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 日，莲都区白云街
道五宅底社区联合丽水学院
商学院在残疾人之家开展“时
节知趣堂——清明同行递温
暖，与爱同心共助残”主题活
动。图为残疾人之家成员在
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清明节
气相关知识及点心制作技巧。

记者 商政君
通讯员 朱婕 林诗琦 摄

爱心助残

共同富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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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李杨 徐
丽雅 通讯员 雷叶超）“一定要
做好台账记录，留好发票。”“化
肥农药的有效期要注意定期检
查。”“要注意进货来源。”近日，
景宁农业行政执法队联合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农资市场

“综合查一次”专项执法行动，
践行增值化改革理念，构建“农
资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维护、农
民权益保障”为链条的特色产
业综合服务体系，为春耕备耕
保驾护航。

为保证当地全年粮食稳产
增收，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景宁
农业行政执法队还开展了“放
心 农 资 下 乡 进 村 ”的 宣 传 活
动。在宣传活动中，执法人员
重点宣讲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各项惠农政策，
使广大农民能够更好地了解自

身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执法
人员还仔细讲解了农资鉴别真
伪和科学使用的方法，全力保
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此外，执法人员还
积极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地选
购农资产品。

为确保农资销售环节的安
全与规范，农业行政执法队还
加强了对农资店的监督检查。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认真检
查种子的进货台账、抽查种子
的生产日期，重点对种子是否
套牌、是否审定、是否备案、是
否在质量保证期内、是否适宜
在当地种植等方面进行检查，
并提醒经营人员要注意定期检
查肥料、农药的有效期，对进
货来源进行把关。

截至目前，执法人员已抽
查了 150批次的农资产品，并要
求存在问题的农资经营主体立
即进行整改。

景宁靠前监管农资
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通
讯员 邱贞波 涂夏丽）3 月 27
日，浙江省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总队丽水支队在浙江省隧道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
有力加强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保障丽水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作为政府救援系统的辅
助、补充、后备力量，浙江省地
质灾害应急救援总队由省应急
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地质
院、省自然资源集团共建共管
共用，统一领导。

丽水支队是浙江救援总队
下设的 8支支队之一，由市应急
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省第七地质大队和浙江省隧道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建共管共
用。成立后将在市人民政府突
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的指挥
下，参与突发地质灾害现场应
急调查、应急监测、灾险情研
判；地质灾害现场应急救援、应
急抢险施工等。

“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丽水支队的成立，承载着政府
和人民的肯定与信任，我们深
感使命光荣，深知重任在肩。”
揭牌仪式上，省隧道集团负责
人 李 桂 来 说 ，丽 水 支 队 将 在
省、市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下，充分发挥人才队伍和专业
技术优势，进一步强化专业技
术、应急反应、综合保障、协同
作战等能力建设，有序有力有
效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
工作。

“丽水支队的成立，将进一
步整合区域应急救援力量，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响
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丽水支队将有力
加强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升突发地质灾害事故救援水
平，对我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提高应对各类地质灾害
隐患事故处置能力发挥重要作
用。

浙江省地质灾害
应急救援总队丽水支队成立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通讯员 何
骏骆）近日，第十届中西文化“玩美游
学”暨在浙留学生“感知乡村发展 传
播美丽中国”活动在遂昌县举行。来
自赞比亚、津巴布韦、摩洛哥、法国、越
南、尼日利亚等国家的 40余名国际留
学生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国际留学生们与遂昌中
学师生围绕“和而不同，姹紫嫣红”这一
主题，开展了一场精彩的文化交流。

“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
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首先，遂
昌中学的学生演唱歌曲《在那东山顶

上》歌颂与国际留学生的情谊，为活
动拉开了序幕。随后，国际留学生分
别表演了非洲现代舞、英语说唱、中
文歌曲等，展示了母国民族文化之美
以及优异的中文素养。最后，国际留
学生们与遂昌中学师生同台献艺，深
情合唱中文歌曲《朋友》，表达升华美
好情谊的心愿。

中国元素的精彩展示，是此次活动
的一大亮点。国际留学生们通过体验非
遗扎染、漆扇制作、古法制茶、布衣拳、打
麻糍、矿洞探险等活动，亲身感知中华民
族的智慧传承，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内

涵，领略美丽乡村的蝶变发展。国际留
学生们纷纷用中文谈了自己的感想，其
中，来自津巴布韦的谭科说，“我们和中
国虽然有不同的文化，但彼此之间想成
为朋友的情感却是相同的，希望今后能
加深交流，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民间对外
交流的引领作用，鼓励并推动本地社
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助推打造中西

“玩美游学”研学品牌，以文化为媒促
进民间对外交往，将中国传统文化、
非遗文化、茶文化、遂昌汤显祖戏曲
文化等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大舞台，让

外国朋友“看懂听懂读懂”中国。
“国际留学生是传播中国文化、讲

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窗口，中西文
化‘玩美游学’项目聚焦国际留学生
这一群体，通过主题鲜明、互动性强
的文化交流活动让国际留学生们加
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找到与中国故
事的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让他
们了解丽水、爱上丽水。”市友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更多的社会组织参
与国际交流合作，搭建起中西方文化
交流的桥梁，向世界展示丽水乃至中
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用“玩美游学”传播中国文化

40余名国际留学生来遂昌“感知中国”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舒旭影 余自强）这几天，在青田县黄
垟乡峰山村，只见郁郁葱葱的杉树
下，一垄垄绿油油的黄精长势喜人，
青田诚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江平正带领着工人挖掘林下
黄精。

“当时我们按种子的大小分三个批
次种下，这两个月开始挖最大的那一
批，已经挖了20多亩。”陈江平介绍，黄
精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2022
年起，他看准了峰山富硒土地肥沃，具
备发展林下经济的先天优势，便在杉树
下套种了300亩黄精，经过两年生长的
黄精，个头翻了一番。

作为全县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陈
江平也尝到了林下种植的甜头。“我
们推出了三个批次的黄精产品，分别

是块茎和切片，切片又有干湿两种，
价格基本在 1200元一公斤，畅销青田
本地和温州、丽水等地。”陈江平笑着
说。

青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山多地少，森林资源丰富，如何靠
山吃山，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当地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林下经济发展。尤其是今年起，
青田将林下种植的补助标准从 500元
每亩提升至 2000元每亩，对基地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林地流转等方面给予政
策的倾斜支持，同时邀请专家到基地
实地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政策补贴力度加大后，也吸引了
更多农户加入到林下种植中来，青田
县叶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魏秀华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起，他

在三溪口街道雷石村种植了 600多亩
油茶林，但长期以来，单一的油茶林
可产生的效益有限。今年开始，他在
林业专家的启发下，尝试在油茶林下
种植 300亩黄精。

“林下黄精种植门槛不高，收益
却很可观。我们从正月开始种植，现
在 300 亩基本快完成了，第一批种下
的黄精已经发芽。”对于未来，魏秀华
充满期待，“黄精种植几乎不用管理，
种下几年后进入采挖期，每年采挖一
次，一亩能产两三百斤。”

如今在青田，像陈江平、魏秀华
这样参与林下黄精种植的种植户有
13户，种植面积达 4500亩。除了林下
黄精种植，青田还不断探索林下种
植、林下养殖等复合经营模式，在毛
竹林、杉树林、油茶林等森林中种植

灵芝、三叶青、大球盖菇，以及养蜂、
养鸡等，积极推动将良好的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广大农民在培育
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更多金山
银山。

“发展林下经济，能有效提高林地
综合利用率，所以林农的积极性也比
较高。”青田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叶苗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利用森
林资源和生态优势，紧紧围绕全市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要求，以发展
林下种植中药材基地为重点，大力发
展林下种植、养殖、旅游、康养等多种
特色经济产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
林下经济发展新格局。

青田林下“掘金”打造绿色聚宝盆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清明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了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单位等食品经营场所的原料采
购与存储、索证索票、环境卫生等情况，不断强化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和隐患排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王证 摄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4月 2日，
“山·风”长三角水彩画家濂竹乡村采
风写生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展，为广
大市民奉献了一场文化盛宴，展期将
持续到 4月 25日。

濂竹乡位于遂昌县城东部，是一
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镇。
近年来，濂竹乡创新实践“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高度重视“艺术乡

建”，通过与省市美协、省内外艺术院
校的交流合作，加快艺术写生基地建
设，与东华大学等 24家院校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承接了一批批院校师生
的校外采风写生实践，吸引了来自上
海、杭州、黑龙江等多地的 9000 余人
次艺术家、师生前来采风创作，走上了
一条以艺术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子。

此次画展，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30 位水彩画家数
次聚集濂竹乡，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
品。此次参展的 102幅作品均以濂竹
乡村为题创作，通过水彩画的形式展
现了浙西南秘境的群山萦连、千年静
谧。

“100余幅作品面貌丰富，笔墨淋
漓，多角度表现了濂竹的自然风光和
乡土人情，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感染

力。作品体现了学术追求，有深度和
厚度，展现了濂竹的人文风光和风土
人情，也展现了濂竹写生创作素材的
巨大魅力。”画展开幕仪式上，省油画
家协会副主席蔡志蔚说，丽水的画家
对于乡村素材的创作写生追求有着
优良的传统，省油画家协会将持续支
持濂竹乡村建设，聚集人气带动濂竹
写生创作基地的发展。

长三角水彩画家濂竹乡村采风写生作品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