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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蔡泽阳 周子琳 叶莹）日前，记
者走进松阳瓦窑文旅综合体项目
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
人们正加快施工进度，稳步推进项
目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松阴溪沿
岸，总投资约 5 亿元，依托松阴溪
沿岸景观资源和瓦窑遗址，以文脉
接续为建设灵魂，重点打造集清风
乡宿、瓦窑头公园、松阴市集、光影
故事四大主题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文旅项目。不久后，这里将培育
成具有松阳侨韵、异域风情、慢城
乡愁记忆的特色街区。

作为松阳人民的母亲河，松阴
溪河道弯曲、流向不定，尽管早在
上世纪曾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但由
于当时设计标准低，堤防结构不稳
定，防冲能力不足，局部堤段遇到
大洪水有溃决的危险，导致洪灾频

繁。
自全省“五水共治”开展以来，

松阴溪流域紧抓“五水共治”契机，
以美丽河湖创建为抓手，在全国创
新建立河道“健康卡”，送出一江清
水到下游；千名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徒步巡河，深入一线，用脚步丈
量水情；以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建设
为依托，实现河长履职数字化、网
格化管理，推动河湖水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

此外，为防止松阴溪出现“渠
化”，松阳县通过抛石基础护脚，在
抛石间隙填种水生植物绿化，在亲
水平台和挡墙之间采用干砌石及绿
化护坡，并在护脚以上保留老堤。
通过一系列治理，松阴溪保留原河
道平面形式，最大限度减少了人为
痕迹，营造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实现
松阴溪的美丽蝶变。如今，松阴溪
水生态治理场景，正是治水美景助

力共同富裕的精彩之笔。
松阳县治水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多年来，松阳坚持“安全、
生态、休闲”建设理念，在松阴溪流
域综合治理和保护上下功夫、出实
招，统筹打好“清水河道建设、强塘
工程、中小河流治理、清污清淤”等
系列组合拳，大力提升防洪能力、
水景观水环境，使松阴溪成为一条
富有活力、充满魅力，极具潜力的

“最美家乡河”。
近年来，通过“五水共治”工作的

开展，松阴溪的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
水以上，水质达标率 100%；吸引了

“鸟中活化石”中华秋沙鸭、白鹤等国
家保护鸟类前来栖息繁衍，大批游
客纷至沓来。2021年，松阴溪入选
首批省大花园耀眼明珠名单。

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松阴
溪如同一条纽带，将两岸散落的景
点、村庄串点成线，带动周边生态旅

游、乡村民宿业的快速发展。目前，
松阴溪畔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骑行茶
园——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大木山
骑行茶园，以界首卓庐为代表的一
批高端民宿带动了沿线村庄的经济
转型发展，推动当地老百姓脱贫致
富。过去一年，松阳接待游客达
275.4万人次，旅游收入 30.5亿元，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松阳县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松阳将不断深入推进

“五水共治”工作，全面改善松阴溪
生态环境，不断释放生态红利，将
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
新动能，逐步构建集生态、休闲、旅
游于一体独具田园松阳韵味的“松
阴溪品牌”，走出一条具有松阳特
色的治水美景助力共同富裕之路。

坚持标本兼治 释放生态红利

松阳科学创新治理松阴溪实现绿色蝶变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叶学勇 吴芸）“社工证一次性
奖励到账了。”近日，莲都区娄丰
堰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颜丽莉看
着手机短信激动地对同事说，考
取助理社工师有 2000元的一次性
奖励，还能聘任为社区初级社会
工作师，每个月还有职业津贴，

“接下来还要往中级职称冲一冲，
争取拿到 5000元一次性奖励。”

今年以来，为提升社会目标人
群参与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积极性，夯实社工人才队伍，丽水
市民政局修订《丽水市加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
法》，通过强化激励手段，对取得
助理社工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
会工作师职业资格水平证书对
象，分别一次性发放 2000元、5000
元、8000元奖励，并针对专职社工
聘任初、中、高级社会工作师的群
体，分别给予每月 200 元、400 元、
600元的职业津贴。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发放
一次性奖励金 504 万元，359 名持
证专职社区工作者聘任为社区工
作师并享受职业津贴。”丽水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化奖励机
制只是民政部门加强社工队伍专
业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丽
水还立足基层治理需要，聚焦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通过人数少、
专职社区工作者专业化程度低等
短板问题，从组织发动、政策激励、
强化培训多方面着手，推动社工队
伍力量提升，致力打造一支职业
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其中针对报考人群不积极问
题，丽水市民政局通过强化专职
社区工作者过程性考核，将专职
社工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
书纳入年度考核范围，有效推动
报考人群扩面。在丽水经开区南
明山街道办事处，每一位街道领
导的办公桌上都放着一套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用书，以便在
工作之余学习备考。

“我们将专职社区工作者考取
社工证作为个人年度评比重要依
据，同时要求街道领导干部带头参
考，形成全民备考氛围。”南明山街
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介绍，街道领
导带头报名参与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考试，辖区内69名专职社区工
作者已有 61名取得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证书，持证率达88.4%。

同时，为解决考试通过率问
题，丽水市民政局还安排 20 万专
项资金打造线上培训平台，对报
考人员进行系统化、专业化、个性
化考前培训，并开通线上答疑及
高级社会工作师线上指导模块，
扫除考生知识“盲区”。

据统计，丽水今年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考试通过人数由去年的
336名增长到今年 1042名，通过率
由 11%提升至 36.15%，专职社区
工作者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证人数占比提升至 40.77%。“下一
步，民政部门还将不断壮大建强
社工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社会工
作服务功能，真正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丽水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丽水高质量推进社工队伍
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曾翠 徐丽雅
通讯员 梅雯欣 雷伟杰）连日来，
景宁县城高速收费站西侧的入城
口微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作为该县 5A 级景区城创建中的
子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
城市会客厅、市民活动中心、城市
书房等为一体的旅游集散休闲中
心。

近年来，为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推进景区城建设，景宁全面深
入推进城乡建设，通过三月三广
场、山哈大剧院、江滨景观带、寨山
桥改扩建、千熙桥等一系列项目建
设和基础设施提升，打造靓丽新
城、优化鹤溪老城、提升澄照副城，
实现了“一新一老一副城”美丽蝶
变。

“之前我们训练场地比较受
限，新体育场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训练场所。和旧馆相比，不
仅规格更高、场地更大，晚上光线
也很好。”夜幕刚落下，不少市民已
经来到景宁体育馆开启运动模式，
林平是该县菇民拳分会会长，他告
诉记者，只要有空，大家就会聚在
体育馆训练拳术。

景宁新体育场馆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21年 9月正式投入
使用，占地 11亩，建筑面积 3.8万平
方米，包括体育运动场馆门楼、塑
胶跑道、观众看台、室外篮球场等
体育运动场规划建设，体育场可容
纳 7000人观看体育赛事，篮球馆内
配置座位 2500个，具备承办大型体
育赛事及运动会的能力。

新体育场馆的建成是景宁强
化项目带动、提升城市品质的一个
缩影。十年来该县累计完成基本
建设项目 150 余个，完成投资 42.7

亿余元，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持续升级。

日前，景宁鹤溪街道美丽城
镇创建进入验收阶段。自被纳入
美丽城镇创建名单以来，鹤溪老
城完成了寨山桥改扩建、县府宿
舍小区立面改造等一系列重点工
程，人民路、环城西路、鹤溪路等
主 要 街 道 建 筑 立 面 风 貌 改 造 工
程。当下，城区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口袋公园建设等工程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自开展美丽城镇建
设以来，鹤溪街道整体环境大幅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也有了很大
的改善，特别是像城郊结合部、下
山移民的安置点这些周边环境的
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鹤溪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位于县城郊区的澄照乡是该
县的移民集聚乡。为促进澄照“副

城”发展，让移民安得下、富得起，
景宁大力招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
景，将产业发展定位在幼教木玩产
业上，推进宇海幼教木玩产业园建
设，培育上下游产业链。经过三年
多的发展，园区目前面积已达 2320
亩，形成较为完善的幼教木玩产业
链。截至 2021 年底园区安置群众
已达 5300余人，成为全县最大的产
业工人集中就业区。

如今，畲乡景宁正勾勒出一幅
生活宜居、环境优越、功能完善的
小城新图景。2020年以来，全县 21
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美丽城镇
创建工作，巩固升级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目前 10 个乡镇已完
成创建任务，其中东坑镇获评美丽
城镇省级样板，红星街道获评山区
26县美丽县城省级样板。

打造靓丽新城 优化鹤溪老城 提升澄照副城

景宁城乡建设实现“一新一老一副城”美丽蝶变

11月1日—4日，2022年“丽水味道·梨”创意大赛暨云和雪梨美食节在云和举办。此次活动以“品丽水
味道、游花园乡村、享‘梨’想生活”为主题，并将丽水味道与音乐美食集市等多个主题融合，设有“丽水味道”
丰收宴、“妈妈的味道”主题茶歇等比赛，更有露天音乐会、“丽水味道”夜市、丽水山耕集市等多个子活动。
此外，该活动邀请到了众多美食、文化、传媒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参与对话，交流美味背后的文化底蕴，叙说
丽水味道的动人故事。 记者 兰雷伟 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 通讯员 张靓 王凤凤 摄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叶佳琪）“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大家都看得
到，这几年经过‘微改造’，我们的乡村环境是一年
比一年好了，越来越宜居了。”庆元县岭头乡人大代
表胡正小说道。连日来，庆元岭头乡组织 58名县乡
两级人大代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畅谈
乡村”微改造”带给家乡的变化。

近年来，岭头乡以“微网格”的形式创新农村治
理模式，借助“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不仅唤醒了百
年古村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擦亮了该乡的“文化底
色”，为全域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从而提振了
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动力。

“看到这些墙绘，小时候跟父母亲在田里打稻
谷的回忆立刻就浮现在眼前。现在村子变美丽了，
但还保留了许多儿时的记忆。”岭头村的胡正灿自
打几年前搬去了县城，每每回乡探亲，村里的变化
都让他十分感慨。

岭头乡岗双线是庆元县“四好农村路”建设的
第一站，借着公路建设的契机，岭头乡从提升视觉
微感观入手，在保留古村落特色风景的基础上，在
村子中间，打造出了一条慈孝文化街，让岭头古村
六百年来传承的家风故事在老街里薪火相传。老

街旧貌换新颜，不仅提升了“颜值”，也通过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村史民俗有机结合，鼓舞干
群努力奋斗，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综合文化站的练舞厅现在可以在小程序上预
约使用了。”岭头乡文化能人胡银兰最近忙着组织
村里的阿姨们练舞，准备在全县的广场舞大赛上一
展舞姿。

家门口就有练舞健身的场所，得益于岭头乡精
心打造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作为该乡今
年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岭头乡通过“微改
造”，已整合了健身步道、综合文化站、农业展厅、老
年活动中心、健身器材等 9个基础资源，面向村民开
放。这些文化娱乐场所每月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体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文化阵地作用。可以说，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圈出村民幸福半径，也激
活农村文化服务的“神经末梢”，“下一步，岭头乡还
将通过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不
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
的基层治理体系，多方聚力，共商共治，扎实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同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扎实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让‘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在农村释
放生机活力，不断助力乡村振兴。”岭头乡党委书记
吴孔斌说道。

庆元岭头“微改造”激发乡村共富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余自强）连日来，位于青田章旦乡的
星空庄园热闹非凡，前来游玩的游客
络绎不绝，即便是工作日也有不少游
客前来，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炙手可
热的打卡点。殊不知，星空庄园原本
只是一个小众观景点，它的出圈爆火
离不开章旦乡“共富驿站”项目的建
设。

作为距离县城最近的乡镇之一，
今年以来，章旦乡充分利用地理优
势，成立“后花园”共富党建联盟，催
生“共富驿站”项目，并以星空庄园
为核心打造一条半公里长、贯通联动
有美感、有力量、有情怀、有赚头的

“四有”共富路，以点带面实现全域
发展。

“星空庄园作为我们‘共富驿站’
的核心内容，为县城的市民提供了一
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为我们乡的
全域发展提供了动力。”章旦乡党委
书记朱丽蔚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不
少游客到星空庄园打卡、露营、团建，
游客的增多不仅带来了活力，也为章
旦乡的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而为打造“四有”共富路，章旦乡
还在星空庄园原有基础上打造了“星
空露营基地”，并邀请奇云智竞云谷
项目的主创人员参与设计，将“荷花
基地”“星空露营基地”“章旦乡贤馆”
等节点进行融合设计，打造农、文、旅
相辅相成的美丽格局。同时，从“农”
字入手，深化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开
拓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模式，整合本
乡特色农产品资源，依托“共富驿
站”、京东、政采云等平台开展线上线
下共同展销，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已超
34万元。

据了解，章旦乡依托“共富驿站”
项目使当地游客量同比增长 30%以
上，其中星空庄园自 5 月以来已接待
游客 2 万余人次，预计全年能带动村
集体增收 50万元，真正实现一个项目
多翼齐飞、全要素发力，推动经济社
会效益双轨并进。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高质长效
管理体制，依托章旦乡‘后花园’共富
党建联盟壮大项目队伍，同时聘请职
业经理，规范强村公司商业化运作。
并优化‘招引’服务平台，在星空庄园
咖啡厅原有基础上，改造提升空中会
客厅，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朱
丽蔚表示。

章旦乡“共富驿站”
点亮侨乡后花园

“丽水山泉甜不甜？比老婆的
情话还要甜！”看完现代戏《绿水
青山》，清脆欢快的旅律还萦绕在
耳畔。演出当天，我正在县里调
研现实中的绿水青山——生态康
养产业，傍晚时赶回丽水、走进剧
场。早前就听说丽水筹排这部
戏，我甚是期待：当温婉的越剧与
秀山丽水的故事相遇，会产生怎
样的火花？

从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到
戏曲《绿水青山》，艺术形式实现了
新的跨越，丽水对“两山”的故事可
谓情有独钟。如果说之前的电视
剧，只讲了如何阻止与消除污染，那
么，这次的现代戏《绿水青山》真正
把丽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之路带入了观众视野。

“远离了都市喧嚣，一缕清风
入怀抱”，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
积极整合海拔与区位优势，致力
于打造一整条康养产业链，建山
村为氧吧、引康养成潮流，将乡村
打造成城里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在丽水大剧院的首演，浙江小
百花越剧院派出了高水平的男女合
演团队，与“诗化越剧”的杨小青导
演强强联合，结合现代声光电技
术，演绎了虽无曼妙水袖、却依然
细腻唯美的一出现代戏《绿水青
山》。

说她“细腻”，是因为演员们
丝丝入扣、入木三分的表演，演出
了人物的层次感。跟越剧常演的
古装剧不同，现代戏中的人物不
是脸谱化的，他们有思想、有主
见，会随着时光的磨砺而变化。

以男主角方宏坤为例，在“探监”
一场，听说女儿也要来探监，他双
手颤抖着、无所适从、无处安放，这
些小动作出卖了他紧张的心。之
后，他提出请肖美云隐瞒岳父去世
的真相，因为刚刚已体现了女儿对
他的重要性，这个请求也就显得顺
理成章来见前妻，为了拉近距离，
他不仅在民宿里点东西吃、旁敲侧
击，还特意把椅子拉过去、想与美
云离得近一点。但是，被心存芥蒂
的女儿发现，一把搬开了椅子。这
时，方宏坤只能尴尬一笑、边走边
回头，掩饰自己的情绪。

同样，女主角的表演也呈现出
了强烈的反差萌。在之前的几
场，从探监时质问丈夫、回乡还债
到挑起全村的重任，肖美云的形
象都是正义凛然的，服装打扮也
一丝不苟。而在这一场自家民宿
里，她穿着接地气的生活装、腰系
围裙、忙前忙后接待前夫这个访
客。对于心怀愧疚、想回来复合
的方宏坤，她撤走食物的动作干
净利落、说话毫不留情面。然而，
当一家四口聊起乡村康养的发展
前景，听到方宏坤讲述经营理念
时，她不由自主凑近前去，听到共
鸣处，还忍不住在他肩膀上拍了
一下，并连夸：“说得好！”你看，这

就是有生活味、接地气的肖美云，
虽有多年嫌怨，她依然顾全村庄
大局、为乡村振兴真心付出，让场
下观众看得会心一笑。

剧中还有家庭的老人陈金凤，
饰演者廖琪瑛原本主攻小生，这
次突破行当饰演一个白发苍苍坐
着轮椅的奶奶，让人印象尤其深
刻。当一家四口为乡村前途出谋
划策、正聊得投入时，忽然传来两
声呼唤：“坤儿！”人未出场而先声
夺人，这饱含感情、充满思念的呼
唤，是慈母对孩子多年牵挂之情
的迸发。瞬间，全场的空气都几
乎凝固了，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带
往老太太出场的方向。是啊，等
着男主角改造出狱、洗心革面回
来见家人，这老太太的心始终没
变，一直期盼阖家团圆，期盼全家
解 开 心 结 。“ 民 为 邦 本 ，本 固 邦
宁”，家和才能万事兴，看到这一
家人终于团聚的场景，台下的观
众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感染。

再说“唯美”，江南的剧种，确
实非常适合表现家长里短与婚姻
家庭的情节。全剧的导演手法，
灯光与唱腔设计都别出心裁。如
探监时，两个人是不同的立场，人
在对面但心隔千里，于是两人都
面对观众、在四方板正的光圈里
各自对话，直到矛盾激烈时，两人
才 穿 破 光 圈 、唱 出 了 情 感 的 宣
泄。还有，当女主给奶奶梳头时

“一梳梳到头”，在柔和的灯光下、
在自家的民宿中，从对唱到叠唱，
两人用了类似音乐剧的气声唱
法，乍听似乎不像越剧、但又确实
揉和了越剧的唱腔。这些独到的
处理，都很符合人物的心境。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这个过程中，不只是为了物质的
富裕，更为了精神上的富有，以及
心灵上的诗和远方。村中有小
家，国家是大家，这个家庭的身上
承载了很多，剧本想表达的点也
很多。从村书记、男女主角到女
儿和女婿等人物，大家都想带领
村民致富，短短的两个小时，这些
点还不足以铺开细陈。剧作想涵
盖的思想很多，如果能够把主线
捋一捋，《绿水青山》的故事会讲
得更精简、更突出。

文 化 结 硕 果 ，“ 两 山 ”谱 新
篇。打造丽水康养圣地，做好生
态大文章，市委宣传部在当前推
出这个现代戏，恰逢其时。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用根
植当地的戏曲艺术，增强人们的
凝聚力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唱
响一出出值得传唱的好戏！

（李莉）

文化结硕果“两山”谱新篇
——现代戏《绿水青山》观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