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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葛畅

乡村呼唤人才，人才成就乡村。
不久前，在青田方山乡龙现村

的丰收节市集上，各式各样的青年
创意产品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的
目光。“我们将非遗剪纸融合到索面
包装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
款产品能够帮助北山索面提升知名
度和影响力。”产品设计者、浙江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黄程怡表示。

本次青创市集共展示了 30组创
意产品。这些产品来自全国各地的
大学生，在深入考察调研后，他们尝
试用更加新颖、多元、文化的方式去
诠释和推广青田。此次产品的展示
也标志着历时 2个多月的“创青春”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
丽水青田县专项正式落下帷幕。

大赛通过引领全国青年走近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了解青田侨
乡文化，并借助“创意+产业”传承中
国数千年的农耕智慧，为青田乡村
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
式。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 82 所高
校 226支团队的 1496名师生报名答
题，经初、复赛评审，最终 30支立项
团队入围。

为使自己的项目能为乡村振兴
赋能增效，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王
嘉伟团队三次从河南郑州往返青
田 。 大 家 深 入 田 间 地 头、走 访 村
民、调研村史，并结合龙现村“华侨
村”特点，为青田农遗文化量身打

造多语种的讲解词和研学线路。王
嘉伟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世界
首批、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希望通过自己团队设计出的
研学线路，让更多人认识青田、了
解青田。

“美丽琼”是北山镇张坪村“张
坪酿”品牌下的一款米酒产品。该
酒色泽红润、风味醇厚，具有美容养
颜、补气血、排湿寒等功效，深受当
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喜爱。为挖掘品
牌精神，提取品牌符号，注入时代内
核，来自浙江工商大学的曾浩晟团
队结合张坪村文化和“美丽琼”品牌
优势，以“枫叶寄情，醉美张坪”为主
要脉络，为该酒设计出“美丽琼”专
属 logo，更好助力品牌形象塑造与市

场推广。
乡村振兴是强国之基，青年人

才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作为大
赛秘书处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大赛始终坚持“乡村出
题、高校答题、真题真做、村校结对、
成果落地”理念，在乡村与青年间搭
建一座双向互通的桥梁。“希望通过
此次大赛，组织和吸引更多大学生
来到青田，助力乡村运营与乡村发
展。”

青田团县委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有青年的地方就会拥有蓬勃的
生命力。青田将以此次大赛为契
机，持续开展更多青年驻村计划，鼓
励广大学生来村里调研，共同开启
一场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之旅。

“创青春”第四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丽水青田县专项完美落幕——

一场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智召 通
讯员 王若昕 涂夏丽）近日，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公布
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全省 2个
项目入选。其中，我市青田县“稻鱼
共生”系统修复项目位列其中。

青田县位于瓯江源头区域下
游，其稻鱼共生系统已有 1300 多
年历史。该系统通过“田面种稻、
水体养鱼，稻花肥鱼、鱼粪肥田”
的方式，维持了独特的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平衡，不仅有效提高了
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还显著增强
了生态系统的抗逆性。

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为中国
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青田县从原态保护、
活态利用、业态融合三方面入手，
科学规划、严格管理，通过探索自
然修复路径、优化稻鱼共生技术、
恢复荒田种养属性、完善灌溉排
水系统，全面推广实施“稻鱼共
生”，实现了生态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青田县还聚焦保
护发展共赢，通过“生态+、品牌+、
互联网+”机制转化生态价值，打
造公共品牌，提升稻米价格，带动
农民致富。同时，借科技赋能智
慧养殖，用业态融合促乡村振兴，
实现了农产品的全球销售。

2023年，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
面积达到6.54万亩，稻鱼产业总产
值达到 3.04亿元，同比增长 8.3%。
截至今年 9月底，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修复项目已累计完成总投资
1836万元，通过采用生态种养、优
化灌溉排水、肥药双控等技术手
段，已完成了 6000 亩农田的修复
和66.35千米渠道的修复工作。

“如今，青田县的生态稳定性
逐步增强，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
我们不仅实现了‘肥药双控’，减少
了农业面源污染，还提升了种养
综合效益，拓宽了生态价值转化
路径。”青田县瓯江山水工程相关
负责人表示，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的成功修复，保护了珍贵的农
业文化遗产，有力推动乡村持续
绿色发展。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入选山水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

图为松阳县斋坛乡“百千万”项目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近年来，松阳县开展“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通过耕地
质量提升、耕地功能恢复、绿色农田建设等各项工程，实现耕地集中连片
化、种植机械化、产业规模化。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建成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10 个，项目总面积 13175.0 亩，整治后连片耕地面积
9180.1亩。其中松阳县斋坛乡石门圩村、樟溪乡力溪村、水南街道水南村、
赤寿乡赤岸村等4个项目获评“第一批省级优秀项目”。

通讯员 项柳洲 涂夏丽 潘慧 摄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近日，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执法
队对市区璀璨岚园小区 6 户排屋
违建进行依法统一拆除。

当天上午 9点，记者看到拆除
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工作人
员正在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违
建的位置位于一楼的公共绿地，
部分业主为了增加房屋使用面
积，私自将绿地上的绿植移除。
此外，部分业主对地面进行水泥
硬化的同时，还建起了 1米多高的
水泥砖混结构围墙。

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
执法队队长周志凯介绍，近期，执
法队员在巡查中发现，璀璨岚园
小区多户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建
设水泥围墙。随即，执法队员对
存在违建行为的 6 户业主发放了
相关法律文书，要求相关住户在

规 定 期 限 内 进 行 整 改 ，恢 复 原
状。规定期限满后，执法队员巡
查发现，相关业主并没有进行整
改，遂进行统一拆除。

周志凯表示，私圈绿地的行
为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公共绿化，
还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秩序。一
直以来，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持续保持控违拆违的高压态势，
坚决铁腕拆违、依法拆除，露头就
打，一拆到底。接下来，执法部门
将继续依托网格化、信息化等手
段，形成常态化监管体系，不断加
强违法建筑巡查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开发商在
楼盘销售过程中，可能会向购房者
承诺“可以免费使用”“赠送”等，实
际上，若没有取得产权证，未在合
同上注明，绿地通常属于公共，类
似私搭“花园”将面临拆除。

市区6户违建被依法拆除

10月22日，“龙泉论剑、万邦造物”中外艺术家青瓷艺术共创活动在龙泉市望瓯·陶溪川拉开
帷幕，来自全球 40 个国家的 130 位国际艺术家与龙泉本土 40 位青瓷手艺人一起开展集体创作。
图为中外艺术家正在进行瓷版雕刻，作品完成后将进行上釉、烧制、组装，最终形成大型户外艺术
装置作品。 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刘茜 摄

中外艺术家共创青瓷艺术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仇
建习）观赏珍稀濒危植物景宁木兰
又有了新去处。记者了解到，日前，
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
的技术指导下，莲都区峰源乡葑垟
林区、东西岩风景名胜区分别建成
了 300 余米长的珍稀濒危植物景宁
木兰护路景观林。

据悉，该护路景观林建设项目 6
月份启动，经过专家组多次现场踏
查，选定莲都林场葑垟林区和东西
岩风景名胜区两处区域打造 2 条景
观护路林，并于适宜景宁木兰种植

的 10 月中旬正式栽种。其中，莲都
林场葑垟林区作为景宁木兰原生
地，此次打造景观护路林是景宁木
兰回家“开枝散叶”；东西岩风景名
胜区则是景宁木兰首次“下山”安家
落户。2条护路景观林合计全长 600
米，种植新繁育景宁木兰种苗 610
株，全区的景宁木兰种群数量也得
到了实质性的增长。

景宁木兰属于浙江省重点保护
珍稀濒危植物，为浙江特有物种，分
布极为狭窄，野外仅分布在丽水的景
宁畲族自治县、松阳县、莲都区峰源

乡和温州乐清市的高海拔区域，鲜少
在低海拔区域发现野外分布。

为何莲都能跨海拔打造景宁木
兰护路景观林呢？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石从广副研究员介绍，据调查，莲
都区野外分布景宁木兰仅 137 株。
2023年，莲都区在莲都林场葑垟林区
建立了一处野外回归地，种植景宁木
兰 206 株，通过一年来的抚育管理，
生长状况良好。同时，莲都区大港头
镇官岭村也发现了野外植株，说明景
宁木兰同样适应莲都区低海拔生境。

“我们在高海拔（峰源乡）及低

海拔区域（东西岩）分别建设了一条
景宁木兰护路景观林进行对照试
验，定期观察其生长情况，也是积极
探索其园林应用前景的尝试，为全
面应用推广和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石从广表示，景宁木兰具有较
高的科学研究和园林观赏价值，每
年二月树枝上花团锦簇，花型花色
极为丰富，其还具备耐旱耐湿等特
性，非常适合种植在道路两侧作为
护路观赏树种，因此，开展将其作为
护路景观林应用推广试验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珍稀濒危植物有了新去处

莲都打造景宁木兰护路景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