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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吴
晔 陈云君 沈淑娟）眼下正值铁皮
石斛鲜条的采摘期，近日，在景宁梅
岐乡梅岐村的梅溪铁皮石斛基地大
棚里，一垄垄的铁皮石斛鲜条生机
盎然、长势良好，村民们正忙着石斛
鲜条的采摘、挑拣、加工。

梅岐乡是景宁的“水源头保护
之乡”，生态优良，自然条件非常适
合种植石斛。2014 年，梅岐村的陈
思铨看到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在
当地政府的引领下，放弃杭州的稳
定工作回乡创业，发动乡贤村民共
同投资 1500 余万元，建成了 600 余
亩的铁皮石斛基地。其中大棚铁皮
石斛 35亩，林下活树附生原生态铁
皮石斛 65亩，仿野生种植铁皮石斛
500 余亩，实现年产值 300 多万元。
当地村民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绿色致富密码”。
铁皮石斛属国家重点二级保护

野生植物，中医认为药用价值高，以
前多长在峭壁上难以采摘，现在人
工栽培技术已经成熟。

“人工栽种在地上的铁皮石斛
产量高、生长周期短，但也存在市场
价低的弊端。”基地负责人、梅岐村
党总支部书记陈思铨介绍，他们依
托丰富的林木资源，进行仿生种植，
将石斛种在树上、石头上，产出的石
斛营养价值更高，相关的铁皮石斛
产品颇受消费者青睐，产品溢价也
更高，石斛鲜条每公斤能卖 760元。

“今年 3月至 6月已经采摘了 500公
斤石斛花，石斛鲜条采摘从 10月开
始到次年 3月，今年预计可采摘鲜条
2000公斤。”陈思铨说。

除了直接售卖石斛鲜条、石斛

花，梅岐村还将铁皮石斛加工成铁
皮枫斗、石斛粉等系列产品，远销北
京、上海、杭州等地。

目前基地已引进铁皮石斛种苗
200 万株，其中新品种 2 种，种植新
技术 3项，创成丽水道地中药材示范
基地。铁皮石斛成为了当地产业发
展的一张新名片。

“我们创建了从科研、培育、加
工、生产、销售，延伸至观光旅游、休
闲养生等多层次、多产业链的品牌
运营模式，提升铁皮石斛价值。”陈
思铨介绍，基地搭建了以“基地+低
收入农户+政府+金融+互联网”为主
要内容的“众创平台”，教授种植技
巧的同时，鼓励周边村民以土地、资
金等入股或参与合作社务工的方式
投产投劳，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
利。“我每年都参与石斛采摘，并且

以山林入股，一年大概能增收 3 万
元。”村民吴端伟高兴地说。该基地
已惠及村民 122 人，带动村民增收
430多万元。

近年来，梅岐乡立足地域特色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种养产业，依托

“景宁 600”展销体验中心设立梅岐
“飞柜”，打破农产品因交通不便带
来的销售瓶颈。同时成立“共富工
坊”，实现绿色产业不断增值变现。

梅岐乡主要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持续用好强技共富学堂，聘请
兴村治社名师、致富能手等技能人
才，传授中药材前胡、铁皮石斛、杨
梅、猕猴桃等种植技术，切实帮助村
民增强致富本领。

年产值300多万元 带动百余名村民增收

梅岐乡高山铁皮石斛开出“共富花”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杨欣悦 洪凯丽）咖啡醇
香 里 蕴 藏 着 创 业 就 业 的 机 遇 。
日 前 ，由 莲 都 区 人 社 局 与 义 乌
市、宁波市江北区合作开展的山
海协作创业培训代表项目——
咖啡创业培训班在丽水职业技
术学院圆满结课，80 名热爱咖啡
文化、有从事该行业意愿的莲都
本地学员参与了为期 3 天的课程
培训。

“山海协作创业培训项目是结
合本地区市场需求而开设的特色
创业培训项目，莲都联合义乌、江
北，针对培训项目的参训对象、培
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实效等方
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和谋划，着力挖
掘、培养一批创业‘潜力股’。”莲都
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除咖啡创业培训班外，今年莲都
已开办超市创业、电商直播、纹绣
创业等 18 期特色培训课程，在创
业就业群体中引发热烈的反响。

今年以来，莲都区人社局坚
持以“精准参训对象、精准培训
内容、精准培训方式、精准培训
实效”积极落实山海协作培训工
作目标任务，为莲都区返乡入乡
创业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企业

员工、个人创业群体搭建就业创
业培训平台，同时，深挖本地特
色产业和合作地区的资源优势，
做强做精培训项目，多措并举开
辟山海协作多方互利共赢之路。

高质量山海协作也带来了优
质资源的高效共享。通过引进义
乌、江北等地先进师资力量和创
业就业先进理念及经验，邀请导
师团队来莲都开设“创业专班”，
莲都积极开展“互联网+”创业培
训、“产业清单+培训项目清单+培
训意愿清单”“企业订单+劳动者
选单”电商培训，不断优化升级本
地 SYB、GYB培训内容。还结合数
字化就业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下
沉基层一线推送就业创业培训信
息，大力推动义乌、江北高校与莲
都区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校校合
作等，构建“培训机构+用人单位+
劳动者”三方对接机制，促进人才
在莲都的激活、培养、引进和使
用。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
据了解，自山海协作开展以来，莲
都与义乌、江北近五年合作培训
学员 1万余人，扶持本地创业 2000
余人，带动就业 5000余人。

深挖特色资源优势 做强做精培训项目

莲都高质量山海协作
引育就业创业人才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朱敏
通讯员 郑雨薇）原本昏暗的土坯
房有了明亮的采光，老家具换成
了崭新的书桌，腐烂的木板床焕
然一新。近日，经过 7个多小时的
改造，家住遂昌县黄沙腰镇上定
村的小雨（化名），迫不及待地和
弟弟一起试用家中改造后崭新的
书房。

为小雨改造书房的资金，源于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暖民心
举措我行动”山海协作项目——

“象遂暖暖的新家”改造项目，该
项目由宁波市象山县妇女联合
会、象山县大旸公益慈善基金会、
遂昌县妇女联合会共同发起，项
目出资 5 万元为遂昌 6 户困境儿
童打造全新家庭学习环境。

小雨是“象遂暖暖的新家”改
造项目首批受益人。平日里，作
为留守儿童的小雨和正在读幼儿
园的弟弟共用一间卧室。随着年
龄渐长，小雨对学习空间的需求
愈发强烈，但姐弟俩原本的房间
光线昏暗，且被杂物占用了大部
分空间。得知情况后，遂昌县妇
联找到小雨一家人，表示可以为
小雨改善学习环境。

“通过前期上门走访排摸后，

我们确定了 6 户困境儿童。”遂昌
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龚彩云介
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儿童的性
格特点和爱好需求，对其家庭学
习环境进行个性化打造。

“孩子们的房间普遍存在光
线昏暗的情况，我们对每户进行
了电线改造，翻新房间，添置新
书桌。我们还选用了环保改造
材料，完工后孩子们马上就能使
用。”遂昌县左右爱心服务队负
责人林益锋告诉记者，被改造的
家庭大部分在偏远山区，为了提
高改造效率，改造团队进行了走
访勘测，根据每户家庭的居住环
境确定改造方案，连续“作战”日
夜赶工，用时 4 天完成了改造任
务。

此外，改造期间恰逢周末，遂
昌县妇联巾帼志愿者还为孩子们
提供了送教上门的关爱服务。

“除了对硬件上的改造，我们
还想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心，
激发他们对阅读、学习的向往与
热爱。”龚彩云表示，接下来连续
三年争取继续实施该项目，把爱
心接力到更多家庭，在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为更多人圆梦。

为困境儿童打造全新家庭学习环境

遂昌山海协作项目
为孩子们圆学习梦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陈金国）“我现在来云和的各个景
区都不用导航，看当地设置的指
示牌就行，很方便。”11月 13日上
午，来自温州瑞安的叶奎自驾到
云和梯田景区，一下车就联系了
当地的朋友，对云和的通景指引
工作赞不绝口。

随着 2022 年云和梯田创建
5A 景区工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
步提升梯田景区在旅游高峰期的
容纳与通行能力，确保自驾游客
获得良好的游览体验，云和县交
通运输等部门就“景区治堵”问题
协同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从优化
沿途通景指引、加强设施建设、深
化服务能力等多个维度齐抓共
管，确保游客“畅行”云和各大景
区，助力云和梯田 5A 景区创建工
作。

温州游客叶奎就是尝到了通
景指引优化后的甜头，“抛弃”导
航“一路省心”。

今年以来，云和县通过实施
《2022 年丽水市云和县旅游标志
完善工程》，对县域内相关路段标
识标志牌进行优化完善，统一规
范高速、国道、省道、县道等公共
道路原有旅游标识，完善景区 LO⁃
GO、箭头、英文、距离等信息；完成
后交线（梯田通景公路）沿线旅游

标识系统设置，含佛儿岩景区、云
和梯田景区、仙宫景区等旅游标
志，累计实施改造 38 块，拆除 5
块。

与此同时，为了让游客“玩得
舒心”，该县进一步加强景区停车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
1200万元用于建设云和梯田景区
二级游客中心天籁云和停车场改
造提升项目，建成后，梯田景区内
累计停车位有望突破 1000 个，可
完全满足自驾游客停车需求，彻
底解决往年路边停车造成道路拥
堵的现象。

除了在景区基建上下功夫，
作为景区运营方的云和县梯田投
资有限公司也铆足干劲，计划今
年年底完工并投入使用 3A 级旅
游厕所、购物广场、生态停车场、
换乘中心等景区服务项目，建成
后将大大提升九曲云环核心景区
游客集散能力与服务能力。如计
划开通的景区公交专线，预计投
放 14 座公交车辆 3 辆，采用循环
发车，起讫点分别为游客集散中
心与景区最高景点七星墩。届
时，不仅解决了自由行游客“最后
一公里”出行问题，同时也鼓励了
外地游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游览
景区。

云和县“治堵”保“畅行”
助力5A景区创建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汪峰
立 通讯员 叶琰俏）“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日前，在缙云县新建镇溪东
村双港桥自然村百年大树底下，

“90 后”镇干部张立园声情并茂
地向村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最近一段
时间，由新建镇青年干部组成的

“8090”青年理论宣讲小分队，进
乡村、进地头、进农家、进企业、
进景区，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

入寻常百姓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有提到，

‘三农’问题很重要，自己饭碗要
端牢，不动摇，对，不动摇！”在新
建镇田间地头，“8090”青年宣讲
团打着鼓、敲着锣，通过“三句半”
的形式向村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们用
通俗易懂、简短精悍的语言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的振
兴是紧密联系的，也是我们今后
的发展方向。”“8090”青年宣讲
团结合农村新变化，与党员、村
民们一起重温、学习、讲解党的

二十大报告内容，用“百姓土话”
将党的二十大最新理论讲得朴
素直白、通俗易懂，引起了大家
的强烈共鸣。

“‘8090’青 年 宣 讲 团 的 宣
讲，既接地气又有高度。我作为
村干部，将落实各项乡村振兴政
策，让乡村更美丽，让群众更富
裕。”溪东村村干部马丽霞说。

接地气的宣讲活动，在新建
镇农家、共富工坊、公园等处如
火如荼进行当中。新建镇宣传
委员徐铃颖表示，接下来，宣讲
团将通过“宣讲＋文艺”等形式
广泛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活动，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群
众心坎上。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建镇“8090”青年宣讲团传递党的“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步
芳 刘俊杰）“我们要铆足干劲，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兴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日前，在松阳县新兴镇上安
村党群服务中心的茶乡先锋直播间
内，一场精彩的线上党的二十大精神

“云宣讲”正在进行。新兴镇的党员代
表正通过直播的方式，与党员群众共
同学习，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穿越“云
端”，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直播中，党员“主播”阙剑和将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新兴镇的工作实
际相结合，用鲜活例子、生动的讲解，
向 现 场 听 众 宣 讲 了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他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
告时指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而作为著名
的茶香小镇，近些年，新兴镇积极探
索“党建+电商”新发展模式，通过构
建平台体系、培养人才队伍、打造本
土品牌，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农
产品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比如镇
里的红色助农直播队伍今年先后进
行 15场助农直播活动，目前已累计销
售茶叶、笋干、土豆等农产品 30 余万
元。

直播现场，党员“主播”还创新设
置了“你惑我解”环节，通过一问一答
的知识问答形式，让网民们打开“话
匣子”，主动参与互动，让宣讲形式更
加饱满丰富，宣讲内容更加深入人
心。

“这次宣讲很有新意，很接地气，
让我们这些远在外地的流动党员都能
参与进来。”远在上海工作的新兴镇上
安村流动党员王登梅表示，这样通过
手机就可以聆听到有关二十大报告的
讲解，了解报告中的新表述、新概括、
新论断以及与我们群众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内容。

此次直播宣讲借助了松阳县委组
织部创设的集感知、分析、预警、管理
等功能为一体的“点亮古村落·共富学
堂”数字化场景应用。通过线上组课
设置、报名签到、学习评价等方式，松
阳县实现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中农
村党员学习率 100%的目标，确保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到基层的每一个支
部、每一名党员。

数字赋能实现传达全覆盖

松阳直播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 者 郭 真 通 讯
员 吴珊珊）日前，一场精心编排
的农村文艺汇演在庆元县岭头
乡莲洋村文化礼堂里热闹上演，
乡里的“文艺骨干”齐聚一堂，他
们通过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的
节目，有“热”度、带“鲜”味地将
党的二十大精神说清讲透，极大
振奋了当地群众。

“有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
引，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底气更足
了。”岭头乡莲洋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毛留盛介绍，今年，
村里新建了文化礼堂，包括老年
人听书机、卡拉 OK 房在内的现
代化娱乐休闲设施一应俱全，这
大大丰富了村民，尤其是老年人
的生活。“平日里，大伙都爱上这
里来吹拉弹唱，可热闹了。”

为发挥好文化礼堂的阵地
作用，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后，岭头乡就积极谋划以“文艺+
宣讲”的形式，将党的声音传播
到“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赶考路，接续奋斗
不停步……”从快板，到舞蹈、独
唱，再到小品、戏曲联唱，随着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十余个节目
逐一亮相，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
高潮，党的二十大精神也随着朴
实的唱词、动情的旁白，流入观
众心间。

“如今农村都有那么好的文
化设施，乡亲们都能享受到那么
优质的文化服务，这一切，都是
党和人民一起奋斗出来的。”年
过七旬的乡贤黄立鹏在和同村
的“老伙计”一道上台歌唱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激
动地说道。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
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 由 之 路 是 什 么 ？”在 演 出 间
隙，现场还举行了党的二十大
知识竞答环节。台下观众跃跃
欲试，村民们争先抢答，十分热
闹。

据悉，除了借助农村文化礼
堂开展宣讲活动外，连日来，岭
头乡还积极利用共富技能学堂、
乡村大喇叭理论宣讲团等平台
和资源，多渠道激活理论宣讲

“基层生命力”。岭头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吴荣贵表示。下步，
当地还将继续做好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深入田
间地头、廊桥亭榭、文化礼堂等
场所开展系列宣讲活动，让党的
二十大精神飞入家家户户。

岭头乡“文艺+宣讲”声声沁民心

日前，青田县鹤城街道搭建了“青年说”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平台，结合低收入农户帮扶增收等内容，
邀请技术、电商等青年人才走进共富工坊，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图为青年党员宣讲团在“小圣托里尼”侨
助·共富工坊，通过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培训如何通过直播推介本地特色
优质农产品等。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余自强 包珊珊 摄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
局财务管理科党支部通过主题党日、
知识竞赛、“巾帼说”等形式，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掀起了“支
部书记带头学，党员干部主动学”的
热潮。图为支部书记领学党的二十
大精神。

通讯员 林慧 摄

支部书记领学
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