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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真 吴丽萍
通讯员 陈金金 叶佳琪）换膜、修
枝、施肥……连日来，在庆元县隆
宫乡莲湖村葡萄种植基地内，一幅
人勤农忙的春季图景徐徐展开，为
新一年的丰产增收绘好底色。

抓好春耕备耕，对于确保粮食
丰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近期，
庆元县各乡镇积极组织农技专家、
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户细
化春季田间管理提供指导服务，为
全年增产增收开好头、起好步。

“我们春节前就开始了第一轮
的修剪，为的是让树形、树势都平
衡起来，下步要进行的是春剪。”莲
湖村葡萄种植基地负责人胡光姿
介绍，春季正是葡萄萌芽展叶、枝
蔓生长及抽穗的季节，经过修剪，

葡萄树体将会更加强壮。今年，基
地已经步入稳定高产期，主要有夏
黑、阳光玫瑰、紫红提三个品种，预
计年产量可超 10 万斤，年产值近
100万元。

“这段时间自然温度稍微偏
低，覆盖薄膜的大棚具有一定的保
温性，给葡萄树萌芽抽条创造有利
条件。”作为莲湖村的农技能手，翠
林妹已是葡萄基地的“老员工”了，
从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她积累了
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了村中不少

“新手”，“每个月在家门口就能领
到 4000元左右工资，日子过得跟这
些葡萄一样甜。”

在距离莲湖 10 公里外的黄坑
黄桃果林基地里，一支“跨山”而来
的“春耕助农小分队”也在忙着指

导种植户如何防治病虫害。这些
农学专家来自嘉善县农合联执委
会、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山
海协作部门，他们深入到田间地头
全面研判长势，“把脉问诊”对症下
药，手把手进行技术指导服务，提
高了当地种植户的防治水平，助力
春耕平稳有序推进。

隆宫乡宏源三福农资店也是
一幅忙碌的景象。店主方三福介
绍，为有力保障春耕备耕所需农资
量足价稳，春节过后店里就着手采
购和储备作物种子、尿素、复合肥、
除草剂等农资。目前，每天能售出
化肥 5吨左右。

当下正是茭白移栽的黄金时
期，庆元县岭头乡岭头村茭白基地
内春意盎然，农户们身穿防水裤、

头戴斗笠帽穿梭在田间忙着移苗、
栽苗。

3月以来，岭头乡依托乡、村两
级网格力量，组建党员春耕志愿服
务队，抢抓农时，蹲点 600余亩茭白
移栽、1500 亩高辣度辣椒土地翻
整、2500 余亩黄精追肥，服务春耕
备耕生产工作，助力岭头乡优势特
色产业“开门红”。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年初，
为不断展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庆元县
出台了《2023—2025年庆元县农业
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扶持政策若
干意见（试行）》。在强有力的政策
保障下，庆元处处呈现着春耕备耕
的火热场景和农业生产强劲开局
的良好态势。

庆元：农技服务到田头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麻萌楠
汪峰立 通讯员 刘迪康）近日，2024
年“玩在缙云”春季文旅体活动专题
发布会在缙云县举行，介绍甲辰
（2024）年清明浙江缙云海峡两岸共
祭轩辕黄帝大典情况以及多场文旅
体活动相关情况。

缙云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中华民
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
县，建县已有 1300多年历史，为中国
南方黄帝祭祀中心和南方黄帝文化
辐射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祭
祀轩辕黄帝大典也越来越受到海内

外炎黄子孙的关注。
据介绍，甲辰（2024）年清明浙

江缙云海峡两岸共祭轩辕黄帝大典
将于 4 月 4 日（清明节）上午 9 时 50
分在仙都黄帝祠宇举行，主题为“同
根共祖两岸共祭”。

今年是恢复祭祀轩辕黄帝的第
26 年，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也将有不
同的寻根旅途和团圆故事，表达炎
黄子孙不忘始祖、慎终追远之情。

和以往相比，今年清明祭典将更
加凸显龙文化，在整体的氛围营造和
乐舞告祭环节融入更多龙元素，还有

精彩的舞龙环节；更加凸显缙云特色，
融入许多缙云本土民俗表演，传承展
示传统文化；更加凸显群众性，邀请警
察、教师、医生等社会各界优秀代表参
加，参祭嘉宾更广泛更具代表性。

发布会介绍，今年春季，缙云县
有多场重大文旅体活动。

3月24日上午，2024骑纪中国龙
年首站黄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在缙云骑
纪公园举行。本次机车嘉年华活动共
持续三天，由金卡纳挑战赛、骑纪市
集、百名摩友祭祀轩辕黄帝大典、机车
大巡游等多项子活动组成。启动仪式

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机车骑手
从缙云县骑纪公园出发，进行全长约
50公里的骑行巡游。车队穿越缙云
的最美绿道、青山秀水、乡村原野以及
5A级景区仙都、朱潭山景区等核心景
点，领略缙云连绵的秀水青山，感受缙
云城乡风貌的美丽蝶变。

4 月 13 日，2024 缙云仙都女子
半程马拉松将开跑。今年是“仙女
跑”连续举办的第 2年，赛道途经以
山为骨、以水为脉、以绿为底、以文
为魂的仙都风情绿道，让更多人体
会到马拉松的魅力。

2024年“玩在缙云”春季文旅体活动专题发布会举行

缙云邀请四海宾朋共襄文旅体盛会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
员 华华）近日，在丽水市援疆指
挥部的积极推动下，丽水职业技
术学院向新疆新和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捐赠了价值 30万元的汽车
教学设备，开启了丽职院与新和
中职校共同培养技能人才工作的
新篇章。

第十一批丽水援疆干部人才
进疆以来，积极推动教育援疆“全
面帮扶，精准结对”，推动丽新两
地交流交往交融，助力新和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丽水唯一
一所高职院校，多年来，丽职院始
终坚持同省内职教伙伴共享资
源，协力奋斗，同省外职教同仁守
望相助、携手发展，共同促进职业
教育发展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新和县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还与丽职院签署了两
校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丽职院智能
制造学院党总支签订了党建联建
协议，双方将恪守“优势互补、务求
实效、共谋发展、战略共赢”的基本
原则，充分挖掘优势资源潜力，开
展教育、人才、科技、文化交流与合
作，共同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促
进东西部教育协同发展。

丽职院主要负责人表示，两
校本着增进友谊、共同发展的原
则，将在办学理念、教学经验、管
理模式、优势资源、名师结对等方
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交流与共享，
持续丰富合作内涵，共同助推高
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共同助推智造类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丽职院向新和县
捐赠汽车教学设备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朱敏 通
讯员 雷晓云）“雨季就要来了，清沟
排水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果树不容
易成活。”近日，在遂昌平风塘家庭农
场脆梨基地内，农技干部朱国民一边
仔细查看梨树长势，一边指导农场主
做好清沟排水等管护措施。

一年好景在春耕。为保证今
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连日
来，遂昌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农技
人员、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开设“课
堂”、狠推项目，从田间到地头，处
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春”景象。

遂昌平风塘家庭农场位于海
拔 850米的高坪乡高坪新村，种植
有 20 余种果蔬，是一家集农业生

产、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研学旅行
于一体的休闲观光采摘基地。

“去年脆梨不够卖，很多订单
都只能退款处理。”农场负责人包
孙雄说，根据去年火爆的销售情
况，今年基地补种了一批脆梨新
苗，眼下正抓紧做好田间管理工
作，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在湖山乡奕山村，新引入的 40
亩春香柑橘正在栽苗。“村里出地、
雇人，宁波市象山县晓塘乡给我们
资金、苗木和技术支持。”望着刚刚
栽下的苗木，奕山村党支部书记涂
火祥介绍，这是湖山乡与晓塘乡签
订的合作帮扶项目，“除了我们本
地的农技干部，接下来每个月，乡

里还会邀请晓塘乡的种植专家前
来开展技术指导。”

高山西瓜是黄沙腰镇小洞源
村的重要支柱产业，去年以来，该
村先后建成了西瓜基地、开展了甜
蜜一“夏”西瓜节系列活动，有效地
带动了村民增收。

这段时间，赶在西瓜育苗前，
黄沙腰镇组织开展“春耕助农 送
技下乡”高山西瓜种植技术培训
课。“有了技术指导，品质上去了，
价格才能卖得高。”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讲课方式，让西瓜种植户们
收获满满。

在石练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项目现场，十余台挖掘机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田地改建作业，连日
来，该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农业基
础提升工程。

“改造完成后，这 1000 余亩田
地将成为‘路相通、渠相连、旱能
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农户可
通过机耕机播、机防机收，实现全
程机械化作业。”石练镇党委副书
记吴凌涛介绍，为保障项目顺利推
进，镇里组织成立党员先锋队，全
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围绕遂昌县创建国家级制种
大县目标，我们将加快推进农田基
础设施类建设项目，为实现农田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根
基。”吴凌涛说。

遂昌：抢抓农时忙春耕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李诗怡 程海琴） 日前，缙云、云
和、庆元县人民政府落实市审计
局审计建议，积极收回乡镇高标
准农田建设等项目中多支付的工
程款。

为拉紧乡镇在工程价款结算
中的“严谨弦”，去年上半年，市审
计局在开展共同富裕涉农相关政
策和资金专项审计调查时，延伸
审计了缙云县、云和县、庆元县三
地的相关项目，重点抽查了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村基础
设施项目等工程项目质量、项目

工程款支付情况等内容。
审计结果显示，三地共有 9个

项目存在多支付工程款的情况，
共计 25.54万元。对此，市审计局
提出审计建议，建议相关县督促
业主单位加强工程造价管理，规
范执行工程价款结算规定。

随即，缙云、云和、庆元快速
采纳审计建议，对照审计发现的
问题，即知即改，三个县共计追回
多付的工程款 25.54万元，并进行
举一反三，对人工土方开挖及材
料二次搬运费用不合理等情况开
展自查。

丽水审计督促
追回多个项目工程款

近日，莲都区老竹畲族镇徐庄村种植的近1700亩桃树迎来了桃花盛
放的季节，预计年产量超 2500 吨，年产值将近 800 万元。徐庄村还发展
桃干、桃脯、桃胶等加工产业，结合文旅业打造桃花观光和桃子体验采摘
等农旅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雷宁 郑佳仑 通讯员 雷项颖 摄

近日，松阳县古市幼
儿园岗寺分园举行春耕开
耕仪式，让孩子们真正感
受到春耕的意义。锄头、
铲子、小铁锹……小小“农
民”们拿着称手的工具，在
老师的指导下，为“一米田
园”除草开荒，感受着生命
的起始和万物的生长。

记者 兰雷伟 商政君
通讯员 叶梦雨 任梦雅 摄

小小“农民”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员 周晴）“年后我和媳妇就
去外地打工了，孩子的课业辅导
交给社区很放心，还是大学生一
对一辅导。”近日，莲都区白云街
道陈道门社区居民老陈欣慰地
说。陈道门社区开设的“家门口
学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都会
开课，主要针对留守儿童的课业
辅导和课后生活。如今，这样的

“家门口学堂”陆续入驻白云街
道的各个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
丰富了辖区孩子们的课外生活，
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接送也很
便捷。

去年以来，白云街道在日常
的“党群联心·网格走亲”中，详细
了解了辖区居民对于中心场地和
服务的各类需求，发现“双减”政
策后青少年的业余时间多了起
来，“如何用健康向上的活动填补
这些空白”成为了家长、学校与社
区共同关注的问题，不少家长反
映了校外非学科培训费用高、接
送不便等难题，“家门口学堂”应
运而生。

白云街道依托街校共建资
源优势，根据居民需求，引导社
区有针对性地与学院开展党建
联建，促进校内实践资源、师资
人才资源、专业学科资源向街社
流动、向中心汇聚。接官亭社区
与丽职院工商管理学院共建的

“春芽红色课堂”、陈道门社区与
丽职院林业科技学院共建的“嘉
种子学堂”等“家门口学堂”迅速
开课了。

“何老师，我要给雷锋叔叔
多画几朵大红花，向他学习。”在
三岩寺社区与丽水学院中国青
瓷学院首次合作的“未来计画”
项目中，学童们认真地说。该项
目由美术专业和设计专业学生
党支部组建“艺行”志愿服务队，
发挥美术、设计专业特长，免费
向青少年提供绘画、手工等美育
教育。今年以来，白云街道、社
区已经和 10 个二级独立学院开
展党建联建，开设“家门口学堂”
6 个，推出课程 25 次，服务居民
175 人次。

“把学堂办到居民家门口，街
校融合发展的黏度也在不断加
强，‘家门口学堂’既可以为大学
生志愿者提供实践机会，又能促
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家长没时间辅导孩子的
矛盾，也是街道为群众办实事的
一次新尝试。”白云街道负责人表
示，接下去，除课业辅导、阅读、法
律宣传等基础课程，街道将围绕
院校师生特长和居民需求，不断
延伸课程设置，组建授课团队，谋
划推出音乐、体育、文化、书法等
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党群服务中
心更具人气、更聚民心。

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升级

白云街道联合高校
打造“家门口学堂”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吴卫萍 刘奕春）近日，景宁畲族自治
县发展和改革局收到一面来自关子
股权投资（丽水）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公司送来的锦旗，锦旗上写着：

“热情为企业服务 真诚为群众解
忧”。这是企业对景宁境外投资项目

“一站式”增值化服务由衷的感谢。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2023年，

景宁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实体化运作
的县级企服中心，集项目、政策、金
融、科创、法律等服务板块于一体，
让企业实现“只进一扇门、能办所有
事”。作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八

大板块之一的项目增值服务，还为
重点企业配备了“一对一”助企服务
专员，确保企业在遇到问题时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2023年，关子股权投资（丽水）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以境外直接
投资方式并购香港麓鹏制药国际有
限公司 1.59%的股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投资条例》有关规定，
景宁发改局按照“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和网上审批”工作要求，第一时间
为企业进行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在备案过程中，围绕境外企业
投资项目开工“一类事”增值服务，

协同自规、建设、环保、水利和经商
等部门做好联合会商等组团式服
务，通过再造项目审批流程，推动项
目申报、开工等“一类事”并联办理，
切实减少申报主体填报事项。此
外，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还通过

“减事项、减材料、减时间、减流程、
减费用”等措施，提升企业服务满意
度，实现境外投资项目“极简审批”
服务。

“近年来，我们积极调整发展模
式，特别是在工业
项目上着重发力。
2023 年，景宁制造

业投资增长 66.7%，位居全市第一，
近两年招引的项目也是前三年的两
倍。同时还出台了工业新政、科技
新政、惠明茶新政，助力景宁经济实
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景宁发改局
工作人员汤慧娟说道，下一步，景宁
将继续坚持以企业为中心，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增值化改
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工业发展新生
态，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加强劲的动力。

只进一扇门 能办所有事

景宁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一站式”增值化服务

践行“八八战略”推进“一号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