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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郑玲莉）“你觉得表现好的，打分可
以打得高一些，觉得差的就打得低
一点。”日前，在青田汤垟乡干坑村，
驻村干部正向村民高泉局介绍“智
慧门户”中“积分银行”板块的使
用。原来为开启“数字乡村”基层治
理服务新模式，汤垟乡率先推进“智
慧门户”试点建设，积极探索数字
化、信息化赋能基层治理和服务道
路。

“这次我们共选取了干坑村主
街道的 30户作为试点，目前都已安
装完成，积分自评、网格信息、连心
卡等基础信息都已录入。”汤垟乡综
合信息指挥室副主任黄剑都介绍，

“智慧门户”中还设有通知公告、连

心卡、求助反馈、便民公交等板块，
通过大数据的应用与线下服务的衔
接，让村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云上”
生活。

据了解，在“智慧门户”的各个
板块中，最吸引村民们的是结合“户
内自评+群众互评+村干部点评”的

“积分银行”板块。村民们可以通过
完成慈孝文化、花园庭院建设等任
务获取相应积分，还能根据累计积
分兑换相应礼品。“积分兑换的礼品
都是根据前期调研推出的商品类和
服务类物品，商品类主要是日用品、
百货、花卉等物品，服务类包括咖
啡、图书阅览、健身等，通过积分系
统打开了全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新格
局。”黄剑都表示。

而为考虑到村民们大多不会使
用数码产品，汤垟乡还组织开展“智
慧门户”业务培训会，详细向村民们
介绍“智慧门户”的功能和使用。除
了精心设计功能板块外，“智慧门
户”还在页面设计、尺寸和外观上做
了相应调整。

“我们这个门牌是 10.1寸，可以
容纳更多的页面空间和更大的字
体，这样可以让村民使用起来更便
捷。而且‘智慧门牌’采用了防水、
防尘的工业设计，即使在高温、大雨
极端天气下也不影响使用。”青田县
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产品经理王
姝贤介绍。

汤垟乡是华侨大乡，超过半数
的常住村民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较为封闭。为破
解信息闭塞难题、实现信息双向流
动，汤垟乡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因
地制宜，自主研发了农村智慧门户
系统，“智慧门户”也成为了党建统
领、基层治理新举措的有力载体。

“通过将多端口数据接入‘智慧
门户’中，以党建统领村级自治、疫
情防控、民生保障、反诈等多领域工
作。”汤垟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
佩佩介绍，下一步，汤垟乡还将持续
关注村民在使用“智慧门户”过程中
的反馈，及时对“数据服务”进行优
化、整合和提升，努力搭建服务群众
的智慧平台，推动各项工作在线上
和线下无缝对接，为乡村治理、便民
服务注入“智慧基因”。

借助“智慧门户”建设撬动乡间“大治理”

汤垟乡开启“数字乡村”基层治理服务新模式

为丰富学生的课外生
活，积极发挥博物馆“第二
课堂”的作用，近日，松阳
县博物馆走进叶村乡中心
小学开展送文博知识进校
园系列活动。活动通过流
动展览、科普读物、手工体
验等形式进行，将石头彩
绘、红色拓印、投壶比拼、
文博拼图等户外游戏和

“松风宋韵”宋代点茶文化
体验课堂带到 400 余名学
生身边，让他们在现场体
验中学习文博知识，进一
步了解相关历史文化和红
色文化。

记 者 兰 雷 伟 通 讯
员 叶梦雨 潘紫燕 摄

文博知识
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夏金地 通讯
员 叶晓青 吴倩冰）日前，莲都区
白云街道结合当前各项重点工作，
组织开展了以“学深悟透谱新篇，
踔厉奋发向未来”为主题的村社党
组织擂台赛。本次擂台赛创新采
取现场观摩形式，将擂台沉入社
区，让社区优秀年轻干部走上“擂
台”对决、排出名次，进一步浓厚比
学赶超氛围。

赛前，白云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齐国伟专题传达了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市、区领导
干部会议精神，并就深入学习贯彻
进行了部署。

擂台赛上，各社区优秀年轻干
部联系当前工作实际，结合课件展
示，掀起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理论
实践擂台大比武”。各社区分别就

现代社区建设、共富工作、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进行了经
验交流和思路谋划，通过交流达到
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共同提升的
目的。现场还为三季度“三考三
比”优胜村社—接官亭社区、陈道
门社区和灯塔村颁发了流动红旗。

通过本次擂台比武活动，既赛
出历任优秀年轻干部的青春风采，
也进一步提升了干部的理论水平，
激发了工作干劲，明确了工作思
路，更好地推动了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白云街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接下来的新征程上，白云街道将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着
力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做到基层治理有温度，百姓幸福有
质感。

雏雁竞飞 擂台比武

莲都白云街道开展村社擂台赛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吴晓慧）“你看这辆，都压着人行道
盲道停放了。”近日，丽水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万象、白云、岩泉执法队联
合开展丽阳街相关路段人行道盲道
清障行动，在市区宇雷路和丽阳街
交叉路口附近人行道上，现场执法
人员发现多起机动车、非机动车人
行道违停并占用盲道的行为。

“盲道、残疾人专用通道等都是
民生工程，被占用除了直接影响残
疾人士的正常通行外，还会导致此
类民生设施无法成为该类人群的倚

仗，使用率大大降低。”丽水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岩泉执法队副队长朱剑
介绍，以机动车为例，若整体车身停
在盲道以外，车头或车尾依然占用
盲道，这种情况同样影响盲道的正
常使用，判定为侵占盲道行为，“针
对此类车辆信息，我们依然会进行
现场采集、线上处置。”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城市人
行道秩序管控，保障城市人行道盲
道通畅，提升助残服务能力，今年我
市将办好“开展县城以上城市人行
道盲道清障行动”纳入民生实事，通

过市县联动、部门联合、属地配合，
探索智慧化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人
防、物防、技防一体的人行道监管体
系，实现主要街道人行道盲道无障
碍。

自 5月份以来，全市共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113次，共劝导盲道规范停
车 2705 辆，违停采集 6823 辆；规范
盲道非机动车停放 2692 辆，处罚
2121辆；处置私拉电线充电行为 194
起、流动摊贩 1708起；并及时完成破
损盲道修补，方便残障人士出行。
整治中积极探索日常执法与沿街商

户“门前三包”机制有机结合，逐步
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市民参
与、多元善治”的管理新模式。

“盲道的设置体现着城市对于
视障人士的关心和爱护，也是一座
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尺。”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加大巡查和处罚力度及频次，以强
有力的举措做好助残服务工作。“同
时，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切实保障
视障人士‘脚底下的安全’，体现城
市文明。”

丽水多跨协同开展盲道清障行动彰显民生温度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朱敏
通讯员 雷晓云 黄绮贤）日前，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一批
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流基地和
项目名单，我市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入选第一批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
交流基地，遂昌昆曲茶艺表演入选
第一批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流
项目，均为全市唯一。

汤显祖（1550-1616），我国明
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字义仍，
号若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万
历二十六年（1598）任遂昌知县，在
任五年期间，勤政爱民，政绩卓越，
深受百姓爱戴。

成立于 1995年的遂昌汤显祖
纪念馆，建筑面积 2500余平方米，
由一座清代建筑和一座明代建筑
（陈家大屋）组成。汤显祖纪念馆系
弘扬“汤显祖文化”的重要阵地，建
立汤显祖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戏曲
学会汤显祖研究分会等平台，积极
开展《牡丹亭》杯世界华人昆曲曲友
会、“细品昆曲之美 共叙牡丹情缘”
遂台两地线上昆曲曲会交流、中西
文化“玩美游学”等对外交流活动。

遂昌昆曲茶艺表演将昆曲和
茶艺两项艺术融为一体，以昆曲表

演和昆曲音乐为表现载体，以茶艺
表演为核心形式，通过赏茶、点茶、
泡茶、敬茶的一系列仪式，给人“佳
茗似佳人”的美好享受，再现遂昌
茶乡的茶俗文化。目前，已有《龙
谷清韵》和《问茗》两个表演版本，
是有着中国符号、遂昌特色的表演
节目，已进入文化部“文化走出去”
后备项目库。

昆曲茶艺自 2006 年创编至
今，已先后赴俄罗斯、英国、德国、
哈萨克斯坦、马耳他和中国台湾等
地演出，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演员们不只担当着文化使者的
角色，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用
完美的艺术呈现、专业精神推动着
遂昌产业文旅融合，让世界听见遂
昌，于一脉山川秀色中赏茶品茶，
品鉴遂昌特有的传统韵味。

据介绍，本次评选根据《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建设公共文
化国际交流基地和公共文化国际
交流项目库的通知》要求，经过各
市、县（市、区）申报、省级专家组实
地检查等流程，共评选出第一批浙
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流基地 15
家，第一批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
流项目 107项。

第一批浙江省公共文化国际交流基地和项目名单公布

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遂昌昆曲茶艺表演入选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林明 陈刘超）蜂蜜喜丰收，香甜惹
人醉。日前，以“迈进共富路·蜂舞
家地情”为主题的 2022 家地乡第
六届割蜜节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家
地乡文化礼堂广场举行。来自各
地的蜂学专家、蜂农、游客齐聚家
地，庆丰收话“共富”。

家地乡位于景宁县城南部，森
林覆盖率高达 88.4%，蜜源植物多
达 1000 余种，全域均是一类水。
好山好水酿好蜜。2015年，家地乡
开始探索中蜂养殖发展致富产业

模式，通过技术积累破解养殖难
题，推广了浅积箱和自流蜜脾巢等
新技术新方法，促进传统产业提质
增效，逐步走向产业化、品牌化发
展之路，注册并打响了“家·和韵”、
花旺牌、畲乡风味等中蜂品牌。

当天活动中，由浙江大学开展
的《家地乡中蜂蜜品质评价研究》
成果发布。成果报告显示，家地乡
中蜂蜜的理化指标检测、抗氧化和
抑菌能力、安全性、植物类靶检测
等六大类检测结果均为优良，是

“消费者可信赖的优质中蜂蜜”。

随后，浙江大学蜂学专业教授
与 2022年浙江省中蜂养殖高级研
修班学员、家地蜂农围坐一堂，围
绕中蜂养殖、蜂蜜提质增效等内
容，共话产业“共富”路。

活动还举行了“共富蜜”发放
仪式，家地乡养蜂大户为结对户发
放蜂蜜。今年，家地乡推出“大户
带小户”的共富发展结对模式，通
过大户对低收入群众养殖中蜂提
供蜂种并给予技术支持，乡里对蜂
种进行适当补贴，拓宽山区群众的
增收渠道。

从无人养蜂，到被中国养蜂协
会授予“中华蜜蜂小镇”称号，家地
乡走出了一条中蜂产业现代化发
展之路。如今，家地乡已经建成标
准化中蜂养殖示范场 4个，创建中
蜂养殖合作社 1个，养蜂家庭农场
4 个，培育蜂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1
个，累计养殖中蜂 3000余箱，年生
产蜂蜜 15吨，实现年产值 450余万
元。

景宁家地“蜂乡割蜜”话“共富”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梦雨 沈爱兰）“我原本守着一点
山地种点粮食蔬菜和打零工，收入
不多。现在依托镇里的‘共富菌
园’，自己不用出任何成本，仅需劳
动 2 个月时间，今年已收到 10041
元，真是好！”近日，松阳县玉岩镇
周坑村的村民叶 新高兴地说。

叶 新所说的“共富菌园”是
松阳县玉岩镇今年谋划实施的促
农增收项目，以“政府+家庭农场+
低收入农户”模式，通过新建菇棚，
鼓励支持部分具备劳动能力、增收
意愿强烈的低收入农户，通过香菇

种植增收致富。
今年共有 5 户低收入农户加

入“共富菌园”队伍，年龄最大的 74
岁，平均年龄接近 60岁，每户低收
入农户管护 2500 袋，共发展共富
菇 12500袋。

“共富菌园”建在荣富家庭农场
附近，农场负责人季荣富是玉岩镇
有名的香菇种植能手，从事食用菌
生产 30年，在他的带动下，其所在
的吴往自然村香菇周年化生产基地
于 2018年开始反季节香菇示范生
产，已带动一批村民参与种植，甚至
吸引周边县市区菇农来学习经验技

术，因此，镇政府也将“共富菌园”项
目任务落到季荣富身上。

据介绍，季荣富还承诺低收入
农户可以向其家庭农场赊购菌棒，
将菌棒管理到出菇阶段后，交由低
收入农户自行管护，其间免费提供
技术指导，帮助低收入农户掌握种
植技术，产出的香菇由其包销，将
销售收入支付给低收入农户，甚至
免费提供住宿方便农户种植采摘。

“反季节高温香菇出菇期约 3
个月时间，低收入农户自己不用出
任何成本，仅需参与香菇出菇管护
期间 2 个月左右时间，即可增收

7000-10000元。”季荣富说。
正是在他的指导帮助下，10月

初，四茬反季节香菇全部采摘完
毕，5户低收入农户收入最少的有
7716 元，最多的则有 11697 元，户
均纯收入近万元。

“我们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
镇，像洋坑村也新建了香菇基地，
采取类似模式促进低收入农户的
增收。”松阳县玉岩镇党委副书记
邱河杰说，今后“共富菌园”还将吸
纳更多的低收入农户，也将新建更
多“共富菌园”帮扶他们走上致富
路。

松阳玉岩镇“共富菌园”鼓起农民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郑剑巍）11月 7日-8日，在浙台青

“走进缙云·共话青年创业创新”暨
壬寅（2022）年百名在浙台青祭祀
轩辕黄帝大典活动在缙云举行，
100余名在浙高校台湾大学生、在
浙就业创业的台胞青年及缙云青
年代表参加。

缙云是全国唯一以轩辕黄帝
名号命名的县，是中国南方黄帝祭
祀中心和中国南方黄帝文化辐射
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缙云
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始于东晋年间，
距今已有 1600多年的历史。

在为期 2天的行程里，缙台两
地青年们赴缙云仙都景区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缙云浙大科技农业示
范基地及岩门村等地，领略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缙云经济
社会发展崭新面貌，体验乡村振兴
的蓬勃生机活力。

祭祀大院现场气氛庄严、肃
穆。台胞青年们在现场体验击鼓
撞钟、敬上高香、敬献花篮等 6 项
祭祀仪程，他们纷纷表示海峡两岸
的华夏儿女都是同根同源，通过参
加祭祀大典活动，会更加关注并传
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第一次参加轩辕黄帝祭祀
典礼，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
祖。我作为此次主祭团成员，能够
感受到如此庄严的典礼，我感到非
常荣幸和骄傲。”浙江工商大学台
籍学生激动地说道。

活动现场，两岸青年还参加
“共育同心林”“同走唐诗路”“合享
家乡宴”等联谊活动，来自缙云工
艺美校的学生将手书的六把扇子
作为两岸青年联谊的信物赠送台
青代表，让彼此的心更近、情更浓。

“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水。我觉
得这里的历史人文与台湾有相似
之处，有‘回到家’的感觉。其次，
当地人很热情，我能感受到缙云青
年对生活、学业的热情。”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台籍学生说，他表示以后
会常来缙云，感受缙云的人文风
光。

“这次两岸青年联谊活动是一
个青年互动的平台，对我而言是一
次难忘的体验。我相信，通过青年
间的交流交往，可以深化两岸青年
感情，凝聚力量，携手奋进，用青春
和智慧共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
辉煌业绩。”缙云工艺美校青年代
表赵凯说道。

共话青年创业创新
在浙台青祭祀轩辕黄帝大典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