渐
没落，原先的工厂也荒废了。

2020 年，古市依托深厚的农耕
文化，积极推进农文旅项目发展，将
荒废的老蚕场、老水塔、弃渣滩改造
成蚕桑研学中心，经设计、打造后，
目前已建成蚕桑研学体验馆、蚕桑
种植园以及农耕体验园等项目，在
传承蚕桑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村
集体经济增收。“依托研学中心，我
们在今年五一期间举办了桑葚采摘
节，还有多次研学活动，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给村里带来了更大的商
机，不少村民在自家开起了民宿、特
色 餐 饮 等 ，带 动 周 边 村 民 增 收 致
富。”松阳县古市镇十五里村党支部
书记谢挺华说。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松阳拥有
丰富多样的农业形态和特色农产
品，近年来该县依据不同地方农业
特色，不断创新推出各式吸引眼球
的农文旅项目，例如，因地制宜新建

了豆腐工坊、红糖工坊、白老酒工坊
等一批特色工坊，将农产品加工、体
验与旅游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参观体验。

连日来，在大东坝镇豆腐工坊，
一批来自上海、杭州的游客正在体
验手工磨豆子、做豆浆，整个豆腐工
坊豆香萦绕，在体验的同时游客们
也不忘拍照记录。“现代社会这种传
统项目都很少见了，今天带孩子过
来体验，既能让他学到知识，也让我
们想到了以前，感觉很美好。”来自
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开心地说。体验
完做豆浆，游客们还现场观摩如何
做泡豆腐，新出锅的泡豆腐大家直
接上手品尝，纷纷赞不绝口，“这个
味道很好，豆香味很浓，我们准备买
一些回去带给亲朋好友尝一尝。”游
客刘先生说。

集油豆腐加工、参观、体验于

一体的豆腐工坊，见证了石仓豆腐
这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托
工坊打造、产业合作社、公司运用，
石仓油豆腐已逐渐成为区域的一
大重要增收产业。“今年以来，我们
豆腐工坊共生产泡豆腐产品 0.7 万
斤左右，接待参与体验客人 3000 余
人，接待游客 1.5 万人，实现销售额
20 余万元。”豆腐工坊负责人项军
说。

从传统农业到农产品加工，再
到农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松阳县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乡村振兴为
目标，依托当地农业资源优势，把发
展创新农文旅项目作为当前高质量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新增长
极来推进，以小切口撬动大场景，不
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推山区县
实现共同富裕。

项目“脑洞大开”创意点子不断

松阳创新农文旅融合发展

保护非遗，你我同行。近日，由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处州薪传 2021 年丽水木偶戏展演暨中青
年传承人大赛在丽水城区处州府城举办。遂昌、青田、景宁、松阳等县的木偶剧团参与了本次大赛。艺人们以越
剧、婺剧、京剧等戏曲唱腔，将《黛玉葬花》《智斗》《纺纱》《偶人写字》《偶人泡茶》等 10 个节目，都以人偶结合的方
式，精彩地呈现给评委和观众，赢得阵阵喝彩。 记者 程子齐 特约摄影记者 於慧彪 摄

非遗木偶戏展演

为深入挖掘我市数字化改革的成果成
效，广泛发动各方充分征集更好推进数字化
改革的意见建议，高扬“丽水之干”奋斗旗
帜，努力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建
设贡献改革力量，特举行“践行改革使命 助
力共同富裕”数字化改革有奖征文比赛。力
争通过比赛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收集一批

“金点子”意见，进一步营造改革为民、改革
便民、改革惠民的浓厚氛围。

一、举办单位

主办：丽水市委改革办
承办：丽水日报社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三、征文主题

我为数字化改革建言献策，讲述身边数
字化改革故事。

四、征文要求

（一）总体要求：围绕数字化改革以来，
发生在丽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治理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既可以从个人的视
角，讲诉亲见、亲历、亲闻的身边故事，也可
以从行业、部门立场，畅叙工作、发展变革情
况；既可以为更好推进数字化改革献上一
策，也可以畅谈未来数字化改革的美好希
冀。

（二）体裁要求：体裁不限，记述文、散
文、随笔等体裁均可。文体以政论文章、散
文杂谈为主。要求观点正确、主题鲜明、文
字精练、语言生动（图文并茂更好），字数要
求在 2000 字以内。

五、投稿方式

投稿文章后面请注明作者籍贯、职业、
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投稿邮箱：371862098@QQ.com
联系人：蓝义荣
联系电话：0578-2112210。

六、评选办法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选分为
网上评选和专家评选。由丽水日报社邀请
相关人员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评的征文进
行评选。对入围的征文在处州晚报微信公
众号和丽水改革先锋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
评选。专家评选结合网上评选，最终确定评
选结果。评选结束后，通过丽水日报社各个
平台进行呈现，扩大征文效果。

七、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颁发证书及奖金 3000 元；
二等奖 3 名，颁发证书及奖金 2000 元；
三等奖 6 名，颁发证书及奖金 1000 元；
优胜奖 20 名，颁发证书及奖金 500 元。

“践行改革使命 助力共同富裕”
丽水市数字化改革有奖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