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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
讯员 余自强 叶芳宇）近日，在
2024 法 国 戛 纳 秋 季 电 视 节
（MIPCOM2024）上，由青田县农
业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品
的《青田小田鱼》与法国欧视
（MandarinTV）正式签订海外播
出协议，动画将在法国主流电
视平台播出。

欧 视（Mandarin TV）于
2014年获得法国最高视听委员
会CSA颁发的开办 24小时华人
电视台许可证，是法国首家开
播的华人全频道电视台。频道
开办有咨讯播报、专题纪录片、
访谈、综艺、美食、电影、电视
剧、学汉语等栏目，为旅法华侨
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资讯服
务，并向法国观众传播中国文
化、讲述中国故事。

而《青田小田鱼》是由青田
县政府主导、青田农旅投委托
杭州友诺动漫进行制作，以童
话的方式，从田鱼的视角出发，
将青田全球首批、中国首个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
统”与青田石文化、华侨精神和
咖啡文化相融合创作的动画连
续剧。这也是首部青田自主参
与创作且讲述青田文化的电视
动画片。

该作品此前已入选国家广
电总局 2023年度优秀国产电视
动画片，文化和旅游部和国家
广电总局联合发布“锦绣荧屏
精彩视听——电视陪你看中
国”文旅主题电视节目，并获得
韩国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全球
提案大会组委会特别奖等荣
誉。

除了在法国主流电视平台
播出外，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频道
正在进行动画的译制工作，预
计在 2024年年底之前面向中东
和北非地区播出，同时计划发
行到韩国、俄罗斯等更多国家
和地区，让青田小田鱼承载的
中国故事游向更宽广的世界舞
台。

《青田小田鱼》将在
法国主流电视平台播出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朱敏 通
讯员 雷晓云）连日来，遂昌县中西
部乡镇翠绿的山峦掩映着红黄两
色，黄澄澄的野柿子挂满枝头。这
片以前很少被关注的秋日景色，随
着遂江公路（温岭至常山公路遂昌
湖山至黄沙腰段）通车，引来了大批
外来游客，公路沿线的村庄变得前
所未有的热闹。

长久以来，当地西畈乡、黄沙腰
镇等地被称为“浙西秘境”，产业结
构单一、人员稀少、自然资源开发受
限等一直困扰当地发展。

为推动山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促进民生改善，带动偏远地区实现

乡村振兴，遂昌于 2021年启动遂江
公路建设，给山区乡镇发展带来新
机遇。以最偏远的西畈乡为例，以
前村民从乡里到县里办事，路上来
回近 7个小时，如今只需要 1个小时
就能到县城。

游客来了，山区的人气越来越
旺。每到周末，西畈乡举淤口村的
可扬文化园便热闹非凡。白天，游
客可以在这里体验版画乐趣，夜幕
降临时可以一起参加篝火晚会。举
淤口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兴欣喜地
说，搭乘遂江公路顺风车，村里今年
以来已接待游客 8万多人次。

告别了崎岖不平的出山路，生

态振兴的红利正在山区农产品交
易上逐渐显现。黄沙腰镇九龙茂
源石斑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罗军，最近就忙着扩大鱼塘养殖面
积。

“以前路不好走，加上养殖地点
位置偏僻，我们的石斑鱼品质虽好
却鲜为人知。”罗军兴奋地说，如今
公路一通，前来订购的客商络绎不
绝，每斤能比其他地方的石斑鱼高
出 10元的“生态溢价”。

“有了路，我们的资源能更好地
走进来，产品也能更好地走出去。”
选择“进山”发展的浙江此声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户鹏飞说，公司

选择落地湖山乡，主要是考虑到今
后既可以利用当地综合服务中心的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势资
源加快创新项目发展进度，又能节
约企业成本。

目 前 ，遂 昌 已 完 工 的 遂 江 公
路、528 国道遂昌新路湾至石练段，
在建的义龙庆高速（遂昌段）、衢丽
铁路（衢州至松阳段）等正逐步构
建起全县“五纵一横九连”的“519”
综 合 交 通 运 输 网 、“3612”交 通 圈
（即 30 分钟县域交通圈，60 分钟杭
金温通勤圈，120分钟“长三角”“海
西经济区”城际圈）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打通“断头路”按下“快进键”

遂昌织密乡镇路网铺就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
员 刘春炜）“以前拔牙要早早
去城里排队，一来一回就是一
天了，现在到石塘镇中心卫生
院拔一颗牙，还开了一盒头孢
类抗生素才花了 24 元，方便还
省钱。”前不久，家住云和县石
塘镇金山下村的 75岁王先旺体
验了一把“家门口”的医疗服
务，十分满意。

近年来，为了让广大居民
在家门口看好病，解决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云和县深化
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结合“小县
大城”发展战略，整合基层医疗
卫生资源，重塑基层医疗“新版
图”，逐步构建“片区公卫质量
有提升、中心医疗服务有特色、
成员单位医疗服务可覆盖”的
新型基层医疗服务网络。

为了重塑基层医疗“新版
图”，云和深化基层医疗机构改
革，将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划分
四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 1 家

“片区中心”，授权“片区中心”
对片区内各分院、服务站、村卫
生室实施全面管理。片区间实
行差异化发展道路，白龙山凤
凰山片区重点建设中医和盆底
康复特色科室；浮云元和片区
重点打造以“两慢病”为主的特
色科室；崇头片区重点建设口
腔特色科室，打造旗舰中医馆；
石塘片区重点建设中医和口腔
特色科室。截至目前，四大片
区中心“优质服务基层行”达到

基本标准，且特色科室已初步
形成。

同时，云和全面织密村级
卫生“服务网”，构建了“固定+
流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通过
配备“智慧巡诊车”3辆，设置巡
回医疗点 24 个，每月向偏远山
区群众提供巡回诊疗服务 3次，
变“群众出山”为“服务进山”，
实现医疗资源覆盖到行政村。
截至 9 月底，云和“智慧流动医
院”累计出动 517次，服务 10182
人次，减少群众“跑腿”2.65 万
公里。还强化了村级卫生室标
准化建设，90%村级医疗机构达
到规范化标准，政府办村级医
疗机构较上年度提升 12.5%。

为了更好地服务民生，云
和 还 打 造 了 基 本 公 卫“ 云 品
牌”。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为核心，通过县级医院下沉
专家帮扶、县级公共卫生服务
专家指导、快乐星期三等社会
团体辅助等方式，形成全专融
合、医防融合、上下整合的基层
医疗服务团队，实现“医疗+公
卫”双提升，截至 9 月底，基层
医疗机构诊疗 77812 人次，同
比增长 13.24%；新增 3 家基层
医疗机构口腔科和 1 家盆底康
复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理论
测试成绩达到 94.25分，高血压
患者控制率达到 81.71%，糖尿
病患者控制率达到 60.53%；常
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
56.59%。

打造基层诊疗片区中心

云和全面提升
“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王晓蕾）近
日，船寮镇洪府前村的向日葵基地里，前来观赏
的游客络绎不绝。“听说船寮的向日葵很好看，所
以今天一早我就约了几个朋友一起来赏花。”游
客杨女士兴奋地介绍。

今年 7月，船寮镇在原有的七彩油菜花田上
实施轮作制度，引入多彩向日葵种植，打造了一
个占地面积 60 余亩的多彩向日葵创意农业项
目。环境美起来的同时，村庄人气涨了，村民钱
包也鼓了。其实除了通过向日葵基地吸引游客
外，船寮镇还创新“花经济”与研学融合发展新模
式，打造洪府前村花田喜事艺术谷研学基地。

趁着周末，在花田喜事艺术谷研学基地，孩
子们正沉浸于向日葵植物拓印的体验之中。他
们身着传统服饰，在向日葵花田里仔细挑选自己
喜爱的叶子和花瓣等材料。随后，在老师的指导
下，大家通过敲击和压制等技巧，将植物的色素
转移到布料上。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植物拓印，看着向日
葵花瓣一点点印在布上，真是太有趣了。”学生奉
光荣说，通过这次体验，她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
代人民的智慧。

这是船寮镇围绕向日葵花海开发的研学课
程——“跟着课本去旅行”向阳花开秋季研学活
动。课程为期一天，内容涵盖参观家训非遗馆、
学习大路南拳、采摘向日葵、体验活字印刷等。

“我们深入发掘船寮镇的文化底蕴与旅游资源，
通过‘非遗+农事+国学’的有机结合，使孩子们能
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和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船寮镇洪府前村花田
喜事艺术谷研学基地运营负责人郑威介绍。

近年来，青田致力于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经济，不断探索着适合自身特色的乡村振
兴新路径。在此背景下，船寮镇就坚持把促进农
民增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创建诗画乡村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以花为

“媒”，玩出“花经济”新花样。
“接下来，船寮镇将以艺术乡建为抓手，不断

探索农业与旅游、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引入更多品种的花卉作物，打造一个四季变
化、色彩斑斓的田园综合体。”船寮镇党委委员程
乙颖表示。

玩出“花经济”新花样

船寮镇探索
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曾翠 汪峰立 通讯员 夏霞）
连日来，在缙云县壶镇镇唐市村广袤的稻田里，
650亩稻谷陆续收割。与此同时，壶镇镇金宝地
家庭农场农场主朱炳杰忙着指导农户翻耕、起
垄、施足底肥、播种中药材，通过“稻药轮作”让冬
闲田转变为增收的“致富田”。

“稻药轮作”的种植模式为 5月中旬至 10月
中下旬种植水稻，10月中下旬到来年 4月种植中
药材，田地全年无闲。“稻药轮作”不仅能保证粮
食稳产，又能增加土地利用率，实现“一田双收”，
增加种植户收入，此外还能实现绿肥返田，使土
壤更加肥沃。

朱炳杰是缙云县的种粮大户。近年来，他在
缙云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尝试
稻田轮作模式，通过不断优化粮油生产结构，利

用水稻、油菜等作物的生长时间差，探索“水稻种
植—油菜种植—油菜花观光”等农业模式，让冬
闲田变为“增收田”“景观田”。

“今年我考察了中药材市场行情，依托金华
磐安县的中药材产业辐射，我觉得有市场前景。”
朱炳杰向农技专家请教后，发现唐市村良好的生
态优势和小气候也很适合种植中药材。

“一共种了 150亩，其中我自己种了 30亩，其
他的租田给农户，带动他们一起轮作。”朱炳杰介
绍，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预计每亩可以增收 3
万元，150亩便能增收 450万元。

缙云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介绍，接下来，
缙云将加强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探索更多“稻
药轮作”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新途径，为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码，助力乡村振兴。

缙云“稻药轮作”变冬闲田为“致富田”

近日，浙江交通集团莲都运维分中心“铁牛先锋”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爱心助农志愿活动，帮助莲
都区小白岩村留守老人收割稻谷，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年力量。

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邹磊 李思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