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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朱理倩）近日，水利部选取全国 12
个水利工程开展智能大坝试点建
设工作，我市滩坑水电站大坝和
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成功入选。

智能大坝是指通过数字孪生
技术提升水库大坝智能设计、智
能建造、智能监控和智能感知能
力，以水库大坝应用场景推动新
技术迭代升级，有效推动水利建
设管理生产效能全面提升，为保
障水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滩坑水电站位于青田县境内
的瓯江支流小溪中游河段，是瓯
江流域水电梯级开发规划中的一
座骨干电站，装机容量 604兆瓦，
水库总库容 41.9亿立方米。滩坑
水电站所在小溪流域为瓯江流域
最大支流，对下游青田县防洪处
置及干流防洪起至关重要作用。
此次试点工程将围绕提升大坝运
行安全评价及决策支持、提升兴
利调度决策能力和应急处置决策
能力，实现滩坑水电站数据治理
建设、应急决策和人工智能应用

能力提升建设等任务。
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

“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浙江省
2022 年重点建设项目，上下库坝
型皆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总装机
容量 1400兆瓦，设计年发电量 14
亿千瓦时，具有建设规模大、投资
大、影响因素多、建设期管理难度
较大等特点。此次试点工程将提
升大坝智能设计能力、智能建造能
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完成
大坝三维数字化模型建设，构建从
料源开采到填筑碾压的智能控制
体系，完成大坝智能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等任务。

市河湖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个水库大坝工程入选全
国智能大坝建设试点，是对丽水
水利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充分肯
定。我市将以该试点为契机，加
快推进全市水库的智能化建设，
为区域水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为
全国智能大坝建设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丽水经验”。

我市两个水库大坝工程
入选全国试点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潘璐）近日，丽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南明山街道云景社区联合丽水
市第三人民医院、南明山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及社会组织“银龄益
家”走进老年人家中开展生日慰
问，送上红糖发糕、健康诊疗、安全
排查等“十助服务”。

近年来，为不断推动老年群
体“老有所安、老有所乐”，丽水经
开区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
为导向，从关心关怀老年人日常
生活着手，主动发现和解决老年
人的烦心事，积极构建温馨高效
的多元化助老服务体系，让老年
人贴心养老、幸福享老。

云景社区发挥党建联建作
用，创新融合“老年人十助服务体
系”，开展“银龄社团陪伴计划”，
定期联合丽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银龄益家等共建单位走进小区为
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精准输送助
老服务。通过细致摸排居民信

息，云景社区成功组建“银龄社
团”，吸纳辖区老年人加入，并通
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传递温暖与关
爱。针对孤寡老人的实际困难，
社区志愿者联合技术人员开展深
度清洁服务，不仅为老人清理家
居环境，还检查燃气管道和线路
接口，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老人居
住环境的安全与舒适。

丽水第三人民医院医护团队
则与银龄益家专业团队联合上门，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养护指导，通
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档案
管理，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
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

云景社区党委书记林佳静表
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云
景社区积极探索养老志愿服务新
模式，因地制宜打造“银龄社团陪
伴计划”志愿服务队，将“十助服
务”融入柴米油盐，不断从“送服
务”走向“懂需求”，切实增强老年
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丽水经开区社区“十助服务”
温情守护“夕阳红”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王凤凤 卓和玲）“杜奶奶，损
坏的电灯已经给您修好了，家里
的插座、电线、煤气阀门也都检查
过了，您有需求随时联系我们。”
近日，云和县浮云街道中山社区
网格员与“艺海拾贝”服务队开展

“网格走亲”入户走访活动，深入
辖区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家中，
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及时送上
温暖与帮助。

为确保杜奶奶居家安全，网
格员和服务队成员还围绕用气、
用电安全知识向其宣讲，用通俗
的语言说明设备正确使用方法与
注意事项。

据悉，中山社区“艺海拾贝”
服务队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服

务为民、关爱到家”宗旨，通过每
月定点开展公益集市和电话预约
上门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缝补、
理发、维修、助洁等便民服务，尤
其为辖区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
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关怀。

“此次‘网格走亲’活动通过
实际行动解决了高龄老人和独居
老人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密切了
社区与居民的联系。”中山社区党
委书记雷建梅表示，社区将继续
深化“网格走亲”工作机制，将走
访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持续
开展暖心服务，营造“老有所敬、
老有所爱、老有所依”的和谐社区
氛围，努力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
指数，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
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云和“网格走亲”传递社区温度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
员 崔建霞 徐杰）近日，龙泉市狮
坑渔蜂家庭农场黑木耳种植基地
迎来第四批采收期，村民们穿梭在
菌棒间，忙着采摘黑木耳。“去年购
买菌棒时资金周转紧张，‘菌贷通’
利率较低且支持随借随还，解了我
的燃眉之急。”在政策扶持和金融
机构“菌贷通”信贷产品助力下，农
场负责人邹维富今年成功将种植
规模扩大至 10万余棒。

食用菌产业是龙泉的特色产业，
也是带动百姓增收的富民产业。近
年来，龙泉大力推进“政银保”“政银
担”项目，推出“菌贷通”“菌菇保”、黑
木耳价格指数保险、菌农小额贷款贴

息等一揽子金融产品，倾力支持食用
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尽管今年黑木耳的价格比往
年稍低，但有黑木耳价格指数保险
的保障，我的心里踏实多了。”邹维
富预估，这一季种植的黑木耳产量
可达 1.4万至 1.5万斤。

龙泉市仙芝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现代生物技术
综合开发的企业，取得了龙泉灵芝
地理标志商标授权使用许可。灵
芝纳入食药同源目录后，去年该企
业开发了灵芝黄精茶产品。在企
业急需资金进行产业升级的情况
下，龙泉充分借鉴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经验，以优惠费率向该企业授信

300 万元，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
利息 5.6万元。

“借助这笔贷款，公司顺利引
进全自动小罐茶生产设备，车间完
成升级改造，推动新产品生产上
市。”仙芝堂总经理吴婷介绍，新产
品一经推出便赢得市场青睐，客户
群体持续扩大，帮助企业开拓了养
生茶新市场。

2024年，龙泉积极为拥有龙泉
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等公用品牌
的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为相关企业
办理 6笔共计 1350万元的贷款。

据统计，2024 年，龙泉“菌贷
通”新增 1252 笔、金额 5.69 亿元，
为食用菌生产经营主体节本降息

610余万元；“菌菇保”累计担保 41
笔、金额 0.66 亿元；完成黑木耳价
格指数保险（试点）验标，投保面积
1000亩、保费 80万元；办理菌农小
额贷款贴息 157笔、惠及贷款金额
1556余万元。

“目前，龙泉已建立涵盖融担、
保险、贴息等多层次、多样化、可持
续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龙泉市数
据和金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持续深化食用菌信用合作，积
极引导各银行机构提升食用菌领域
信贷服务质量，不断推广更多食用菌
信贷产品，完善新一轮金融小额贷款
贴息政策，为龙泉食用菌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去年“菌贷通”新增1252笔，金额5.69亿元

龙泉食用菌产业引来金融“活水”

本报讯（记者 江敏 朱敏 通讯员 王泽）
“终于落地了，这样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尽量在
端午节前投入生产……”日前，嘉兴粽企嘉兴
乐冠食品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遂昌，该企业
负责人金玲晓说。

据悉，嘉兴乐冠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是一家传承与创新传统美食的现代食品企
业。公司采用现代化生产技术与标准化管理，
开发了融合江南风味的特色私房粽、酥类点心
等产品。

“之前我多次来到遂昌考察，遂昌长粽独
特的外观、鲜美的味道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深
地打动了我，遂昌对长粽企业的扶持力度也非
常大，这些都让我下定决心在遂昌干出一番事
业。”金玲晓表示，“这次落地遂昌，我是带了

‘施工图’来的。一方面，我们抓紧修建厂房，
确保能在 5月底端午节粽子销售旺季之前开始
生产，并计划在明年所有设施投入使用后达到
日均 5000根粽子的产量；另一方面，我们制定
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策略，计划和遂昌

‘风炉记忆’等餐厅以及当地网红达人合作，联
合推广遂昌长粽，开发更多款式和口味。”

近年来，遂昌在推动长粽精深加工、创新
营销模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品牌建设
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了长粽“营销链”“生产
链”“品牌链”“产业链”环环相扣，推动长粽产
业全产业链提档升级。2024 年全县长粽订单
量突破 700万根，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400余个，
销售收入达 1.4 亿元；遂昌长粽全产业链产值
超 2.4亿元，带动 3800余名农户共计增收 7600
万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嘉兴的粽子产业
在规模化、标准化、销售、文化内涵挖掘等方面
很值得遂昌长粽产业学习借鉴。引进嘉兴粽
子企业，可以更好地将他们的先进经验引入遂
昌，形成长粽企业新标杆，带动遂昌长粽产业
整体发展与进步。”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华根表示，他们将以引进嘉兴企业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遂昌长粽品牌建设、品质建设，提
升核心竞争力，缩小淡旺季销售量差距，推动
遂昌长粽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长粽产业注入新活力

嘉兴粽企
落地遂昌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陈 柔 妤 季 在 巷）连 日 来 ，青
田 鹤 城 街 道 坦 下 村 大 草 坪 迎 来
了 踏 春 出 游 的 好 时 节 。 这 片 依
托丰富自然风光的宝地，每年春
天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隐蔽，隐蔽！”在真人CS活动
区，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分成
蓝、黄两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

战”。他们穿梭在树林间，利用地
形和掩体，与“敌方”斗智斗勇。家
长们也积极参与其中，有的担任

“指挥官”，有的负责“后勤保障”，
现场气氛紧张刺激。

除了真人 CS 活动，坦下村大
草坪还配备有丰富的户外活动。
在一旁的草坪休息区，独木桥、沙
坑等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让孩子

们 在 玩 耍 中 锻 炼 身 体 ，享 受 户
外活动的乐趣。“这里的游戏很好
玩，我都很喜欢。”舒鎏硕小朋友
兴奋地说。

“今天我主要是带孩子们来春
游，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有这么大
的场地，是一个非常适合踏春的去
处。”游客叶芳芳说。

近年来，鹤城街道依托丰富的

自然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
造了坦下村大草坪等一批特色旅
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休闲。丰富的户外活动，也让游客
们在享受春日美景和户外乐趣的
同时，不断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多彩户外活动激活“春日经济”

鹤城街道依托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近年来，松阳县斋坛乡因地制宜探索多产业发展，探索高效生态种养新模式，从“稻蛙共生”
“稻耳轮作”到“稻蟹”“稻鳖”“稻鳅”，“稻+”产业不断丰富发展，铺就一田多收的共富新“稻”路。
图为技术人员正在斋坛乡“稻+”产业基地投放优质蟹苗。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李衍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谢孔伟 通讯
员 孙晋华 邓颂之）近年来，我市
多地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将
基层治理与移风易俗有机结合，
有效破解陈规陋习，推动文明新
风落地生根。

解决裸露线路，修复花坛、栏
杆，增设石椅……缙云县五云街
道风景山社区积极探索构建在职
党员进社区积分体系和居民积分
体系，根据居民“需求清单”，精心
策划一系列志愿活动和服务项
目。在职党员和社区居民结合自
身特长，线上自愿认领服务项目
后，主动到社区报到，并按时按需
完成任务，即可获取相应积分，兑
换物品或服务。

自 2022 年“积分制”实施以
来，风景山社区累计开展志愿服
务 660场，参与 4364人次，兑换积
分 36026分。

“只要社区有活动，我就来。”
69 岁的章阿姨家住风景山社区，
这两年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结交
了不少朋友，还被评选为最美社
区志愿者。

今年以来，青田县鹤城街道

通过“积分制”开展移风易俗系列
主题宣传活动，利用“积分超市”
等文明实践载体，引导群众争做
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行者。在
圩仁村文化礼堂，志愿者向村民
们详细介绍了圩仁村“积分制”管
理模式的积分任务、积分兑换方
案、积分公示制度等，激励更多村
民参与到村庄志愿服务活动中

“赚”积分、换礼品。
“积分超市的形式特别好，大

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劲头更足
了。”圩仁村村民王阿姨说。

在宝幢社区，社区党员充分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党员们不仅积极
参与“积分制”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还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村规民约、
参与社区活动，以实际行动激发群
众参与移风易俗工作的热情。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积
分制”的深入探索应用，有效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幅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
在处州大地徐徐展开。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

本报讯（记者 曾翠 汪峰立 通
讯员 李贇 陈柯宇）连日来，在缙云
县新建镇联新村的白木坑水库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铺设供水管
道，安装智能水表。该水库总库容
为 16.63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以供水
为主，保障村民的安全用水，同时兼
顾灌溉和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综合利
用。

小小一滴水，汇聚大民生。去
年，缙云将加强供水保障列入民生
实事，扎实推进单村供水水站改造、
病险山塘整治和水库建设，全面提
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切实保障农
村群众稳定安全用水。全县共完成
单村供水水站改造提升 308个，覆盖
18 个乡镇（街道），16.1 万名群众从

中受益；完成 23座病险山塘的整治，
有效改善灌溉面积 4000 余亩，受益
人口 1万余人。

接水、淘米、洗菜……在缙云县
大源镇岭头村，村民做饭用水方便
多了，轻拧水龙头，清澈透明的水
流汩汩而出。受益于去年完成的岭
头村供水站改造提升，村民用水需
求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以前，有时
候下了大雨，流出来的水就会变得
浑浊。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生
活用水不愁，水也很清，大家都觉
得非常方便！”村民林先生高兴地
说。

由于部分民众居住地远离城
镇，城市、乡镇水厂管网不能完全覆
盖，需要单村水站保障供水。为此，

缙云县水利局全面启动农村供水单
村水站改造提升行动。通过水源建
设、配备水厂、更换管网、引进膜处
理设备等措施大幅提升水质，保障
饮水安全。

对于体量小、分布散的单村水
站来说，建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维
护和长效管理才是重中之重。“我
们研发了暴雨期降浊微絮凝技术与
设备，列入全省 8 个‘揭榜挂帅’试
点项目之一，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撑。”缙云
县水利局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心负责
人介绍，接下来会尽快完善出台新
的《缙云县县域供水统管实施方
案》，并加强统管人员技术培训，切
实改进和提升县域供水统管运维能

力。
山塘水库是重要的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缙云一部分山塘水库已经
老旧。为此，缙云先后对横路塘、长
弄塘、郑岙塘等 23座病险山塘进行
整治，有效改善了灌溉面积。眼下，
新建壶镇镇羊母田、新建镇白木坑、
前路乡陈坑 3座水库的主体工程建
设均已完成，预计今年 5月完成白木
坑水库、大湖水库及配套水厂、管网
建设并投入使用，6月底前东方水厂
实现通水。

接下来，缙云将从加快推进水
源项目建设、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
全、规范健全农饮水运维管理等方
面着手，持续优化供水保障服务，不
断提升群众用水满意度。

加强供水保障让16万余名群众受益

缙云“优质水”流进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