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浙江省瓯江源头区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实施以来，遂昌
县持续开展生态护岸、堰坝
改造、河道清淤清障、河道空
间形态修复的综合治理，全
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鱼
游”的美丽河湖。目前已初
步 完 成 堰 坝 生 态 化 改 造 6
座 。 图 为 修 复 后 的 上 江 堰
坝。

通讯员 戴心怡 吴焱 摄

堰坝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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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蔡
来津 郑榕雍）近日，缙云双溪口乡
姓潘村喜事不断，在一年一度的杏
花节期间，以本村村民潘寿亮名字
命名的美术馆也正式开馆。

潘寿亮美术馆毗邻状元桥和博
士山，里面收藏了近 40幅由他本人
创作的油画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
于缙云当地的原生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美术馆是由一
处建于上世纪 70年代的旧民居改造

而来。今年 1月，潘寿亮作为乡村振
兴共富合伙人返乡，在该县文旅部门

“微改造精提升”的指导下，将原民居
的外墙进行了粉刷，以灰绿色呈现出
美术馆古朴厚重的气息；除了对民居
地面进行平整和结构的微调外，美术
馆完整地保留原有的构造。

如今，美术馆三楼变成了潘寿
亮的作品展示区，二楼则打造出了
独具匠心的民宿，整个展馆功能区
分明确、设施合理，开馆不久就成为

了远近艺术爱好者的“打卡点”。
出生于1976年的潘寿亮，自小就

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多次在县里
中小学艺术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他于
2009年前往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进一
步打开了自己艺术创造的视野和思
路，并结识了一大批“圈内人士”。

“北京可以提升我的艺术和理
论修养，但家乡更能为我提供艺术
创作的素材。”潘寿亮说，去年他着
手对旧民居进行改造，期待改造出

的美术馆，可以为姓潘村增加亮点，
增添文化氛围。

美术馆开放当天，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张竣明曾专程过来指导、参
观，他认为，潘寿亮美术馆的建成开
放，对于潘寿亮本人和缙云当地而
言，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能够提
供一个带动旅游资源和人气、提供
艺术创作交流的平台。他还表示，
将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越来越多
的艺术家前去采风、创作。

“微改造精提升”让旧民居变身美术馆

文兴丽水 挺进共富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叶婕 王萌）为弘扬传统
村落悠久的历史文化，促进历史
建筑的保护利用，日前，莲都在全
市创新推出“莲云古村居码”数字
化场景应用，通过图片、声音、影
像等数字化采集，多方位呈现莲
都传统村落风貌，同时为公众提
供语音解说、一键导航、网上预约
等服务。

据了解，“莲云古村居码”项
目总投资 144.3万元，主要建设内
容包含古村居文化展示、古村居
专题库建设、古村居应用系统等，
建设规模覆盖莲都区 13个中国传
统村落、1条老街以及 192处古居。

莲都古村居文化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有 13 个古村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千百年来，莲都
古居古建以独特风格流传于世，
展现了徽派和浙闽赣建筑技艺传
统风貌，是承载莲都文明印记的
文化瑰宝。

“为发扬传统古居
古建文化，该项目通过
建设传统村落‘古村居
场景码’，构建莲都传统

村落及历史建筑‘一张图’，用数字
化手段在线上线下实现传统村落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传统村
落历史建筑乡愁（历史文化）特色
带。”莲都区建设局村镇建设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莲云古村居码”上线后，公众
可以通过扫描“莲都云村居”二维
码进入微信小程序，体验语音解
说、一键导航、网上预约等人性化
服务，还可通过手绘地图和VR全
景，以立体环绕视角解锁古村之
美，沉浸式饱览莲都古村的独特魅
力，了解历史建筑的“前世今生”。

“‘莲云古村居码’项目是莲都
响应数字化改革号召，创新打造
的社会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通
过深度融合历史厚重感和现代科
技感，古村、古民居、古街道等历
史文化遗产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中
焕发出全新生机。”莲都区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

莲都推出“莲云古村居码”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刘征羽 章韶兵）“整改后，潘家大
屋消防安全得到很大提升，可以让
各地游客更加放心游玩，今年春节
以来村里已经接待了好几千人次
的游客。”日前，遂昌县新路湾镇蕉
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宏对回访的
遂昌县检察院干警说。

蕉川村的清代建筑潘家大屋
是第三批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已
布置为种业文化博物馆。去年 3
月，遂昌县检察院干警在蕉川村走
访时发现，潘家大屋存在严重火灾
隐患。潘家大屋总面积 953 平方
米，仅 5 处放有灭火器，且部分灭
火器年久失效，部分未开放区域还
存放有液化石油气瓶、木料等可燃
物。

该片区现有居民 40 余户，其
中 80%为留守老人，且片区建筑多
为木质结构，未配备基础消防器

材，街巷狭窄不便于消防作业。这
些隐患若不及时处置、整改，极易
引发火灾，致使古建筑受损，威胁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去年 10 月，遂昌县检察院向
新路湾镇镇政府制发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及时消除潘家大
屋存在的火灾安全隐患，保障文物
古建筑安全，并委托遂昌县消防救
援大队对消防隐患治理提供专业
整改意见。

一个月后，新路湾镇镇政府对
潘家大屋及周边民居配置不足和
失效的灭火器进行了补充或置换，
并且清理了存放的液化石油气瓶
和木料等杂物。该镇还落实消防
巡查专人负责制，加强对附近村级
应急消防队的培训和演练，强化对
周边农户的宣传引导，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有效消除文物古建筑火灾
隐患。

消除安全隐患 守护文化遗产

遂昌公益诉讼助力文物保护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叶

珊珊 雷倩）春耕正当时。连日来，
在云和县崇头镇后垟村栏头农场生
态田鱼养殖基地，养殖户洪声富正
忙着给今年新流转的 70 亩农田加
高田埂，为今年扩大田鱼养殖规模
做好准备。

“我家的鱼很好卖，去年销售到
杭州、宁波等地。客户电话预定好
后，自己前来采购，我还会让他们自
己来抓，提升客户的体验感。”洪声富
尝试套养的第一年，坦言“肉质鲜美
的田鱼供不应求”，让自己意想不到。

后垟村平均海拔 800 多米，全
年气温偏低，山泉水灌溉农田，独特
的生长条件为田鱼的好品质提供了
保证。今年 58岁的洪声富，于 2020
年回到家乡，花了三年时间让荒田
变为粮田。他还研究推出了“牛粪
—田鱼—水稻”的生态套养模式，施
肥、撒药等成本减少的同时，农业生

态化水平也得到提高。
2022 年，云和大力推动的“非

粮化”整治也让洪声富鼓足信心，当
年便流转了 120 亩田地，套养了 48
亩田鱼，一年下来增收近 30 万元，
其中，仅田鱼就卖了 12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农业农村局派
出 8 支共富技能服务队，也分赴全
县各地指导农户春耕备耕。洪声富
的基地里，得到了市级专家带队在
科学化、规模化生产上的指导。

“现在全村开垦了 500 余亩田
地，我想在后垟推广稻田鱼套养模
式，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洪声
富说。

在云和，“非粮化”整治“整”出
了深层次的新成果，衍生出了稻田
鱼、稻田鳖、耳稻轮作，以及酿酒高
粱种植等多种“一地双收”模式，为
山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探索出新
途径。

政策加持 一地双收

云和“非粮化”整治整出农业好“钱景”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叶炜
婷 通讯员 王芳 张慧）“这里光
健身房就 180多平方米，上月开馆
后我天天来，下雨天也能坚持运
动。”近日，家住龙泉城东花园 42
岁的住户陈志军来到小区门口的

“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乒乓
球台前，陈志军步伐灵活，和球友
交流球技，你来我往，赛况激烈。

为促进文体事业向纵深发
展，进一步满足市民个性化、多样
化的生活需求，提升群众生活品
质和城市文化品位，龙泉去年启
动“两房”项目以来，持之以恒谋
划和发展全民阅读和健身事业，
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这家城东花园“城市书房+百
姓健身房”是龙泉首家“两房”，集

“书房+健身+休闲+直播+文创”等
多功能于一体，共藏书 1 万余册，
配备电子借阅机、听书机、盲文书
等阅读设备和服务，并建有健身
房、瑜伽房、乒乓球室等健身休闲
空间。此外，还开设了亲子教育
及心理健康等课程和拓展活动。

今年，龙泉又制定实施了《龙
泉市“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年）》，全力打
造集文化、阅读、健身等多元服务
功能为一体的新型文体融合空间，
探索“体育+文化”新业态新方式。

龙泉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还将选取 16 个点位建
设“两房”项目，将龙泉公共文化
服务伸向基层的“末梢”，让品质
龙泉处处充满书香和活力。

实施“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三年行动计划

龙泉“两房”项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叶学勇 吴诗芸）理发、补鞋、
量血压……连日来，庆元县黄田
镇 16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
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群由
黄田镇各单位组成的党员志愿者
分批次走村入户，把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

“想去镇里理发已经很久了，
但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这次多亏
了志愿者来到村里给我们免费理
发。”黄田镇朱黄村 95岁的退役老
兵蔡永财看着自己的新发型满心
欢喜。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
心。近年来，黄田镇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精准服务民生，聚焦群众
服务需求，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
地、党员队伍为纽带，组建起了一
支由党员、乡贤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伍，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全
方位的服务，进一步提高群众幸
福感和获得感。

除了解决村民的头等大事、
身边小事，黄田镇还将服务阵地
与村民就业增收深度融合，全方
位做细做实民生服务。不久前，
在该镇黄田村党群服务中心门
前，一块醒目的“共富‘职’通车”

展示牌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围
观，两名年轻的党员志愿者还详
细为村民介绍黄田镇域内各大企
业的招聘广告。

“春季招聘虽然过去了，但企
业仍时常向我们反映用工难问
题，我们把企业需求归集汇总，定
期到各村‘巡演’，当好企业店小
二的同时也化解企业和村民用工
需求不畅问题。”党员志愿者吴诗
芸介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黄田镇
还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立药品共享
角，为有用药需求的村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便利。“去年底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后，面临阳性病例日增与药
物短缺情况下，黄田镇率先组织党
员捐献药物并在党群服务中心设
立药物共享角，将药品投放到中心
供有需求的村民使用。”黄田镇卫
健工作主要负责人回忆道。

黄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群
众的需要在哪里，志愿服务的触
角就要延伸到哪里。接下来，镇
里还将紧密结合群众需要、企业
需求继续做好志愿服务，用活党
员队伍，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持
久化，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志愿服
务圈。

黄田镇打造家门口的红色服务阵地

本报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季颖颖 周圣

近日，在遂昌县畲寮土特产经
营部，薯干、土茶、笋干等当地的农
特产品纷纷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走
进千家万户。作为一个山区县城的
电商企业，负责人雷巧梅始终坚守

“诚实做人，诚信经营”的初心，为公
司和遂昌特产打下一块诚信经营的

“金字招牌”。
1976年出生的雷巧梅是土生土

长的遂昌人，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她
看到小餐馆的商机，于是在上江公路

边租下店面，开了家“曹记饭店”，默守
“宁可亏本、务守诚信”的理念，当起了
掌柜。近20年的餐饮生涯中，雷巧梅
信守对顾客的每一份承诺，对待新老
顾客一视同仁，饭菜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服务不打折。如今，雷巧梅不再从
事餐饮经营，但诚信经营的“曹记饭
店”依然在当地有口皆碑。

2017 年，雷巧梅敏锐地嗅到了
“互联网+土特产”的商机，她先在微
信朋友圈销售土特产，凡是她经手
出售的土特产美食，都要事先品尝，
自己满意了再收购、对外销售。借
助“互联网+土特产”的力量，雷巧梅

帮助偏远山区 5 个农户销售薯干 8
万多公斤，帮助村里老农人销售滞
销的笋干、土茶 1500 多公斤，土猪
20多头，帮助 10多个村庄 40多位老
人实现增收 20多万元。不仅如此，
雷巧梅还通过找货源、筹资金、拓渠
道等方式，扶持、培育国内各地土特
产代理商 60多位。

在时令土特产销售旺季，收购
货源的价格每日都会有不同幅度的
波动。对此，雷巧梅宁可自己不赚
钱，也从不随便对客户提高售价。
在售卖农特产品或向代理商供货
时，如遇产品损坏、变质，她便会立

即重新发货或更换快递公司。
雷巧梅踏实、靠谱、实干、守信

的作风，和一件件信守诺言、诚信经
营的小事，不仅赢得了父老乡亲的
广泛赞誉，更赢得了电商界的普遍
认可。2018年，她获得了遂昌县“电
商精准扶贫带头人”、本土特色人才

“电子商务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
家庭”等荣誉称号，诚信“巧梅姐”也
因此得名。2020 年，雷巧梅入选丽
水好人名单。

畲乡“巧梅姐”诚信经营“惠”乡亲

本报讯（记者 谢佳俊 通讯
员 朱云鸯）3月 16日，记者从九三
学社丽水市委员会 2023年度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我市九
三学社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共获得
各级社内集体奖项 8项，个人奖项
30项。其中，社市委获得了社中央
授予的“2021-2022年度九三学社
全国社会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过去一年，九三学社丽水市
委员会积极履职、建言献策，认真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的神圣职责。市政协五届一次
会议上，社市委提交大会发言 5
件，其中 3 件获评优秀大会发言；
团体提案 5 件，联合团体提案 1
件 ，政 协 委 员 个 人 提 交 提 案 17
件。全年共上报社情民意 162篇，
其中全国政协采用 1篇，社中央采
用 10篇，省委办公厅采用 2篇，省
委统战部采用 3篇，社省委采用 67

篇，市政协采用 17篇。
在民生领域，社市委充分发

挥整合资源、上下联动的功能。
去年社市委结对帮扶松阳象溪镇
工作，通过深化村企合作，为当地
投放“龙游飞鸡”鸡苗 3000 只，同
时实施“油茶出山”“中蜂养殖”和

“小甜枣飞地共富”等项目，通过
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
收，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此外，九三学社丽水市委员
会还积极做好义诊、科普、普法等
社会服务项目。先后组织医药卫
生、农业、科技、法律方面的专家
组赴景宁、缙云等县（市、区）为群
众义诊、提供科技服务、开展普法
活动等。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以来，共开展义诊、科技服务、科
普讲座等社会服务活动 184场，参
与专家 112人次，累计服务群众达
4.7万人次。

凝心聚力谋新篇 奋斗实干开新局
九三学社丽水市委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本报记者 叶辛 通讯员 尹建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
色，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文化风
韵。丽水的文艺百花园繁花似锦、馥
郁芬芳，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文艺精品汇聚于此，为打造
新时代丽水文艺高地奏响最强音。

文艺“精品”勇攀新高峰。前不
久，丽水文学精品创作取得历史性突
破，《春雷与败酱草》登上鲁迅文学奖
提名榜；三大“首届”文艺精品活动霸
屏出圈，立体式、全方位描绘了新时
代处州儿女不懈奋斗的绚丽图景。

文艺“青年”凸显新样子。去
年，我市重点实施“浙丽网络作家品
牌提升行动”，承办省作协品牌活

动，成立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网络作家协会；同时，推动网络作
家聚焦丽水元素创作，编辑出版 20
多万字的《更新了，丽水》“写家乡”
合集。丽水文艺青年树立了“讲好
丽水故事，传播丽水好声音”的新型
文艺队伍新形象。

基层文艺呈现新“活力”。丽水
以中心镇文联带动、辐射边远乡村，
组建 14个乡镇文联，同时打造一支
永远不走的文艺队伍，谋划好乡村
文艺活动载体，充分利用文化驿站，
组织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
动，将小小的文化阵地建成了“群众
放下筷子就想去”的地方，成为艺术
家、国外友人的艺术“会客厅”。

去年，全市文联系统坚持以文

铸魂、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着力推
进新时代文化丽水工程，唱响主旋
律，汇聚正能量，推出一批讲述丽水
故事、传播丽水声音的精品力作，为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丽水探索
与实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丽水提供文艺力量。

让文艺创作精品讴歌文艺新时
代。今年，我市将组织实施重大题材
文艺创作，抓好主打处州元素《应星
楼》网络小说及系列产品、电视剧《铁
甲雄狮》、全本昆剧《牡丹亭》、城市主
题歌曲等重点题材创作，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让新时代丽水
故事更生动、丽水形象更鲜活。

发挥新时代青年文艺人才主体
作用，实施“师带徒”“青年文艺精英

孵化”“‘浙丽’网络作家品牌提升行
动”人才培育三大行动，加强青年文
艺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市青年文艺
人才铺桥搭路，保持我市文艺创作
发展后劲。

在深化协会资源整合和运行机
制两项改革上，整合各地文艺资源，
推出“浙丽文艺会客厅”“浙丽艺评”

“浙丽文学周”等平台载体，用文艺
资源对接社会、连接企业，扩大文艺
影响力，同时深入推进建设“四个双
百”艺术乡建工程，推出一批艺术共
富示范典型案例，以文艺展现丽水
乡村示范。

丽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打造新时代丽水文艺高地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贯彻落实2023全国两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