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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林 坤 伟 通 讯
员 胡紫荆）自 8 月启动项目建设
以来，超达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2 万吨精密铸件和锻件项目施
工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身
穿安全装备，在各个作业面上紧张
作业，整个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各项
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项目建设有
序推进。

今年 4月，超达阀门在莲都经开
区高溪区块落地建设年产 2 万吨精
密铸件和锻件项目，满足高品质阀
门配套需求，达产后年产值近 4 亿
元。项目落地后，企业负责人多次
向莲都经开区企服中心咨询开工建
设、手续办理等多个事项。该企服
中心立即启动涉企问题高效闭环处
置机制，协同多个部门做好“一次性
告知”工作，为超达项目集中办事、

快速办成。今年 8月，该项目获得施
工许可证并正式开工，预计 2025年 5
月竣工验收。

超达项目企业负责人表示，“一
次性告知”机制的推出，大大提高了
项目办事效率，不仅为企业节省了
建设时间，也为项目快速投产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为有效解决新开办企业流程不
明晰、办事效率低等问题，进一步简
化企业开办流程、压缩开办时间、提
高开办效率，深入落实全省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和政务
服务增值化改革决策部署，今年，莲
都经开区创新新开办企业“一次性
告知”机制，实施“一次告知、一次提
醒、一窗受理、一张地图、一网通办”
的“五个一”工作举措，加快推动招
商引资项目投产达效，以高质量招

商引资助力全区经济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

在具体工作中，莲都经开区全
面梳理企业开办、经营涉及的相关
事项、流程、材料、时限等信息，形成

“一次性告知”清单，并制作成册，明
确各环节流程及责任人；围绕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等重点事项，于企业
开办初期进行一次性提醒，帮助企
业提前规避风险；采用“窗口‘智能
帮办’+专人‘直达帮办’”方式，运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联办、限
时办结反馈”工作模式，实现企业需
求“一窗受理、快速响应”；创新打造

“莲都经开区企业服务地图”，帮助
企业迅速标记定位所需服务的位置

并获取相关信息，进一步缩短企业
办事时间，提升办事效率；依托“丽
企宝”“码上办”等数字资源，为企业
提供特色化服务，各涉企部门同步
采集数据、实时共享信息，涉企事项
全流程网上闭环管理。

“‘一次性告知’机制让企业办
事一清二楚、‘一次办好’，营造了便
民利企的良好服务氛围。”莲都经开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次性告知”
机制通过明确办事流程、标准和要
求，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和企业的
运营效率，有助于激发市场经营主
体的活力，增强园区对企业和人才
的吸引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
升级，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让企业办事更便捷舒心

莲都推行“一次性告知”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刘静琪）近日，第八届“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
名单公布。庆元籍导演周勇执导
并带领团队完成的国内首部系统
的、完整的生物多样性菌物纪录
片《菌物王国》在科普影视动画类
别中荣获金奖。

据了解，“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优秀科普作品奖”每两年评选一
次，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批准，由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所设立的国内科普创作领域的
最高荣誉奖。

直径达到半米的“邦式多孔
菌”、“个头”超过半米的“脱皮大
环柄菇”、包裹着一层“果冻”的

“中国红美口菌”、形同珊瑚的“暗
锁瑚菌”“枝瑚菌”“胶角耳”……
时长大约 25分钟的《菌物王国》纪
录片，展示了超过 100种生长于百
山祖园区内的菌物，其中既有餐
桌上的“常客”，也有隐秘于深山
中、难得一见的“稀客”，其中还包
括新物种“百山祖元蘑”。

从云卷云舒的百里密林到精
致入微的孢舞菇荣，从无人机航
拍的由近至远到探针拍摄的渐入
其中，整部纪录片既从宏观视角
展示了大气磅礴的园区山水，也
从微观角度带领观众一日览尽菌
菇繁华。

“拍摄这部纪录片，是我一直
想做的事情。”执导《菌物王国》的
庆元“80后”导演周勇是杭州视觉

部落的创始人，2017 年，“浙江庆
元林—菇共育系统”申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便是他带领团
队负责申报片的拍摄工作。

“作为庆元人，我小时候经常
跟着奶奶去找蘑菇，可以说从小
就接触菌菇。”周勇说，他很早就
有 了 拍 摄 菌 物 纪 录 片 的 想 法 。
2022 年，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
园百山祖管理局为纪录片《菌物
王国》立项。这给了他实现梦想
的机会。

随后，周勇带领专业摄影师
团队，与国内知名菌物科研工作
者以及纪录片撰稿人一同合作，
扎根百山祖园区，用了两年时间
拍摄了大量隐秘在这片山林中的
菌物。“共有 11 位摄影师参与拍
摄，成片中一些两三秒的镜头，其
实是花了 10 多天去拍摄的。”虽
然过程非常辛苦，但周勇也自此
成了“菌物行家”，如今他已经是
中国菌物学会会员、菌物科普导
师。

去年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当天，《菌物王国》在杭州
正式发布。观看该片后，中国真
菌学领航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庄
文颖表示，作为国内首部在自然
界拍摄的野生菌物纪录片，《菌物
王国》充分体现了真菌的多样性，
不仅让广大民众深入了解到百山
祖园区高度丰富的真菌物种多样
性，也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发挥了
重要作用。

庆元籍导演执导的菌物
科普纪录片获全国金奖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黄晓俊
通讯员 张靓 范飞军）米香四溢，沁
人心脾。近日，我市举行“2024丽水
好稻米”推荐暨“2024 浙江好稻米”
初选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市共 33 家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粮食生产加
工企业的 36个样品参评。

活动现场，热腾腾的米饭晶莹
剔透，按照评比规则，评委从参选品
种中取样供食味评比（蒸煮）。来自
中国水稻研究所、省农技推广中心、
台州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专家，
从生米的外观品质、蒸煮后的米饭
外观品质及食味品质三个方面，对

所有参赛产品进行评比。
经过专家评委的综合打分，景

宁“畲山都”“雾中田”，龙泉“双樟大
米”“岷露”，青田“山谷坦”5款品牌
产品获得“2024丽水好稻米”推荐金
奖；“红垄谷”“鱼米情”“善古松洲”
等 10款产品获得“2024丽水好稻米”
推荐优质奖。获得推荐的 15款好稻
米，还将代表丽水参加“2024浙江好
稻米”推荐活动。

“山谷坦”稻鱼米由青田县朱松
军家庭农场在海拔 400 多米的梯田
内种植。“我们在种水稻前会施足够
的菜籽饼等有机肥，确保土壤肥力，

养殖的田鱼可以吃掉一些昆虫，减
少农药使用。”农场负责人朱松军介
绍，气候条件适宜、以稻鱼共生系统
种出来的稻米绿色安全、品质好。

“丽水好稻米金奖是产品的‘金
字招牌’，不仅代表了荣誉，还能拓
宽销售渠道。”朱松军说，今年生产
的 3 万多斤稻鱼米，已经以每斤 22
元的价格销售一空。

“好稻米评比活动的连年举办，
为丽水稻米打响了声势，并同步带
动了全市各地种植大户的积极性，
有力助推了农民增收。”中国水稻研
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副主任章林平结合评选
过程认为，丽水大米品质在整体上
已居于全省前列。

章林平表示，丽水好稻米的评
比活动，将进一步引起丽水周边、外
省乃至全国各地农户和大米经销商
的注意。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近年来，我市培育引导种粮农民从

“卖稻谷”向“卖品牌大米”转变。截
至目前，我市已培育优质稻米产加
销一体化主体 54个，核心面积 2.7万
亩，2023 年优质稻示范基地面积达
10.5万亩。

“2024丽水好稻米”评选活动收官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王禹 孙龙飞）初冬时节，龙泉市
道太乡安平村的石斑鱼养殖基地
里，鱼儿来回游弋，不时跃出水
面 ，呈 现 出 一 派 热 闹 欢 腾 的 景
象。村里的低收入农户吴夏菊时
不时会到这里瞧瞧：“将来这批鱼
儿卖出去，我也能分红呢！”

长期以来，坐拥绿水青山好
生态的安平村，面临着“有资源无
资金、有特产无产业”的发展困
境，这里的青壮年只能外出谋生。

转机出现在 2022 年。这一
年，结对帮扶安平村的市烟草专
卖局（以下简称“丽水烟草”）与道
太乡创新产业融合模式，以“香溢
帮扶”资金为助力，在安平村建设
了石斑鱼养殖基地，帮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据悉，基地实行“1+4+N”运营
模式，通过 1家专业养殖户、4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77位农户（含 61户
低收入农户）合股，筹集资金用于
鱼苗、饲料采购和基地日常运营，
让村集体和村民成为项目参与主
体，激活村庄的“造血”动能。截至
目前，基地已经产出成鱼 9000 多
斤，收入达 55万元，村集体和村民
们尝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甜头。

近年来，丽水烟草立足各地
特色资源，在推动“村、烟、政、企”
多边协作的基础上，先后与我市

18 个乡村结对，累计派出帮扶干
部 11名，持续完善市县一体、全面
协同的“1+8”项目帮扶体系，汇聚
各方政策、资金、资源合力，形成

“自造血、多主体、可持续”全面帮
扶模式。

在培育产业助农增收的同
时，丽水烟草还进一步建立完善
助农链路，利用返程物流公益服
务将乡村优质农产品免费运输到
城里，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运输
问题。

“烟草公司的返程物流车帮
我们把水果送到城里去，让我们
省钱又省力。”提到丽水烟草的返
程物流公益服务，莲都区仙渡乡
的村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村落分散，进城路远，致使不
少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对
此，丽水烟草立足我市山区区位
特征，持续盘活物流资源、优化选
点布局、打通供需链路，不断深化
拓展返程物流助农便民应用场
景，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共
富，有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共
建共赢的生态伙伴、构建区域协
同的运行机制、完善内外生长的
帮扶模式，为我市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更强劲的动能。”丽水烟草相
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帮农 物流惠农

丽水烟草激活乡村振兴“源动力”
近年来，云和县紧

水滩镇石浦村先后发
展种植油茶 500 多亩，
油茶已成为该村主导
产业之一。图为石浦
村村民在房前屋后晾
晒油茶籽。

特约摄影记者 刘
海波 记者 叶江 通讯
员 严沁 摄

“金果”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