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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新时代 迈向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引发参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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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兴丽水 挺进共富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周敏岚

漫步万亩生态茶园，呼吸纯净新
鲜的空气；走进现代化有机茶企，亲
眼见证茶叶“变身”的奥妙；游历“六
茶共舞”茶文化街区，体验优哉游哉
的生活新方式……在松古平原西北
首，十二都源和松阴溪交汇处，有一
处独具韵味的茶香小村——横溪村。

作为“浙西南茶叶第一镇”新兴
镇政府驻地村，横溪村建有 1280 余
亩生态茶园。近年来，横溪村立足自
身优势，以做大做强茶产业为目标，
不断拉伸产业链条，全力推动茶文旅
融合、产村融合、“生态+”融合，蹚出
了一条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推动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目前，横溪村培育茶企、茶叶加
工户 110余家，全村 80%的人口从事
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 9000余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6万元；2021年
旅游人数突破 63.9万人次，成功创建
省 3A 级景区村、省电子商务村。一
片“小小绿叶”变身“致富金叶”，让横
溪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又有

“金山银山”的内涵。

从“一片茶叶”到“一杯好茶”

横溪村地处丘陵缓坡，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适宜茶树生长。“我们
这里种茶历史悠久，茶文化浓厚，家
里来客人要‘进门一杯茶，出门一杯
茶’。”横溪村党总支书记温永其说。

前些年，因为管护粗放、技术有
限，加之市场认可度低，老百姓辛苦
制成的毛茶一斤也就值 10来元。村
民们守着茶资源却没用好，一些人认
为“茶叶不能当饭吃”，甚至砍茶树当
柴烧。

为了让“好茶出山”，2004年，横
溪村开始转变思路，摸索“特色+品
牌”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绿茶制作工艺有手工
制作和机械制作两种。和机械相比，
手工制茶费时费力，因此众多茶厂早
以机器代替了手工。不过，在横溪村
却有一家手工茶厂，茶人余伟林仍然

坚守这份炒茶技艺，用勤劳、能干的
双手，炒制着茶叶最初的味道。

“虽然我们的茶叶产量高，但却
基本是价格低廉的低端茶品，利润十
分有限，若不及时转型，未来堪忧。”
说起手工制茶的“倔强”，余伟林话语
里充满自信。抖、搭、搨、捺、甩、抓、
推、扣、压、磨，30 年来，他沉浸在手
工茶的世界里，慢慢打磨技艺，即使
累到不想再做，他也没有想过“机器
换人”。“护好每一片茶叶的香气和外
形，就好似守住了金山银山。”余伟林
笑着说。

传承古法技艺炒制的手工茶，拥
有醇香甘冽的高端品质。通过一番
品鉴，在横溪村等了两天的福建茶商
林丽真，以每公斤 6000 元的价格买
下了余师傅刚刚辉锅好的手工龙
井。价格令人咋舌，却让远道而来的
茶商觉得物超所值，“两天时间只买
到了四斤出头干茶。”林丽真说，没办
法，我们的客户只认这一口，等得再
晚都值得。

“真正的茶人是需要工匠精神
的。”在机械化量产的时代，正是因为
像余伟林这样的茶农在制作工艺的
道路上不遗余力，守住自然本味的一
杯好茶，横溪的茶产业才能日日精
进、岁岁逢春，不断焕发新生机。

从“一抹绿色”到“一方美景”

生态是乡村的底色和优势。近
年来，横溪村聚焦文旅融合，将茶文
化与耕读文化、养生文化、道教文化
融合发展，通过培育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新业态，让茶
元素融入村庄的角角落落，实现“卖
茶”与“卖文化”深度融合。

如果茶叶是横溪村的金名片，那
么大木山茶园就是横溪茶文旅融合

发展的典范。2015年，位于横溪村的
大木山茶园被评为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成为国内首个将自行车骑行运动
与茶园观光休闲融合的旅游景区。

茶园景区核心面积 3000 余亩，
连片茶园面积 8万余亩，景区内建有
休闲骑行赛道 8.3 公里，专业骑行赛
道 7 公里。骑行其中，茶园连绵、青
翠欲滴、茶香四溢。浑然质朴的竹
亭、茶室将松阳茶文化渊源与现代元
素融合，还登上了福布斯杂志。

大木山茶园深入挖掘茶文化底
蕴，推出茶园观光、茶园品茶、采摘制
茶体验、养生度假等项目，使得茶叶
种植、加工、休闲、消费、旅游融合于
一体，实现了一二三产的联动发展。

（下转第三版）

松阳县新兴镇横溪村持续壮大特色茶产业，提升茶香小镇品质，茶叶全产业链产值9000余万元——

茶香小村绘就共富美景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扫一扫 更精彩

横溪村新貌横溪村新貌。。 记者记者 雷宁雷宁 兰雷伟兰雷伟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祝凌）为深化落实上级党委
政府“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统
筹打好稳进提质、除险保安、塑
造变革三场攻坚战，今年以来，
丽水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为引领，立足山区实际，
夯实日常执法“稳”的基础，培
育执法改革“进”的动能，为经
济发展稳质提效和社会面上的
除险保安做强执法贡献。

不久前，松阳县综合执法局
联合该县建设、市场监管、应急管
理等执法单位，通过涉企“综合查
一次”平台对全县燃气企业开展
了燃气安全联合检查。“有了‘综
合查一次’这个平台，各部门‘组
团’过来联合检查更有计划性，也
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松阳某燃
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样的检查操作简单、结果反馈也
很清晰。

聚焦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
重点领域，有效整合执法资源、
减 少 扰 企 扰 民 、提 升 执 法 效
能。据了解，除开展管道燃气

“一件事”综合监管，我市行政
执法部门还在餐饮、民宿、茶
叶、共享单车等领域开发建设

“莲妆在线”“茶叶在线”“红盾
智坊”“浙丽骑行”等监管一件
事应用场景，充分实现“进一次
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数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通过开
展“综合查一次”行动减少扰企
6549 户 次 ，涉 企 检 查 减 少
54.96%，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
境。

同时，我市行政执法部门还

建立了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容错纠错机制，通过发布 17 项

“轻微免罚清单”，实行“小过错、
及时改、不处罚”，鼓励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及时
自我纠错，提高依法合规经营的
自觉性。

“原本要罚款的，现在有了
免罚措施，让我充分感受到执
法者的温度，更让我明白维护
城市秩序，保护城市环境的责
任。我日后一定提升守法合规
的意识，做一个知法守法懂法
的好公民。”一位违法免罚的当
事人这样感慨道。

在数字化改革大背景下，我
市还探索建立了“智慧+监管+执
法”模式，对燃气、房屋、扬尘、餐
饮等事项开展重点监管。青田利
用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国内原创
的管网泄漏仿真算法，打造集展
示、监控、预警、处置于一体的“燃
气安全一网智防”应用，为城市燃
气安全提供系统化、智能化、数字
化的智慧安全保障和服务体系。
庆元构筑全闭环管理房屋违建的

“违建·智管通”应用，丽水经开区
建立集感知、分析、监察一体的

“智管工程车”场景，全力为除险
保安提供智能支撑。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综
合查一次”“轻微免罚”“数字监
管”等措施，提高执法监管高效
性，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以持
续塑造变革为除险保安夯实基
础、为稳进提质激发动能。

服务稳进提质 护航除险保安

丽水凝聚合力答好
“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时代答卷

本报讯（记者 王文勇 叶江 通
讯员 周敏岚）昨日，国际灌溉排水委
员会第 73届执行理事会在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召开。会上，2022年（第九
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
市松阳松古灌区入选。此前，2014
年，丽水通济堰被授牌列入首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丽水成为
全国唯一拥有两项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的地级市。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
年设立，由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

并授予。此次大会上，我国四川省通
济堰、江苏省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
系、浙江省松阳松古灌区和江西省崇
义县上堡梯田 4 个工程全部申报成
功。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
30 项，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
类型，中国也成为灌溉工程遗产类型
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
出的国家。本次申遗成功，使丽水古
水利工程成功地走上国际舞台，向世
界展示了丽水悠久的治水文化和治
水、用水的智慧。

据松阳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松阳是传统农业县，早在汉代，人
们就开始在松古大地引水灌田，并逐
步创建了“历史悠久、体系完备、管理
先进”的松古灌区，灌溉 16.6 万余亩
农田，缔造了“松阳熟，处州足”的历
史辉煌，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灌溉工
程遗产“活态博物馆”，是世界上中小
流域古代灌溉工程典范。

眼下，松古灌区清波荡漾、稻浪
滚滚、茶桑翠翠，古代水利工程依旧
发挥着灌溉饮用的原始作用，并在观

光旅游等领域实现新的价值。
“接到喜讯，松阳全县人民都沸腾

了。”松古灌区守护者潘世旺说，松古
灌区现有大小堰坝120余条，灌区起源
早、灌溉体系完备、历史信息来源真
实、工程技术先进、建管体系完备，自
先辈传承而下的“汴石分水”“定期轮
灌”“圳田制”“堰董制、圳董制”“水权
管理”等农遗制度，实现了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初衷。未来，松古
灌区将进一步为当地渔业、茶叶、蔗
糖、稻米等产业发展提供水支撑。

丽水是全国唯一拥有两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地级市

松古灌区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本报讯（记者 叶江）日前，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舜泽在市
区检查除险保安工作时强调，全
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
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省市除
险保安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安
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各项既定举
措，努力消除风险、守好底线，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丽
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吴舜泽先后来到市供排水
公司、水东交通枢纽建设工程
现场、丽水高铁站、丽水石化公
司莲都油库、高速丽水南出口、
紫金街道办事处和邮政九里邮
件处理中心，仔细检查重点单
位反恐防暴、在建工程安全管
理、疫情防控、油气储运安全管
理等事关除险保安百日攻坚行
动的工作落实情况。

吴舜泽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省市“除险保安”要求，坚决
遏重大、降较大、保安全，全力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深化
建筑施工、消防安全、道路交通
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攻坚，采
取行之有效的有力举措做好防
范。要扎实抓好石油、燃气等
危化品的储存管理运输等工
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存
在的问题整改到位。

吴舜泽要求，要着力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突出抓“人”的安全
行为、“物”的安全状态、“技”的
安全智控，抓实闭环管控，增强
安全防范的系统性和应急快速
响应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力量
储备和实战演练，确保拉得出、
顶得上、打得赢。同时要清醒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慎终如始抓
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副市长毛建国参加检查。

吴舜泽在调研除险保安工作时强调

落实落细各项既定举措
坚决打赢除险保安百日攻坚决胜之战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汪峰立）
10月 4日，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壬寅（2022）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
帝大典在缙云举行。连日来，仙都黄
帝祭典引发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当
地群众、市外参会媒体记者等热烈反
响，纷纷表示仙都黄帝祭典具有特殊
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此次祭典活
动对挖掘传承黄帝文化，增强炎黄子
孙民族认同感、助力“两个先行”起着
推动促进作用。

缙云县黄帝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蔡利伟说，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
头活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弘扬好黄帝文
化，能极大提高民族认同感和向心
力，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亲和力。

“通过仙都黄帝祭典，传统文化
生命力被进一步激活。”在中国先秦
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
会长李学功看来，黄帝文化历久弥
新的原因在于它强大的包容性赋予
了中华民族宽广的胸怀与创新的精
神，并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自信心。

“黄帝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纽带

之一，对它的学习、传承有助于促进
文化交流、四海同心，让世代炎黄子
孙都明白团结的意义。”参加今年仙
都黄帝祭典的省侨联兼职副主席、意
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主席季志
海表示，希望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能
充分了解他们的根脉所在。

陌野随心民宿位于环境优美的
仙都风景区内，恰逢国庆假期和仙都
黄帝祭典举行，最近几天处于爆满状
态。该民宿负责人表示，仙都黄帝祭
典已成为全面展示仙都形象的文化
窗口、实现仙都文旅产业内涵发展的
重大机遇，为更好地经营民宿注入新

能量、新动力，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
用全面显现。

浙江工人日报记者金钧胤首次
参加仙都黄帝祭典新闻报道。“一场
祭典，是黄帝文化历史震撼力和时空
穿透力的生动体现。”他表示，仙都黄
帝祭典所带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
搭建的平台已成为缙云发展腾飞的
契机，也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新闻富
矿，值得深入挖掘报道。

传承弘扬黄帝文化 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仙都黄帝祭典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日前，莲都区黄村乡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手拿小国旗，祝福祖
国生日快乐。一张张笑脸洋溢着童真与朝气，在国旗下绽放，在照
片中定格。

记者 叶江 通讯员 邱泽楠 摄

以体育之名，让更多孩子舞动梦想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云和县第三中学德育处主任钟华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