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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新征程共同富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赵均好 钭羽冲）昨日，阳光明媚，
一辆辆小车满载游客来到仙渡乡
游玩，路边桃花盛开，路上通途坦
荡，“这边有红色研学路线，桃花
也开了，路也好，下次还要来。”市
民黄一力带着全家来此春游，赞
不绝口。

近年来，莲都区交通部门对
标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求，在
仙渡乡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一条条通向远方的蜿蜒公路，
成为了一条条承载希望、连接幸
福的“共富路”。这些“共富路”就
像纽带一样，串起了沿线的“颜
值”与“产值”，为仙渡乡的桃产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桃香深处有
人家”的诗意成为现实。

莲都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让“路景产”融合，去年，
仙渡乡开始实施道路提升改造工

程，项目总投资 590 万元，主要实
施内容为处置路面病害，加铺沥
青混凝土面层，改善排水设施，完
善交通安全设施等。

通过彩色护栏等色彩美学设

计，仙渡乡的乡村公路成为展现
乡村风貌的“点睛之笔”，灼灼桃
花与彩色公路交相辉映下，一条
条“会呼吸的彩虹路”成为仙渡美
丽乡村的一张亮丽“形象名片”，

也为游客提供了“畅安舒美”的通
行体验。随着路面质量的显著改
善，沿线农户纷纷借势发展旅游
产业，形成了“车在画中行，人在
景中富”的美好图景。

路好了，人来了，产业更加旺
了。仙渡乡依托“公路+农业+旅
游”的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了增收
致富。2024 年，仙渡乡新鲜果桃
销售突破 5万斤，辐射带动 100余
户果农产销两旺。

“公路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正在继续，莲都区交通局主要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推进“四好农
村路”提质升级，以交通为纽带，
推动更多农村公路成为激活乡
村经济和生态价值转化的“绿色
通道”。

路畅人和产业旺

仙渡乡“四好农村路”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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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徐明 杨益达）近日，松阳县森林
资源保护管理站专业技术人员在
四都乡开展森林资源调查时，首
次发现野生华顶杜鹃种群。据市
林业局专家认定，这也是丽水市
迄今唯一发现的一个野生华顶杜
鹃种群分布点。

华顶杜鹃，杜鹃花科杜鹃属，
为浙江省特有珍稀物种。1990
年，植物学家在天台县华顶山及
周边区域最早发现。其喜湿润、
凉爽气候，多生长在云雾缭绕、土
壤腐殖质丰富的山地，野生种群
数量极少，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在《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中评估为极危。

松阳此次发现的野生华顶杜
鹃种群，主要分布于海拔 800 至
1000米的高山上，据初步调查，该
区域内共有十余株。其中，较大的
野生华顶杜鹃已经进入花期，枝头
长出数十个花蕊，花色呈淡紫色或
紫红色。“华顶杜鹃先花后叶，叶常
4—5 枚集生于枝顶，与其他杜鹃
的区别在于华顶杜鹃枝干有斑
裂。”松阳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站
专业技术人员吴伟建介绍。

据了解，华顶杜鹃花期一般
在 3 月底至 5 月初，果实为蒴果，
成熟后开裂释放细小种子。此次
发现对研究杜鹃属植物的演化及
丽水乃至华东地区植物区系都有
重要价值。

丽水发现野生华顶杜鹃种群

本报讯（记者 陈春 通讯员
叶益鹏 季佳敏）下午五点还在以
主持人的身份同屏幕前的观众亲
切打着招呼，七点的时候已在自
由搏击课上大展拳脚，最近这段
时间，云和青年职工张蝶的生活
可谓“反差感”满满。响应国家卫
健委的“体重管理年”行动，大批
在云和青年突破工作生活两点一
线的固有模式，安排自己春季健
康减重运动计划。

“因为我想要逼着自己锻炼
起来，感觉光靠意志力挺难实现
的，反倒是在夜校里和大家一起
锻炼，感觉特别有氛围和动力。”
张蝶说，面对落地镜，她与 20 多
名同学们整齐摆好架势，在教练
的指导下挥臂、抬腿，练习融合了
中国武术、空手道、柔道等多种武
术技巧的立体技术，一堂课下来，
每位学员都是满头大汗，充分“燃
烧了卡路里”。

如果说“体重管理年”提升的
是生命的质量刻度，那花样繁多的
青年夜校课程增进的则是县城夜
生活的“鲜活度”。除自由搏击外，

今年的首期云和青年夜校还设置
了基础健身、养生八段锦、潮流爵
士舞等丰富课程，授课的教师不仅
满怀教学热忱，还都在各自领域取
得过不少佳绩，有着丰富从业经
历。“在这里，我找到许多志同道合
的‘运动搭子’，希望在接下来的课
程里能跟小伙伴们一起健康养生，
不当‘脆皮青年’！”学员梁女士的
话道出了不少青年的心声。

据介绍，自去年 8月云和青年
夜校举办以来，已先后开设木玩制
作、茶艺品鉴、摄影摄像、非遗手作
等 20余类课程，为大批云和青年
搭建起了多元的学习与社交空间。

“未来，我们将积极响应‘体
重管理年’行动号召，持续深化

‘青年夜校’品牌建设，增设更多
契合青年精神文化生活、职业发
展、技能提升、交流交友需求的课
程。”夜校主办方共青团云和县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夜校为媒，
为更多在云和创业、就业的青年
打造“白天奋斗+夜晚充电”的优
质生活平台，助力广大青年在逐
梦路上全面发展。

云和青年夜校掀起健康减重热

近日，丽水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天辰园的小朋友走进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体验陶瓷拉坯、绘画、泥塑等实践课程，感受陶瓷制作的魅力。
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韩益红 柴丽丽 叶桐 摄

研
学
制
陶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胡
春麟 吴根武）眼下，正是春耕生产
的关键时期，龙泉市种粮大户纷纷
抢抓好时节，开始栽种再生稻秧
苗。农田里，旋耕机打田、插秧机吐
秧，高效率完成着插秧作业，一派生
产繁忙的景象。

日前，位于查田镇下保村的陈华
家庭农场，一辆旋耕机正在平整农
田，为机械插秧做准备。另一边，两
辆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
苗从插秧机苗盘上依次栽插到田间，

秧苗排列整齐，间距控制均匀。
近年来，龙泉市深入实施农业

“双强”行动，积极推广新机具、新技
术，农业机械已经成为种粮大户重
要的生产工具。“现在种粮轻松了，
380多亩种植再生稻的农田，以前人
工插秧起码要 20多天，现在 10天就
可完成，人工费也能节省三四万
元。而且越种越有奔头，去年总收
入有 180多万元。”农场负责人陈正
华笑着告诉记者，这两年他先后购
置了旋耕机、插秧机等新设备，今年

又添置了烘干机、无人机等多款智
能化农机，既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
种植成本。

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
的秧苗被整齐地插进松软的土壤
中；无人机飞防高效作业，均匀播撒
肥料……在小梅镇骆庄村高标准农
田里，耕、种、管、收全过程机械化已
成为现实。“现在国家政策很好，这
台T70的无人机是今年新购入的，用
来撒肥料，自己出 2.9 万元，政府补
贴了 1.44万元。”种植大户兰美良介

绍，除了购机补贴，去年开始还享受
到每亩 50元的插秧机机插补贴，这
些惠农政策大大提高粮农积极性。

强农兴农，科技先行。龙泉市
通过农业“双强”行动，出台各种惠
农政策，推动各类现代化农机装备
驰骋在田野上，为农业发展注入了
新质生产力。目前，龙泉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0%左右，全
市再生稻种植面积从去年的 7100亩
增加到今年的 9000 亩，产量也从
5850吨预计可提高到 7430吨。

种地更轻松 农民有奔头

龙泉农业“双强”行动劲吹“科技风”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樊文
滔 通讯员 刘洋 陈金金）近日，
庆元县隆宫乡 350 亩雪菜喜获丰
收，采收现场上百名农户们干劲
十足。采收、捆绑、打包、装车等
环节有序进行，一片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

丰收的庆元高山雪菜被嘉兴
聚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后制
成腌菜品，源源不断供应到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各大商超等地。

“得赶早收好雪菜，晚上就拉
进嘉善的加工厂了！”隆宫乡种植
大户周长福正忙着往货车里运送
自家雪菜。他表示，每天都安排
两三辆大货车将新鲜雪菜运往嘉
善。

“庆元高山雪菜品质好，经过
腌制加工后，味道更好了，深受消
费者喜爱。”嘉兴聚农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蒋惠云表示，嘉善
雪菜产业协会党支部与隆宫乡黄
坑村等党支部签订雪菜收购协议
后，每年这些雪菜会运往嘉善进
行腌制加工，随后供应到各大市
场。而这批雪菜则是专供东方航
空公司的。

这种“田间直达工厂”的模式
让村民吃下定心丸，黄坑村党支
部书记吴作跃表示：“签了合作合
同，统购统销，村民也都放心了。”

忙着连续采收了一周雪菜的
79 岁村民鲍书金告诉记者，他每
天早上 5 点半开工，偶尔还让在
庆元县城工作的女儿赶来帮忙抢
收，今年预计收入能有 4万多元。

据统计，隆宫全乡雪菜已从
去年 200亩扩面增至 350亩，累计
带动周边 200余户农户增收，户均
年增收 2.3万元。这份“共富成绩
单”背后，是嘉善—庆元两地长达
18 年的“山海情”。自 2008 年嘉
善县与庆元县开展结对帮扶以
来，两地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嘉
善县在隆宫乡成立嘉善天凝雪菜
飞地产业园，开创了“山海并利、
山海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有效
带动当地菜农增产增收。

下一步，隆宫乡将继续深化
两地山海协作，因地制宜谋划发
展特色产业，探索更多双向互动、
合作共赢的新路径，让雪菜真正
长成为富民大产业，让更多农民
的“钱袋子”鼓起来。

庆元雪菜从田间直达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