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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徐子云 涂夏丽）近日，2023
年度土地综合整治省级精品工
程名单公布，我市缙云县舒洪镇
昆洪村和松阳县望松街道西河
村的两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
生态修复工程榜上有名，分别荣
获第二等次和第三等次。

缙云县舒洪镇昆洪村全域
工程以“土地整治+绿色发展”为
发展定位，通过优化空间布局，
壮大山村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等
措施，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
乡村品质。此外，该项目还创新
投融资模式，强化产业衔接，补
足上游产业链短板，促进产业发
展。

松阳县望松街道西河村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
程项目坚持“土地整治+城乡融
合”的发展定位，通过空间重构、

产业激活、共富共享等措施，全
力推进全域土地整治，走出了一
条“城乡互动融合、集聚发展共
富”的蝶变之路。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通过聚焦“多田
套合”，合理优化用地布局和结
构，全力谋项目、筹资金，加快实
施耕地功能恢复，利用政策红利
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探索市场
主体共同开发经营的合作模式，
进一步拓宽土地资源、传统文化
等要素由单一功能向多元化功
能转变通道。

据了解，自土地综合整治工
作被列入省“十项重大工程”以
来，我市已累计完成投资 197.47
亿元，整治永久基本农田 62549
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43585 亩，
复垦建设用地 1392 亩，整治盘
活低效建设用地 4251亩。

我市2个项目获评
土地综合整治省级精品工程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董浩 刘春龙）近日，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16）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召开。
大会官方平行活动第八届全球地
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公布了第二届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入选城市
名单，丽水市榜上有名。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评选旨
在展示和表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取得卓越成绩的城市和地区，共
同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的
落实。其评估体系从表征指标、功
能指标、发展指标、协同指标、治理
指标五大维度综合考量城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进展。
素有“中国生态第一市”“浙江

绿谷”美誉的丽水，近年来围绕建
设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目
标，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
主抓手，不断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丽水生态
环境质量在较高水平上持续向好，
水、气环境质量多年领跑全国，生
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20 年位居全
省第一。

在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
的支持下，丽水市从 2019 年 12 月开
始，联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组织 50余家科研单位、1500

余人调查团队，历时 3年在国内率先
完成全市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调查共记录维管植物 3687 种、
脊椎动物 635 种、陆生昆虫 2608 种、
鱼类 134 种、大型真菌 2040 种。截
至目前，丽水市发现了百山祖角蟾、
瓯江小鳔鮈等 28 个全球新物种，以
及黄腹角雉、黑麂等一批珍稀濒危
物种，调查成果在全国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工作中首屈一指。

此外，丽水将全市 76.69%的国
土面积规划为生态优先保护空间，
初步形成以百山祖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丽水坚持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施浙江省

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2022 年，以
该工程为典型案例的“中国山水工
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
粮农组织表彰为“世界十大生态恢
复旗舰项目”。

在城市规划上，2020 年 12 月，
我市发布《丽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 可 持 续 利 用 发 展 规 划（2020—
2035 年）》，还先后发布《丽水市建
设“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
行动方案（2022—2025 年）》《生物
多样性评价指数技术规定》等政策
标准规范，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制
度体系。

厚植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丽水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吴
菁）“我们退役军人也有自己的创业
基地了。”10 月 30 日上午，“戎创莲
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正式
揭牌。

为进一步推动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服务走深走实，莲都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通过前期精准掌握退役军人需
求，最终确定以交通便利且配套设施
完善的丽水市匠心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为平台，打造孵化基地。孵化基地

预计适用面积为 7500 平方米，拥有
特色技能培训工种 20 余项。此前，
该校已培训退役军人 600余人，包括
电商培训 250余人、西点烘焙师培训
170 余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 90 余
人、电工培训 40余人等。

“‘戎创莲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的成立，满足了我们退役军
人的就业创业需求，还提供专业性和
针对性强的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
训、资源对接等服务，帮助我们更快

地适应新环境，最终顺利实现自主就
业创业。”揭牌现场，退役军人代表蓝
剑峰开心地说。

不仅如此，在为莲都区退役军人
提供技能培训的同时，“戎创莲都”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还将搭建
就业创业输出平台，组织对标企业进
驻基地，通过双向选择实现莲都区退
役军人自主就业创业。

“接下来，我们将在优化政策环
境与服务体系、加强培训与能力建

设、强化合作与交流机制、打造品牌
与示范效应以及持续优化创业环境
等方面不断发力，持续完善孵化基地
的软硬件建设，唱响‘戎创莲都’品
牌，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好的就业创业
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莲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
责人表示。

助力退役军人创业圆梦

莲都成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刘婷）日前，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东方
广场的党群服务公益大舞台上，鹤溪
街道敕木山村村民参演的节目《幸福
畲乡》登场。节目通过歌舞表演展现
了打麻糍、晒稻谷、采收茶叶等富有
当地特色的生活场景，描绘了敕木山
村民富足美满的生活。

“这个节目排得真好，真是太感
谢文化特派员了。希望接下来可以
为我们培养更多文艺人才，推出更多
好节目。”敕木山村党总支书记蓝晓
华说。

蓝晓华口中所说的文化特派员
叫郑敏，是今年 7月景宁县委宣传部
选派的 16 名县级文化特派员之一。

郑敏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参与过县里
各类文艺演出。与敕木山村结对后，
郑敏多次来到街道和村内调研，并拟
定了文化项目“敕木山村文艺队伍打
造”。紧接着，郑敏与村干部一同拜
访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
有表演爱好的村民，邀请他们加入到
文艺队伍中，其中就有畲族民歌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圆聪，她作
为畬歌表演者参与到了《幸福畲乡》
节目表演中。

“文化队伍的组建对我们村庄的
文化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个人的力
量很小，但是人多力量就大了。”作为
畲歌传承人，蓝圆聪希望能够让更多
人听到畬歌、喜爱畬歌。

2024年，景宁启动文化特派员选
派工作，要求 16 名县级文化特派员
扎根乡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1+1+
N”系列工作，即在所驻乡镇（街道）
范围内，重点指导 1个行政村开展人
文乡村建设，结对 1家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多项工作
任务，共同推进文化项目，着力改变
乡村面貌。

此外，景宁还推出文化特派员
“文化有约”项目议事会制度，即约
“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时间项目，约
“村民代表、文化企业家和文化特派
员代表、乡镇干部”三类人群，约“共
谋项目、共商办法、共享资源”三件
事，目的是将“独角戏”转变为“大合

唱”，鼓励村民、乡镇干部和有关方面
“参与进来、联动起来”，达到“凝聚共
识一起干、互通有无帮着干、集思广
益好好干”，使项目与村庄实现“人的
融合、文化的融合、环境的融合、技能
的融合、需求的融合”，确保项目真正
从农村“长”出来。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特派员制
度打通文化资源供给的‘最后一公
里’，集中高质量文化资源，打造区
域特色文化品牌、放大特色文化优
势，把文化基因注入乡村，不断激活
乡土文化活力，培育更多具有景宁
辨识度的人文乡村建设新模式和实
践新路径。”景宁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说。

注入文化基因 激活文化活力

景宁16名文化特派员扎根乡村“种”文化

本报讯（记者 郭真）“相信
在闽浙两省的共同努力下，将有
效推动木拱廊桥的联合申遗工
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
更好的保护和传承。”11月 1日，
在闽浙木拱廊桥联合申遗庆元
推进会上，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
夏丹荷信心满满地说。

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闽浙联
合申遗工作，有效推动木拱廊桥
保护行动，当天，闽浙两省四市
七县联合申遗相关单位机构的
负责人齐聚庆元，与来自省、市
文保部门及机构院校的专家学
者一道，共商申遗大计，进一步
凝聚申遗力量。

作为承载闽浙两地历史文
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木拱廊桥
是中国桥梁史乃至世界桥梁史
上的重要瑰宝。如今，在浙南、
闽东地区，保存较好的廊桥就
有 130 多座。它们不仅仅是跨
越河流的通道，更是闽浙两地
百姓的情谊见证，具有突出的
科学、艺术、历史、社会与文化
价值。

考虑到中国古廊桥主要分
布 在 闽 浙 边 境 且 关 联 密 切 ，
2011 年 12 月，闽浙两省决定对
木拱廊桥“打包”申遗，闽浙两
省四市七县（浙江泰顺、庆元、
景宁，福建寿宁、周宁、屏南、政
和）组成申遗联盟，正式开启木
拱廊桥申遗工作。 2012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同意闽浙两省
具备条件的 22座中国木拱廊桥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录》，这就意味着闽浙木拱廊
桥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
资格。

从签署《中国闽浙木拱廊桥
保护与申遗联盟协定》及《章

程》，到建立申遗合作协调机制，
编制申遗行动计划，多年来，闽
浙两省四市七县拧成一股绳，聚
智献策，在木拱廊桥联合申遗和
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以庆元县为例，当地不仅制
定出台了《庆元县廊桥保护管理
办法》，还将廊桥文化传承教学
引入当地学校。尤其是在培养
新一代工匠上，庆元更是下足功
夫，目前，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
承人在内，当地已有廊桥工匠
70余人。

“申遗是一场追求世界文化
遗产桂冠的长跑，只有各方齐心
协力，才能跑得又顺又快。因
此，这次在庆元召开申遗推进
会，意义重大。”福建省文物局副
局长林文珍建议，除对照《世界
文化遗产申报标准》《世界文化
遗产申报工作规程》等，及时研
究解决存在问题外，下步，两省
应在对申遗桥梁的保护修缮、遗
产点标识系统建设、遗产点监测
预警系统平台建设等方面进一
步加强合作，落实“遗产申报是
手段，保护传承是目的”的总体
思路。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研究馆员、
博士梁智尧则建议，要进一步挖
掘木拱廊桥在中华优秀传统建
造技术传承创新、区域文化交流
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内涵。

会上，闽浙两省的 12 位木
拱廊桥非遗传承人代表集体发
布宣言，将共同做好传艺计划制
定、资料记录保存等工作，为联
合申遗尽心尽责。庆元县、周宁
县还举行了闽浙木拱廊桥联盟
申遗轮值县交接仪式。

闽浙七县“抱团”
全力推进木拱廊桥申遗

昨日，2024庆元廊桥全国山地越野挑战赛在庆元举行，共有2500余名专业运动员及业余越野爱好者（其中包括来自尼日利亚、罗马尼亚等
国家的200余名选手）齐聚庆元，在绿水青山、廊桥古村间展开了精彩角逐。作为一项特色山地越野赛事，此次比赛线路串联了庆元大济、杨楼、
月山等特色古村落，途经双门桥、濛淤桥、白云桥、如龙桥等10余座古廊桥，并穿插了大济进士文化、庆元香菇文化等特色民俗文化体验。

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叶航初 刘静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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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松阳县玉岩镇玉湖移民博物馆入选浙江省第三批乡村博
物馆名单。图为讲解员为游客介绍村庄的历史变迁。

记者 兰雷伟 商政君 通讯员 叶承慧 实习生 谢黎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