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王凤
凤）反对浪费、崇尚节约。近日，云和
县市场监管局邀请部分县政协委员、
餐饮协会代表、志愿者等开展了“随机
查餐厅”专项行动，督促餐饮单位落实
反食品浪费主体责任，树“食”尚新风。

行动中，执法人员随机检查了县
域中心商圈——山水广场街区及部分
沿街餐饮单位，查看餐饮单位是否在醒
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
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询问经营主
体是否可以提供打包服务，查看菜单是

否设置小份菜；查看外卖平台店铺是否
设置反浪费宣传标语等具体内容。

同时，执法人员还向负责人宣
传落实《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要求，
现场指导各餐饮单位开展自查自
纠，从原料采购、运输储存、加工制
作、消费服务的全过程落实好反浪
费的各项举措，强化落实餐饮单位
主体责任，共同营造“反对浪费、崇
尚节约”的文明风尚。

此次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共检
查餐饮单位 58 家次，发放宣传桌贴

200余份。近期，除了“随机查餐厅”
行动外，该县市场监管局还开展了经
营者反餐饮浪费承诺、反餐饮浪费

“红黑榜”公示等活动。执法人员表
示，希望通过开展此类反食品浪费倡
议活动，进一步宣贯法律政策，使得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得到商家和消费
者身体力行的配合，共同践行“反对
浪费、崇尚节约”文明好习惯。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
导向，紧盯重点环节、重点问题，以
经营外卖、婚宴、商务宴请、自助餐、

单位食堂等餐饮服务经营主题为重
点，加大对餐饮浪费的执法力度，从
严查处纠正未主动提示、诱导点餐
等违法行为。”云和县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 3个月的制止
餐饮浪费专项行动，解决一批突出
问题，曝光一批违法案件，宣传一批
典型经验，在全社会形成共管共治
餐饮浪费的良好氛围。

反餐饮浪费 树“食”尚新风

云和开展“随机查餐厅”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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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老程来
了 之 后 ，我 们 在 技 术 上 再 也 不 愁
了。跟着他干，我们种水果能少走
很多弯路。”近日，青田仁宫乡张彩
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李勇望着长势
喜人的耙耙柑，深有感触地说。“老
程”是仁宫乡果农对程岩兴最亲切
的称呼。2003年 4月起，作为首批省
级科技特派员，程岩兴每个月都会
到仁宫乡为当地农户送技术。20年
间，程岩兴用青春扎根仁宫，与农户
们同跑共富路。

在青田，自实施科技特派员制
度以来，像程岩兴这样的科技特派
员共有 400多人次，他们实施各级各
类科技项目 780 项，项目总投资额
5644 万元，引进、种养新品种 1698
个、推广新技术 1123项，培育示范基
地面积 15.6 万多亩；帮助农户增收
12690户，增加农民收入 4.4亿元、新
增就业人数 3.9万余人；举办培训班
1700多期（场、次），培训农民 11.8万

人次，发放科普资料 8.5 万多份；扶
植（创办）农业企业 51家、专业技术
协会、合作社 153 个，为青田打造标
志性农业产业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与技术支撑。

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咨询、技
术 培 训 、实 地 指 导 以 及 推 广 新 技
术、新品种等多种形式，在良种选
育、设施农业、节粮减损、农村信息
化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先进适用科
技成果。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
二传手”和“撤不走”的本土科技人
才，把点的“技术固化”转为面的

“技术辐射”。科技特派员谭瑗瑗
自 2021 年派驻阜山乡起，她借助自
身的专业优势，引进水稻新品种、
小番薯新品种和果树新品系近 20
个，同时在植物保护、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面提供技术、渠道支持；派
驻季宅乡的科技特派员陈忠法大
力发展养蜂业，带动低收入农户增
收致富，同时积极将技术输送到乡

间地头，培养出了丽水市“青年养
蜂能手”、季宅乡养蜂致富带头人
陈友旺，丽水市“养蜂带头人”洪绍
光等。

同时，科技特派员还通过示范
户和示范基地建设的榜样力量，带
动示范周边地区产业的集群发展，
形成了“一个科技特派员带动一个
产业发展，一批科技特派员带动一
方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舒桥乡
是青田较为落后的农业乡镇，农业
生产成本高，产值低，依靠科技发展
已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省科技特派员刘仁虎到任后，结合
当地实际，发展水果玉米种植，去年
6 月通过举办水果玉米美食节将舒
桥乡的水果玉米打出名气，仅靠 3个
月的一季玉米，每亩土地就轻松实
现 1万元产值。

有了科技特派员，青田还进一
步打响了产业品牌，逐步形成以“方
山田鱼”“舒桥玉米”“祯旺红糖”等

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 IP，探索出一
条实现农民增收及乡村振兴的有效
路径。派驻祯旺乡的科技特派员童
晓青通过创新传统手工艺，陆续推
出红糖糕等系列产品，连续三年举
办青田祯旺红糖节，“甘蔗+生态红
糖工坊”的组合拳年产值可以达到
200万元；浙江科技学院派驻万阜乡
的冯元新瞄准稻鱼共生产业，引进
培 育 水 稻 新 品 种 ，在 万 阜 乡 建 立
2000 多亩稻鱼米标准化种植基地，
2017 年、2018 年和 2021 年三次获得
浙江省“好稻米”金奖，并且在 2020
年 10月第三届黑龙江国际大米节中
获得金奖，实现了丽水市在国家级
好稻米比赛中实现了金奖零的突
破，打响青田品牌，促使稻鱼产业发
展壮大。

科技特派员为青田打造标志性农业产业链提供支撑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叶炜婷
通讯员 黄琪 项素兰）近日，在远近
闻名的长寿村——龙泉市兰巨乡仙
仁村，健康协管员瞿淼芬通过“浙丽
乡村好医”智慧终端，为全村 28位 80
岁以上老人进行血压、额温、血氧、
体 脂 、血 糖 等 健 康 指 标 监 测 。 从
2022年 9月开始，每周有三天，瞿淼
芬都会到仙仁村文化礼堂协助村民
通过智能一体机，完成日常监测、随
访，还可以向远在龙泉城区的医生
发起问诊，线上看病、开药，线下送
药、治疗。

自2022年9月以来，丽水率先在
龙泉试点建设“浙丽乡村好医”项目，
部署智慧终端，建设“浙丽乡村好医”

大数据融合中心，让偏远山区留守群
众“看病配药不出村”、医生“云上诊
疗不出院”、政府“优质资源不挤兑”。

试点近三个季度以来，“浙丽乡
村好医”已在“浙里办”上线，采集线
下健康数据，通过省里的“健康大
脑”数据治理，生成区域健康分色画
像、医疗机构画像和居民健康画像，
实时推送至家庭医生手机端，让医
患及时了解健康状况，基本实现“基
层患者不出村，专科医生不出院”。

龙泉市下辖行政村 236个，偏远
山村就达 173 个，截至 2 月，已在 11
个乡镇、14 个村完成智能硬件监测
设备部署，服务常住人口共计 2341
人。

道太乡际头村，距离龙泉城区
1.5小时车程，距离最近的医疗服务
站也有 40多分钟车程。出村道路依
水岸而建，蜿蜒崎岖，出行十分不便。

“我们利用‘浙丽乡村好医’数
字化成果，将健康保障深入进村，建
立了‘山里好筛防、山里好问诊、山
里好配药、山里好入院’四个场景，
让山区群众离浙大二院等省市县优
质医疗资源更近，切实把基层百姓
的健康管起来。”龙泉市卫生健康局
副局长徐月霞说。

“‘浙丽乡村好医’大数据融合
中心共贯通医疗、基层、公卫、家医、
健康监测等 24个系统，卫健、医保、
供销等 7个部门，可以有效对健康数

据作出精准分析，为村民提供健康
建议，为医生提供诊疗参考。”徐月
霞说，其中，龙泉在“浙丽乡村好医”
里特意搭建“山里好配药”模块，统
筹多跨医院、供销、邮政等多方资
源，远程问诊后智慧协同流动供销
致富大篷车、乡邮员多方资源完成
进山送药任务，实现偏远山区乡村
群众“家门口配药”。

“让在城区上班的医生当上了
‘数字村医’，让山区患者安坐村头，
就能拥有城市‘下沉’医疗资源。”徐
月霞说，“浙丽乡村好医”场景应用
以数字赋能，创新精准地架起了城
乡医患之间的“桥梁”，只为守护山
区村民健康。

基层患者不出村 专科医生不出院

“浙丽乡村好医”连上智慧终端守护村民健康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刘
毅 刘梦琳）日前，在庆元县校企技
师引育党建联建项目启动仪式上，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庆元教育局、庆
元国投集团等单位正式达成党建联
建合作协议，通过合力在品牌共建、
人才共育、教育共促、业务共营、成
果共享 5大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当地
将打造出“经营型”党建联建新模
式。

据介绍，随着庆元国企改革进

入攻坚期，国有企业职工招募、业务
拓展等方面都出现了“阵痛”。如何
有效破解、高效解题，庆元县国资办
会同国投集团想到了以党建与生产
经营融合的模式，推动国企与高校
展开深度合作，从而实现生产经营
与人才共育的双向提升。

以“引领方向、融入生产、嵌入
管理、创造价值”的党建工作理念，
接下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
程学院将派出学生到庆元国投集团

下属的马电公司驻点实践，由技能
大师负责提升学生实训技能。而与
以往志愿服务的形式不同，学生将
参与到产品品控和市场营销两个重
点领域，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
营中。“这次合作能让学生成为生产
经营环节的一分子，从而积攒下非
常宝贵的‘实战’经验。毕业后也就
有可能无缝对接地加入企业，提升
就业率。”联建成员单位党员代表傅
冰说。

另外，通过此次合作，国企与高
校 还 一 同 成 立 了“ 党 组 织 营 销 小
组”，以党建联建的方式，突出了经
营方面的合作，围绕国有企业贸易、
服务等方面开展业务，让国企的业
务范围实现扩面提质。目前，党建
联建成员单位已为庆元县国投集团
提供业务线索 13 条，初步合作意向
项目 2个，联手经营理念不断深入各
党组织。

庆元打造“经营型”党建联建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朱敏
通讯员 黄绮贤）“同学们，注意观
察车前草的性状特征，它直根长，
侧根多且肉质少……”日前，遂昌
县金竹镇中心小学的中药材文化
种植园内格外热闹，四年级中草
药社团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纷纷化身“小李时珍”，在园内采
摘、学习车前草及相关知识。

金竹镇是遂昌中药材种植的
重点乡镇之一，近年来，金竹镇中
心小学立足得天独厚的乡土优
势，通过开发中药材校本课程，以

“本草园”、中医书吧、常用中草药
展厅等模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利用与中国传统中
医药文化相结合，打造集传播、科
普、教育为一体的生物多样性学
校。

挑拣、晾晒、烘干、压制……
除了亲手采摘中草药，活动中，同
学们还手把手体验了中药标本制
作全过程。“学校组织的中草药社
团活动非常有趣，让我们既可以
在‘玩’中学习到很多课本上没有
的中医药知识，又可以增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金竹镇中心小
学四年级学生朱梓韩说。

金竹镇中心小学开发的中药
材校本课程，是遂昌县全面打造
生物多样性学校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遂昌依托县域自然资源禀

赋优势与人文荟萃，结合教育宣
传、劳动基地打造、课程建设等形
式，系统开展生物多样性学校创
建，深度探索五育并举、融合育人
的最佳方式。

目前，遂昌县已建成金竹镇
中心小学、黄沙腰镇中心小学、应
村乡中心小学三所生物多样性学
校。其中，黄沙腰镇中心小学依
托九龙山自然保护区丰富的自然
人文资源，建成九龙生态馆、九龙
植物标本制作室，并开设了九龙
之墙、九龙之声等九龙文化系列
课程，全面培养学生崇尚自然、保
护环境的意识；应村乡中心小学
则根植竹乡文化土壤，利用竹资
源建起了竹文化展览馆、竹艺工
坊等，积极举办“识竹种竹”“寻找
春天”等劳动实践活动，全力打造
有情怀、有温度、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物多样性学校。

“打造生物多样性学校是教
育理念和教育形式的一种创新，
不仅能进一步深化‘学在遂昌’教
育品牌内涵，同时也是推进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的一种渠道。”遂昌
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利用学校的生物多样性场域、设
施、教师和课程，让学生以及公众
近距离感受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性和魅力。

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打开新的窗口

遂昌多措并举
全面打造生物多样性学校

本报记者 曾翠
通讯员 李静枝 金力可 徐赟

日前，丽水市爱心志愿社联
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严鸟小
学的全体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六一”微心愿暨“法暖
童心 护航成长”普法宣传主题活
动。

严鸟小学是莲都区的偏远山
村学校，全校学生仅 40人，大部分
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
打工，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生活的孩子们很少走出大山走
进城里。得知孩子们想要进城看
看“法院长啥样”时，丽水市爱心
志愿社与丽水市中级法院、严鸟
小学对接，组织了此次走进法院
的参观活动。

同学们走进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参观了庄严的大厅、神圣的
法庭，并穿上法袍体验了一次模
拟庭审，演绎了寓言故事情景剧

《诈骗罪》的庭审。法官结合本次
案例以案释法，教育同学们如何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保护自己并
远离犯罪。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法院。
来前的晚上，我激动地睡不着，就
连在车上也很激动，心脏一直在
怦怦跳。”五年级的陈小芳（化名）
兴奋地说。她在模拟法庭活动中
体验了“法官”是怎么判案的，了
解了“要多学法，懂得用法律的武
器保护自己”。

爱心志愿社和法院还为每位
同学送上了普法图书、宣传手册
等礼物，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法
律知识，增强守法意识。

特殊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郑 玲 莉）麦 浪 滚 滚 ，金 穗 飘
香。连日来，由青田方山乡种植
的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
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启夏收农忙
模式。在山根村小麦田里，只见
田间小麦颗粒饱满、长势良好，收
割机在金黄色的麦浪间来回作
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收割了，
再割两天就差不多了，今年小麦
的亩产大概是 400 斤左右。”青田
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朱旭清开心地说道。作为方
山乡种植大户，去年冬天，朱旭清
承包了 200多亩稻田，并选用适宜

“稻麦连作”的 60亩冬闲田种植抗
倒伏能力更强的矮株小麦，实现
小麦与水稻无缝对接轮作，在提
高耕地复种效益的同时，也为接
下来稻田养鱼提供天然成分的鱼
饲料。

“我们采用全程机械作业，机
器割完后在田里留下的一些麦
穗，正好可以在稻田放水后给田
鱼吃，这样头两个月就不用喂食
了，节约了很多成本。”朱旭清介
绍。

此外，朱旭清的稻田还是“对
标欧盟肥药双减示范基地”，早在
去年冬天，他就在稻田里种上紫
云英作为今年麦穗生长的天然绿
肥。接下来，他还将陆续在田间
种上香根草、硫华菊、百日菊等显
花植物，为水稻丰收提前绿色防
控。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降水量
偏少，青田大力推行“稻麦连作”
种植模式和“肥药双减”，经过绿
色合理施肥、全程机械化和加强
绿色防控，减少水稻和小麦的部
分病虫害，确保粮食扩面增收，推
进绿色高效现代化农业生产。

青田推行“稻麦连作”
确保粮食扩面增收

近日，松阳县残联为32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验配假肢。技术人员逐一
对他们肢体状况进行专业诊断、测量，精心取样、制模，确保取模“量体合
身”，并为他们讲解在使用假肢过程中注意事项和假肢的日常保养知
识。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叶步芳 曾伟红 摄

近日，主题为“亚运有我
莲宝同行”的莲都区首届小莲
宝运动会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600 多名 1-6 周岁的小选手们
在家长的协助配合下完成人力
拖拉机、开心爬爬乐、鱼跃龙
门、走平衡木等项目，充分体验
健康运动的乐趣。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张昆 童圣博 摄

小莲宝运动会

“浙”里看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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