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崔建霞

蛇年临近，龙泉一些青瓷宝剑
手艺人纷纷以现代创意为笔触，精
心设计出一款款独特的带有蛇年元
素的剑瓷文创产品，作为蛇年贺岁
礼推向市场。龙泉剑瓷工场品牌创
始人季银龙每年都会设计一款生肖
萌宠摆件。今年八九月份开始，季
银龙就着手创作萌蛇青瓷摆件，萌
蛇蛇身盘绕，深浅不同的釉面描绘
出了蛇的神态和细节，生动传神。

“2025年是乙巳蛇年，这款萌宠
青瓷摆件，是根据甲骨文里面的‘巳’
字设计的，代表了事事如意、生生不
息的寓意，平常可以放在办公桌、茶
桌上，也可以送小孩。”季银龙介绍，
产品推出后，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
订购，目前在赶工生产。蛇年将至，
蛇元素文创产品随之热起来。匠人
们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剑瓷相融
合，不仅蛇年的吉祥寓意被赋予到
文创产品中，还迎合了现代年轻人
的审美。

尚唐瓷艺主理人蒋俊杰 1999年
出生，专注于龙泉青瓷日用美器设
计的他，最近在市场上推出了一款
蛇年纳福礼，包含了一个蛇纹咖啡
杯、一个葫芦香薰。蛇纹皮质套在
杯身上，美观、时尚又防烫，除运用
了青瓷粉青釉色，外观设计还加入
了黑、红等色彩，呈现出更多的层次
感与丰富感，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我们致力于在传统与时尚之
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让瓷器
不仅仅是文化符号的展现，更能融
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蒋俊杰
介绍，这款文创产品主要针对年轻
消费群体开发设计，目前市场反馈
也不错。

邹琦是浙江老字号龙泉元源剑
坊第四代传人，“95 后”的她以年轻
一代的视角赋予非遗全新面貌。最

近，她创作出的一款蛇元素宝剑文
创产品“蛇来运转”冰箱贴刚完成样
品制作。

“这款蛇元素文创冰箱贴将宝
剑与蛇进行结合，设计的图案是蛇
盘绕在剑身上的形态，想法来源于

‘时来运转’，谐音‘蛇来运转’，迎接
好运来的意思。”邹琦说。

“宝剑也可以这么可爱！这款Q
萌版冰箱贴融合了卡通元素，长约 7
厘米，小巧别致、憨态可掬。目前已
经在量产了，接下去准备预热，打算
在明年 1 月份正式在线上线下推
出。”邹琦说，龙泉宝剑至今已有
2500多年历史，设计这类小文创，就

是想以新颖的姿态，让更多年轻人
感受非遗技艺、了解传统文化。而
今年早些时候，邹琦设计的“钱龙驾
到”宝剑文创产品出炉后，很快就成
了“网红文创”，销量超出预期。在
青创园三期，创业青年们也正抢抓

“生肖经济”商机忙创作。分别由青
年创业者葛薇、倪慧带领的两支团
队，近期共同推出了一款名叫“流
芳”的粑粑蛇文创伴手礼。2025 年
被称为“青蛇年”，是吉祥之年，青色
又是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象征。
因此，葛薇团队打造了专属文创产
品“小青”，刚好契合龙泉青瓷中的

“青”，色彩浑然天成，并且采用带有

戏谑的、自嘲的“粑粑蛇”形象，头顶
小花，作为香器，意为“青史流芳”。

负责营销操盘的倪慧介绍，目
前产品已被很多朋友预订了，意向
订单已累计 500单以上，还不断有机
构询盘。接下来，团队还会根据市
场需求推出主题礼盒装，和一些新
锐品牌的联名礼盒也排上了生产计
划。

生肖文化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寓
意，剑瓷生产者纷纷抢抓商机，提前
规划蛇元素文创产品种类，赋予更
多创意和文化内涵，采用线上线下
同步销售方式，满足消费者多元消
费需求，掀起“生肖经济”消费潮。

传统与时尚融合

蛇年龙泉剑瓷文创产品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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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潇）12 月 16
日早上 7 点半，气温还只有 5℃。
莲都区太平乡下岙村丽白枇杷产
销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背着刚刚
采摘下来的枇杷花，来到工厂等
待加工、打包，打包完成后，这些
加工好的枇杷花将发往上海、杭
州、温州等地，当天也是枇杷花采
摘的最后一天。

枇杷花通常在每年的 10月到
12月开花，冬季时正处于盛开并趋
向成熟的阶段。在11月份，枇杷花
已经成熟，且大部分花蕾都尚未开
放，花苞状态锁住了枇杷花的精
华，同时也避免了灰尘的落入。这
样的枇杷花在采摘后，无论是用于
制作花茶、食用还是其他用途，都
能保持最佳的品质和效果。

在莲都区太平乡，枇杷花的采
摘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活
动。近年来，由于枇杷花的药用
价值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太平
乡的水果种植户们纷纷加入到采
摘枇杷花的行列中。其中，傅陈

波是当地的枇杷种植大户之一。
“掐得太用力，花序会一起带出
来，掐得太轻，花朵就不完整，品
相就不好。”据傅陈波介绍，枇杷
花的采摘和加工要求极高。采摘
时只选取鲜嫩的一部分花瓣，一
个人一天也摘不到 1 斤鲜花。10
公斤左右的鲜枇杷花才能制成 1
公斤左右的干枇杷花。由于采摘
难度大，人工成本高昂，再加上后
期的加工制作等费用，使得枇杷
花的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需求仍
然十分旺盛，今年的收购价达到
6000元一斤。

枇杷花不仅具有清肺、止咳化
痰、清火解热等功效，还是制作枇
杷花茶、枇杷膏等产品的优质原
料。因此，傅陈波开始尝试将枇杷
花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在加工车间，新鲜的花茶要
经过两次杀青、3个多小时的高温
烘焙，才可以制成枇杷花茶。“我们
的要求是，当天采摘当天发出，质
量上才有保证。”傅陈波说。

枇杷花采摘季结束

今年每斤收购价达6000元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周楚 季荣涛

中国民间有《田螺姑娘》的故
事，讲述种田郎拾到田螺，田螺化
身姑娘帮助种田郎的故事。

庆元县百山祖镇，也来了一位
美丽、有才的“田螺姑娘”——上
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水产
专业的在读博士江禹函，她用自
己的专业技能提升当地农户田螺
养殖技术，实现了收入翻番。

“刚开始觉得距离有点远，但
想到可以开展研究，还能帮助农户
提高收入，我就决定来了。”江禹函
一直以来对螺类研究颇为痴迷。

“合湖田螺”养殖是百山祖镇
的特色产业。因为优越的生态自
然条件，百山祖镇出产的“合湖田
螺 ”壳 薄 、味 美 ，深 受 消 费 者 喜
爱。但是，养殖技术原始，存在繁
殖产量低、出苗率差、仔螺死亡率
高等众多问题。

今年，百山祖镇招引“归乡人”
刘卿创办浙江硕园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上海海洋大学科研团队
共建博士创新站，探索研究“合湖
田螺”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江禹函便主动请缨，成为该镇“星
期天工程师”团队成员、“合湖田
螺”共富工坊技术指导员。

因田螺结缘，这位女博士成了
百山祖农户们的“田螺姑娘”。一
有空，她就从上海赶来庆元，和农
户一起到高山田间地头，详细了
解当地农户田螺养殖现状。

针对“合湖田螺”繁殖产量
低、出苗率差、仔螺死亡率高等技

术难题，江禹函利用现代化的仪
器设备研究温度、溶解氧等因素
对田螺生长发育的影响机制，为
合湖田螺的物种保护和产业化开
发提供理论和应用基础。在她不
懈努力下，“合湖田螺”产出效益
有了明显提升，70 颗种螺可以产
出 1 斤商品螺，相当于 25 元的投
入有 50元产出。

此外，江禹函还经常“泡”在养
殖基地里，依托专业知识为村里的
农户们开设“田间课堂”，对“稻+田
螺+鱼”共育新型种养模式进行现
场指导，深入浅出地讲解稻渔生态
养殖模式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要点，
推广饲料定量投放、藻类培育、富
硒施用等新技术。在她的指导下，

“合湖田螺共富工坊”带动新增 50
亩以上稻螺（鱼）种养大户23户，新
增小面积养殖户 160余户，有效促
进偏远山区村庄的富民增收。

“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合湖
田螺’遗传多样性分析以及关键
环境因子对‘合湖田螺’分子生物
学的影响，以及‘合湖田螺’适口
性饲料等，这将为保护种质资源、
培育和推广新品种、提高产量打
下基础。”江禹函说。

帮村民实现了收入翻番

庆元偏远乡镇来了位“田螺姑娘”

遗失启事

丽水市莲都区人力资源和
社保障局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证 书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代 码
为：113325010026502260，颁发
时间 2016 年 11 月 18 日，声明
作废。

本报讯（记者 杨潇 通讯员 涂
敏静）近日，丽水机场组织竣工预验
收工作，验收范围包括机场航站楼、
民航专业工程（场道工程、助航灯光
工程）等多个关键项目。

12月 12日，丽水机场组织航站
楼竣工预验收工作，由建设、勘察、
设计、监理、第三方检测及施工单位
等多方代表共同组成的验收小组，
对航站楼的建筑结构、内部设施、安
全系统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丽水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计从丽水的绿水青山
中汲取灵感，采用由铝板局部覆盖
的大型银白色悬挑屋顶，形似栖落
于山林间的飞鸟，蓄势待发，即将翱

翔于云霄。
走进航站楼内部，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出发大厅。大厅
内设有多个值机柜台，大厅中央，巨
大的 LED显示屏将用于实时滚动播
放航班信息，让旅客能够随时掌握
航班动态。

沿着大厅内的指示标识，就来
到了安检区。安检区设有多个安检
通道，确保机场的安全和秩序。穿
过安检区便是候机厅，候机厅内设
有座椅和休息区，为旅客提供充足
的休息空间。等正式营运后，候机
厅内的商店、餐饮等配套设施将会
开放 ，满足旅客的购物和餐饮需
求。

除了功能区域的完善，丽水机
场航站楼内部的设计也充满了人文
关怀。航站楼内部以原木色为主色
调，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氛围。阳光
透过屋面中央最高处的采光天窗洒
入室内，使得整体气氛变得温暖明
亮。

此外，航站楼内还设有清晰的
指示标识和导向系统。这些标识不
仅美观大方，而且易于识别，帮助旅
客快速找到所需的功能区域。

12月 16日下午，丽水机场工程
民航专业工程（场道工程、助航灯光
工程）竣工预验收会议举行，施工单
位、检测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陆续汇报了施工情况。

场道工程包括机场跑道以及附
属设施，如排水系统、道肩、防吹坪
等，以确保跑道区域的正常运行和
维护；助航灯光系统则是为飞机在
夜间或低能见度情况下起飞、着陆、
滑行提供目视引导，包括精密进近
灯光系统、跑道灯光系统、滑行道灯
光系统等。该系统被誉为飞行员的

“第三只眼睛”，是确保飞行安全的
关键设施。

在竣工预验收过程中，档案组
检查了档案资料，现场检查组前往
施工现场，对工程实体进行实测实
量、抽样检测、外观检查等。12月 18
日下午，实体、资料验收小组及各参
建单位均同意通过竣工预验收。

多个关键项目有重大进展

丽水机场组织飞行区航站区竣工预验收

本报讯（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刘洋 李征）12月 18日，庆元李女士
来到庆元县农业农村局，将一面写
着“危难时刻伸援手 善行美德馨香
远”的锦旗送到林时军的手中，感谢
他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

事情还要从 12 月 7 日说起，当
天上午 11时，松源街道朱村李女士
家中 2岁的女儿突发急性肠胃炎导
致昏厥，急需送医院治疗。但因事
发突然，李女士又没有交通工具，紧
急之下只能抱着小孩到路边，希望
能拦下一辆车前往医院。

然而路边等候时，拦了四五辆
车都没有停下来，这让李女士愈发
绝望。紧急时刻浙 K2M311 的车主
路过此地，注意到了路边慌张拦车
的李女士，不及细想当即停下车招
呼李女士赶紧上车。

“事情发生时，我正害怕得手足
无措，车也打不到，都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突然，浙K2M311的车就停了
下来，送我和小孩去中医院！当时，
他仿佛天降神兵一般！”李女士说。

等了解情况后，车主紧踩油门一
路风驰电掣朝着中医院开去。前往医

院的路上车主发现前方正好有辆空载
的救护车，为了能让小孩尽快就医车
主将油门拉满，“劫”停了救护车。

最终李女士母女成功搭乘救护
车赶到医院，经过及时的救治小孩
已脱离了危险。“真的很感谢他，当
时情况紧急，他没有一丝顾虑就停
车帮忙，还为了我们拦了救护车。
坐上救护车后，我因为着急看小孩
情况，也没有询问他的名字，我很想
亲口和他说声谢谢，所以我一定要
找到他。”李女士激动地说。

事后，经多方询问，才找到了浙

K2M311的车主。原来他叫林时军，
是庆元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
队的工作人员。见到“神兵”后，李女
士难掩激动之情红了眼眶，紧紧握住
林时军的双手，不停地说“谢谢”。

“当时也是下意识的，没有多想
就直接停车了。她一直在说赶紧赶
紧，我就立马让她们上车了。这都
是应该的，遇上了谁都会这样做。”
林时军直呼不敢当，随后，又投入到
了自己的工作。

庆元林时军，好样的！让我们
为正能量点赞！

2岁小孩突发急性肠胃炎导致昏厥

基层执法干部林时军主动停车送医

本报讯（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叶
佳霁 季在巷）“一叠、两叠、三叠……
总共5叠，全是一百元的！”蒋银雄打开
捡到的黑色塑料袋时，着实吓了一跳。

蒋银雄是青田微巴的司机，12
月 16日上午，行车过程中，他在车子
后座上捡到了一个装满钱的塑料
袋。“5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丢钱的
人肯定很着急，一定要想办法还给
失主。”蒋师傅赶紧将钱收起来，妥
善保管，并将自己捡到钱的消息上

报给了青田县城市微巴服务管理中
心。

与此同时，失主裘爷爷发现现
金丢失后，一下子心凉了半截，着急
得浑身发抖。裘爷爷今年已经 80多
岁，这 5万块钱，对他来说是一笔“巨
款”。当天上午，他从银行取出这笔
钱用于家中的紧急事务。然而，在
搭乘蒋银雄师傅驾驶的车子时，不
慎将装有现金的黑色塑料袋遗落在
了车厢内。反复回忆丢钱过程后，

裘爷爷心急如焚地赶往了微巴服务
管理中心请求帮助。在工作人员的
耐心询问和仔细核对下，最终确认
找到了丢失的现金。

“接下来这钱一定要保管好，千
万不要再丢了……”在众人的见证
下，蒋银雄师傅亲手将五万元现金递
给了失主裘爷爷，并细心地叮嘱他要
妥善保管好钱财。裘爷爷接过失而
复得的五万元现金，激动得连声道
谢：“发现钱丢了的时候我一直在发

抖，不知道怎么办，同志，你真好！谢
谢你！”

蒋银雄告诉记者：“青田微巴是
青田群众出行使用最多的公共交通
工具，司机们捡到乘客们遗失的物
品，都会发到群里一起帮忙找失主，
遇到特别重要的物品会送到微巴管
理中心或派出所，在微巴上丢不了
东西。”记者了解到，青田县城市微
巴服务管理中心今年已成功处理失
物招领事件 50余起。

微巴司机蒋银雄捡到“巨款”主动归还

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吴锗珊

随着冬季到来，缙云县舒洪镇
的土爽面迎来了销售旺季，成为
当地冬季热销的特色农产品之
一。

在舒洪镇姓王村的地缘家庭
农场，每天凌晨两三点，土爽面制
作 工 厂 已 经 灯 火 通 明 ，开 始 忙
碌。土爽面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多
道独特的工艺流程，每一道工序
都至关重要。为了保证面条的品
质和口感，工人们每日要早早开
始和面、醒面、割条、搓条、醒条、
上条、拉条和出面等一系列烦琐
的制作过程。

在和面环节，工人们将优质小
麦面粉、水和盐按比例配好，在不
锈钢盆里反复搓、压、挤，直到面
团变得筋道十足。接着进行醒
面，把和好的面团密封起来，直到
面团用手指压下去反弹很快才算
醒好。割条和搓条环节则需要将
面团压成饼状，用刀割成条，然后
搓成均匀的圆条。醒条环节是为
了让面条更加筋道，撒上番薯粉
防止面条粘在一起。

上条和拉条环节则需要将面
条缠绕在竹子上，放入面柜里再次
发酵后拉长。最后，出面环节是将
发酵好的面条拿出来晾晒，温度
32℃以下时晾晒在平台上，不能让
太阳直晒，以保证面条的柔软度。

缙云土爽面作为缙云县极具
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色泽金黄、
细如银丝，口感滋溜顺滑，深受市
场喜爱。更重要的是，在节日、庆

典、生日等特殊场合，土爽面总是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以前我们车间还没有引进机
器的时候，需要在中午之前把面的
加工步骤完成，这样就能有充足的
光照晒制，所以起得很早。现在都
是空调控温，但仍然保持凌晨两三
点开始制作的习惯，因为有时候土
爽面供不应求。”缙云县地缘家庭
农场的负责人吕晓燕说，冬天土爽
面的需求量很大，现在每天都能卖
出100多盒，临近春节时生意最好，
一天就能卖出7000斤。

除了传统的土爽面，吕晓燕还
推出了多种创新口味的土爽面，
如加入果蔬的果蔬面、加入中药
材的铁皮石斛面以及黄精面等。
这些创新口味的土爽面不仅丰富
了产品线，也满足了不同消费者
的口味需求。吕晓燕介绍，目前，
普通土面的价格为 15 元一斤，彩
色果蔬面和中药材土爽面的价格
从 27元—37元一斤不等。

舒洪镇的土爽面不仅承载着
当地人的乡愁情怀，也带动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舒洪镇
依托现代农业数字产业园及多个
项目辐射带动，积极推动土爽面
的生产和销售。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舒洪镇的土爽面已
经远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海
外市场。

当地还围绕土爽面衍生了一
系列研学活动，既讲好“爽面故事”
有效推动千年爽面文化的传播，又
发展“爽面经济”带动周边餐饮住
宿消费和农文旅融合发展。

缙云土爽面又到销售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