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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新征程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梅
杨景 徐菲 王禹）近日，青田县三房
村村民陈文德，在“香溢返程”小程
序上填写好收货人信息、托运物品
种类，拍照后点击提交，丽水烟草返
程物流车便把他的农副产品及时送
到城里的返程物流接收点，而且不
收取运费。

近年来，丽水烟草聚焦山区群
众农副产品进城销售需求，梳理出
卷烟送货线路沿线农村产业基地、
城乡人流聚集地、物流集散点等服
务需求多的区域，从中优选出74家
有实际服务需要、服务意愿和区位

优势的零售终端作为返程物流点，
积极探索以农网终端为起点、城网
终端为终点的公益返程物流服务。

为畅通返程物流产供销信息
链路，丽水烟草自主设计开发了

“香溢返程”小程序。村民只需用
手机下单，农副产品就能搭上出村
进城的“顺风车”，由送货人员直接
送往零售终端，有效助力山区群众
增收致富。

同时，丽水烟草聚焦留守老
人、农村学子等群体的物品寄收需
求，在城乡两端投入应用 9组智能
自提柜，有效解决了货品捎带交接

难等问题。
“返程捎带物品在运输途中出

现损坏怎么办？”这是村民普遍关
心的问题。对此，以便民惠民为出
发点，丽水烟草细心梳理返程物流
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点，完善点位
管理、风险防控、推广应用等一揽
子运营机制，保障返程物流持续有
效运行。并按照“筛选点位、签订
协议、挂牌运行”的标准化流程，确
保返程物流点运行权责清晰、流程
明晰、标准严格。

此外，丽水烟草从平台操作、工
作规程、实施流程等方面编制操作

手册，制作经典案例集，推动返程物
流模式更好更快推广落地。目前，
丽水烟草返程物流模式已在浙江烟
草商业系统 11家地市单位全覆盖
应用，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了更大
范围、更宽领域的助农便民服务。

丽水烟草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探索公益返程物流服务转型升级，
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物流服务体
系，持续助力山区群众搭乘“顺风
车”、走好“共富路”。

链接城乡 规范运作

丽水烟草返程物流助力农副产品“进城”

文 明 旅 游文 明 旅 游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丽丽）旅
游火起来，垃圾不落地；人气旺起
来，排队有秩序……中秋小长假，
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我市
享受悠闲假期的同时，也感受到
浓浓的文明旅游气息。

连续两日，记者采访发现，赏
月、露营、夜游的度假方式受到市
民游客青睐。文明旅游、不留垃
圾、排队有序等成为市民游客出
游“共识”，也成为丽水中秋游玩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赏月聚餐的夜游活动成为今
年中秋假期游客最受欢迎的活动
之一。到了晚上，在古堰画乡、万
地广场、未来城等地亮起一盏盏
灯笼，家人朋友欢聚在一起，烧
烤、赏月，团圆迎中秋。9月 17日，
游客赵女士带着父母，下午在应

星楼、瓯江魂公园游玩，晚上在古
堰画乡香樟广场看戏曲演出，观
火壶表演，尽兴而归。

“秩序井然，观看演出时也不觉
得太吵闹。”赵女士表示，虽然游客
众多，但游客在玩乐的过程中，都自
觉地将垃圾放进垃圾桶里，地上很
少有果皮、纸屑等垃圾，“看到这么
美丽的景色，大家都自觉维护好景
区环境，这样才能留住美丽风景”。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各大景
区景点的旅游配套设施。同时，
随着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不
断推进，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游客
文明出行，如今，文明旅游已经成
为我市中秋出游新风尚。

文明旅游引领中秋假期新风尚

值班编委 吴祥柱

夜班主任 吴 前

审读 王立新 朱俊华

夜班编辑 陈 俊

二、五、六版校对 陈 琳

三、四版校对 吴慧芬

夜班美编 杨祝娟

电脑组版

一版 余黄莹

二、四、六版 钱韦辰

三、五版 李红伟

七、八版 徐旸炀

本报讯（记者 谢佳俊 颜梦婷
通讯员 张哲 张靓）连日来，缙云县
五羊湾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春
萌正在忙着收茭白。基地种植的近
30 亩单季茭正进入收割期，加上从
农户手里收来的茭白，基地一天能
卖出几万斤。截至目前，今年合作
社的销售额已超 5000 万元，茭白还
远销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欧盟
国家。

“单季茭种植的面积少，但是价
格高，批发价一斤能卖到 5元左右，
是普通茭白的两倍。”李春萌笑着
说，这个品种叶子很薄，出肉量能
达到 70%，剥出来又白又嫩，常被叫
作“美人茭”。因品相好，口感甜

脆、纤维少等特点，合作社报送的
茭白获得了 2024 浙好山地蔬菜金
奖。

“这批单季茭虽然只能收一次，
但茭白品质好、单价高，一亩地收入
约 15000 元，还节省了一半的人工、
肥料等成本，整体收益和一种两收
的茭白差不多。”在李春萌看来，这
个品种最大的价值是填补了缙云茭
白上市时间的空缺。

缙云茭白上半年的收割期止于
6月，下半年 10月开始采收，而单季
茭的成熟期正好是每年的八九月
份。“这样一来，缙云茭白的上市时
间就能延长，外地客商也会选择留
在供货更加稳定的缙云，有助于打

开市场销路。”李春萌说。
“美人茭”的“含金量”还体现在

技术上。“我们在 3月份种茭白，5月
份砍叶，只保留 30厘米左右的叶片，
经过精心养护后，长出来的茭白就
是白白嫩嫩的‘美人茭’了。”李春萌
说，经农业部门总结提炼，以“五羊
湾”果蔬专业合作社名义，将“增加
单季茭种苗出苗量的方法”“提高单
季茭白再生茭抽生数量的方法”申
报发明专利，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截至目前，李春萌已获得 6
项国家发明专利。

对自己所掌握的这些种植技
术，李春萌从不吝啬于传授他人。

“只要有人问，我就愿意教。”2007年

以来，李春萌除带领缙云 4500 余名
村民种植茭白超 1.6万亩，为茭农提
供“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外，她的足
迹遍布福建、江西等地，无偿给农民
送技术找销路，还来到千里之外的
四川省南江县，为当地农民免费提
供 43万株茭苗，带动 3400多名茭农
增收创富。

记者了解到，缙云茭白历史悠
久，已有 670多年的历史，农民种植
茭白的传统和技艺代代相传，目前
全县茭白种植面积 6.6万亩，占全国
8%，年产量 12.7万吨，带动全产业链
产值 19亿元，从业人员超 3.6万人，
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
之一。

半年卖出5000万元

缙云一村民“种出”6项国家专利

近日，景宁畲族自治
县鸬鹚乡聚焦务工子女、
困难家庭，以“村事社办”
为抓手，推出周末课堂、
周 末 树 洞 、周 末 手 作 等

“周末暖暖”系列活动，送
上精准服务与关爱，解决
在景务工村民的实际需
求和困难。图为周末课
堂现场。

记者 商政君 通讯
员 吴 晔 雷 芝 烨 张 芬
芬 摄

周末课堂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刘
洋 叶忠伟）为进一步提升“山海协
作”工作实效，促进山海两地资源共
享、协作共赢，日前，庆元县淤上乡
芸洲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强村
公司）与宁波广峰胶囊有限公司成
功签订储能电站项目合作协议。这
也是庆元首个成功签约的山海协作
共富储能电站项目。

近年来，随着抽水蓄能电站、百
花岩风电场等项目的有序推进，庆
元以发展百亿绿能产业为目标，在
当地引发了新一轮绿色产业革命。
尤其是随着光伏、储能等项目成为

庆元诸多企业的“标配”，当地也为
全市乃至全省积累了众多“多能互
补”“智慧用能”等经验，有效助力能
源利用向着低碳转型方向发展。目
前，庆元县经开区就在如火如荼地
构建集分布式供能、储能调节、智能
控制、用能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园区
智能电力供应体系。

“有了这个‘超级充电宝’，企业
就可以实现‘谷电峰用’，一年能节
省不少电费呢。”庆元县淤上乡强村
公司负责人孙先伟介绍，依托山海
协作共富项目，此次该乡强村公司
将利用宁波市海曙区的山海协作帮

扶资金，投资 120万元在宁波广峰胶
囊有限公司配备两台被誉为“超级
充电宝”的储能一体柜。

据悉，储能一体柜集成了超大
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簇、智能云系
统、主动安全系统等模块，其之所以
能帮助企业节省电费，秘诀就在于

“谷电峰用”，即谷期充电、峰期放
电，利用峰谷价差获利，以此帮助企
业控制用电成本，真正实现降本增
效。同时，它还可根据企业自身需
求，实现多机并联、多用多省。

经项目前期调研及测算，该项
目预测前 10年储能设备的总放电量

为 399.02 万千瓦时，节能收益将超
336万元，预计可为庆元县淤上乡强
村公司带来年均 25万元的收益。

“这些年，庆元积累了不少能源
利用的经验，这次与当地乡镇强村公
司合作该项目，不仅可以助力山海协
作共富，而且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也能
推动用能低碳转型。”宁波广峰胶囊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

“双碳”行动的持续推进以及相关扶
持政策的陆续出台，能源智慧化管理
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相信通
过山海协作，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
庆元展开能源利用领域的合作。

庆元首个“山海储能”项目成功签约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宋伟 徐京）“没想到山里流下
的水还能卖钱，好山好水好生态做
出了大文章。”近日，松阳县裕溪乡
木岱坑村党支部书记石华凤介绍，
通过村企合作开发的“浙松谷泉”
天然饮用水已通过 SC认证并顺利
投产，年销售额达 130 余万元，同
时为本地创造了 50余万元的经济
收入。

裕溪乡位于松阳、莲都、云和
三地交界地带，长期以来，该乡存
在工业基础孱弱、村集体消薄产业
单一、劳动力流失严重、低收入农
户增收举措不多等现实困境。近

年来，裕溪乡坚持“党建引领、区域
联动、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总体思
路，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借助“共
富 123 行动”契机，着力打造水工
坊、酒工坊、泡豆腐工坊等共富工
坊，不断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积
极探索生态富民新路径。

“裕溪乡自然环境优越，森林
覆盖率达 87.27%，好生态也涵养出
好山泉。乡里的槎川源是松阴溪支
流，水质优良，源头为‘浙松谷泉’
取水点，全长5公里，流域面积24平
方公里，不仅滋养着这里的乡民，还
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裕溪乡人
大主席宋伟介绍，依托好山水，成

功吸引了杭州民本食品有限公司
来此投资。

不仅是好水，裕溪还有着“油
茶之乡”的美誉，目前油茶种植面
积达到 30000余亩，占全县种植面
积 40%以上。立足特色，裕溪乡
建设山茶油加工企业，并结合已
有 SC 认证的泡豆腐工坊，主推山
茶油、泡豆腐等传统农产品，着力
打造优质原材料生产基地、优质
山茶油示范企业和农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园，推动油茶全产业链发
展。目前，新改造提升的油茶林
亩均产油 40—60 斤，亩均收益达
2000—3000元，效益大幅提升。

另外，裕溪乡今年还投资 100
余万元，对 2019 年建成的粗放型
白酒工坊进行改造提升，引进甲醇
分离器、蒸馏设备、自动灌装机等
设备，对制酒流水车间、制酒设备
等进行标准化建设，现已成功申请
SC认证，白酒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可实现年产值 300万元。

如今，在统一区域公用品牌
“品味裕溪”辐射下，裕溪乡创成
SC认证共富工坊 3个，带动 300余
人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农产品价
格提升 20%以上，上半年全乡总收
入 3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 15万元以
上村占比达 71.4%。

创成SC认证共富工坊3个 带动300余人从事农产品生产

裕溪乡共富工坊助农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林坤伟

“点一下这里，就可以直接查看
报工记录等信息，所有数据一目了
然。”连日来，浙江卓求传动科技有
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内，一条条流水
线运转繁忙，看着全套生产流程数
据实时显示在数字化看板上，公司
总经理吴凌锋脸上露出自豪的表
情。“目前数字化系统已全面覆盖所
有生产线，可以精确地知道每一道
工序、每一个产品的生产状态。”

卓求传动成立于 2014 年，是
一家集传动产品产、学、研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这几年，企
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已实现了生产
过程可视化、质量追溯更高效、动
态库存更准确、绩效统计更可靠以
及数据价值最大化。一系列成绩
的取得，让吴凌锋深感“之前所有
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吴凌锋大学毕业，留
在杭州工作了一段时间。2018年
年初，卓求传动乘着滚动功能部件
行业快速发展的“东风”，同时也
想要扩大生产线并进行数字化转
型，吴凌锋毅然决然辞掉杭州的工
作，回到卓求传动，协助父亲管理
公司事务。

“当时公司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公司内外部环
境的阻力、人员流失、资金压力
等。”回想起公司下定决心进行数
字化转型后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
吴凌锋感慨道。

“数字化势在必行。我们从来
不怕问题，最怕的是不知道问题在
哪，数字化最大的作用就是把问题
暴露出来，让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地
去解决。”带着这份坚定，吴凌锋
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推动
企业数字化转型。

现如今，卓求传动生产车间百
余台生产设备和报工台通过系统
程序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从派发生

产计划到仓库提供原料再到车间
流水线加工，每一个生产步骤都由
数字化连接着，滚珠螺杆、直线导
轨等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数字化系统不但可以全程管
控物料使用明细，便于企业追踪、
分析，优化资源配置，还能规范企
业从销售、采购、库存到制造整个
生产流程，保证产品每一次订单都
能高效生产、准时交付。”谈起数
字化系统给公司带来的大变化、大
发展，吴凌锋自豪地说，在“智改
数转”驱动下，卓求传动员工人数
从百余人增加到现在的 200余人，
机器设备和产能也增加了一倍，从
原来一条生产线逐步增加到现在
的五大车间，销售额也于去年首次
实现超亿元。

“当制造业进入转型升级阶
段，向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升
级既是企业生存需要，也是大势所
趋，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我们，
自然而然成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

‘生力军’。”吴凌锋表示，制造业
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企业更像一艘船，小船容易翻，大
船不易掉头。公司上至管理层，下
至一线员工，大家都在努力跟上行
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为公司发
展奉献着光和热。

“卓求传动想在现有基础上精
益求精，走精品路线。”谈及未来，
吴凌锋作了一番谋划，他说，在公
司建立完善的数字信息化管理体
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推进企
业创新发展，完善和改进产品工
艺，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积极拓
展外贸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开展
对外宣传，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推
动企业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
勇当“生力军”

——记浙江卓求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凌锋

让企业站 C 位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麻程欣）砂石是基础设施建设
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材料，关系地
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近日，缙
云县砂石资源综合管理领导小组
正式印发了《缙云县工程类砂石
资源处置实施细则（试行）》，从制
度建设着手，增强了工程类砂石
资源处置工作的长效性与规范
性，标志着该县砂石资源管理迈
入全新发展阶段。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入贯彻实施和地方经济建
设的迅速发展，路网、水利、房建、
市政等各项目不断推进，进一步
规范工程项目砂石资源处置迫在
眉睫。缙云县砂石资源丰富，具
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为扎实推动
砂石行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缙云于去年专门成立了县砂
石资源综合管理领导小组，为该
县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
护航。

“砂石资源涉及经济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合理开发利用砂石
资源，做好行业监督管理，确保资
源供给和资源安全，是实现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缙云
县砂石资源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秉承“严格
监管、便捷实施、规范处置、高效
保障”的原则，缙云县依据《关于
进一步完善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监

管机制扎实推动砂石行业高质量
绿色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丽砂
管〔2023〕1 号）等文件规定，紧密
结合该县工程类砂石资源处置的
实际情况，精心编制并印发了该
实施细则。

据悉，该实施细则从基本原
则、适用范围、监管主体、实施内
容、砂石资源（矿产品）的竞买人
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及科学调剂
供需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制定，为
缙云县工程类砂石资源处置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相关行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如细
则明确了砂石资源在勘测评估时
中介机构的选择、储量评估、“三
量”报告编制、多余砂石资源价值
评估等规定，对多余砂石资源弃
方处置、调剂处置、托管处置、拍
卖处置等各类处置模式作出明确
要求等等。

“该细则的制定，有助于解决
缙云县在工程类砂石资源综合管
理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
问题，进一步优化工程类多余砂
石资源出让流程、提高砂石资源
处置效率、加强砂石资源处置和
交易的监管、优化砂石资源配置，
从而有力推动各类工程项目的顺
利实施，促进缙云县砂石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缙云县砂石资源综
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以政策推动砂石行业绿色健康发展

缙云砂石资源管理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