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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
员 刘婷 王泽晨）日前，省委、省
政府办公厅发文通报 2024 年度
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优秀市、
县（市、区）“大禹鼎”名单。景宁
畲族自治县首次夺取“大禹鼎”
金鼎，这也是景宁捧回的第七座

“大禹鼎”。
近年来，景宁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推进“五
水共治”，深耕“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水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重
点断面水质提升等重点工作，生
态畲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多措并举，生态焕新。近年
来，景宁通过开展“清三河”“剿
灭劣Ⅴ类水”“美丽河湖创建”等
专项行动，实现了“水净”到“水
美”的持续蝶变。2024 年，景宁
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居全省前列，
省控及以上断面Ⅰ类及Ⅱ类水
质比例、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
面水质达标率、县级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

“三个 100%”。
项 目 先 行 ，治 水 向“ 新 ”。

景宁以项目为推手，做足“排污
减量”文章，推动生态“版图”扩
容增质。2018 年以来，景宁以

“全域推进、源头治理”为目标，

累计投入资金约 31 亿元开展
“五水共治”，全力开展“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新建改造雨污
管网 81.4 公里、雨水管网 54.21
公里；完成外舍污水处理厂清
洁排放改造，新增污水处理能
力 1.5 万吨/日；2022 年，成功创
成 全 域“ 污 水 零 直 排 区 ”。 此
外，景宁谋划实施千峡湖小溪
流域外舍断面至大均段、渤海
镇段等水生态修复工程，科学
布局生态护坡与植被缓冲带，
建成水上森林修复河岸缓冲带
34.94 万平方米，年削减化学需
氧量等污染物指标十余吨，既
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也为水生
生物提供栖息地。

优质的治水成果为景宁赢
得 了 省 级 财 政 的 持 续 支 持 。
2021 至 2024 年间，岭根断面累
计获得省级绿色专项奖补资金
8.4亿元，同时，奖补资金反哺流
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产业开发。
景宁多地积极推行区域特色的

“水旅融合”模式，夯实当地经济
发展新支点，2024年全域旅游接
待人次超 240 万，增长 7.9%，连
续两年上榜全国县域旅游综合
实力百强县，实现了“好水出山”

“水景生财”的良性循环。

景宁首次夺取
“大禹鼎”金鼎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员
詹飞扬）4月 12日至 14日，第十三届
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在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青田石雕
在博览会上惊艳亮相。

展会现场，百余件精美绝伦的
石雕作品陈列于展柜之中，既有气
韵磅礴的山水景观大作，又有灵动
细腻的人物刻画，件件作品匠心独
运，吸引游客频频驻足。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之
前也去过很多展会，但还是第一次
参观石雕作品，这种直接用石头雕

刻的技术非常神奇，我能从这些刻
痕中看见工匠的情感。”来自土耳
其的艺术爱好者 Seyf 说，通过此次
博览会，他对青田产生了浓厚兴
趣，青田之旅已经列入了他的计划
清单。

为了提升游客观展体验，现场
还设置了多元文化体验空间。在篆
刻体验区，石雕艺人手把手指导游
客执刀刻石，刻刀与印石碰撞的清
脆声响吸引游客驻足观赏。与此同
时，石雕直播展销、乐器演奏以及技
艺展演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

沉浸式体验中领略石雕文化的魅
力。“我之前从未体验过这种雕刻艺
术，这是一次很新奇的体验，没想到
石头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自山
西的游客张洁说。

本次展览汇聚了 125 位青田石
雕艺人的作品，不少国家级、省级、
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携弟子同台献
艺，展现传统技法的经典传承，也呈
现了年轻一代的创新探索。“这是我
的弟子首次参加大型展会，这类实
战型展会是检验技艺的‘试金石’，
既能与同行切磋技艺，更能开拓艺

术视野，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学习机会。”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周
李光说。

近年来，青田石雕频繁亮相各类
重要展会，以石为纽带，以展会为平
台，加大品牌宣传与市场推广力度，
持续擦亮青田石雕“金字招牌”。接
下来，青田县将紧扣“石文化百亿产
业集群”发展目标，通过全国巡展等
方式拓展产业版图，积极推进产业链
贯通、人才队伍升级、企业规模壮大
以及品牌建设深化等系列举措，为青
田石雕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青田石雕亮相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张李杨 朱
敏 通讯员 雷晓云 严锦璐）“会
上商讨解决方案，会后奔赴现场
确定解决办法，这样的效率我们
是头回见！”近日，遂昌县龙洋乡
龙洋村党总支部书记项梅英在

“乡会村开”调研会后感慨。这
场由乡党委书记带队下沉至行
政村的党委（扩大）会议，通过

“会场+现场”联动模式，当场解
决好文化礼堂屋顶漏雨等积存
问题，成为该乡创新基层治理的
生动注脚。

近年来，龙洋乡党委持续深
化“乡会村开”模式，以村庄发展
为主题，形成干部群众出卷、乡
村两级共同答卷的双向互动模
式，进一步打破工作壁垒，构建
起“乡镇主导、村级主责、上下联
动”的发展共同体，既加强了工
作指导，又充分调动了村级自主
性。

作为刚完成村规模优化调
整的行政村，龙洋乡龙洋村面临
着基础设施整合、民生项目统筹
等挑战。如何化解历史遗留问
题、打造对外展示窗口成为当务
之急。

在龙洋村的“乡会村开”调
研会上，村两委干部开门见山抛

出发展诉求：茶园道路白改黑、
文化礼堂修缮、外龙口污水处理
设施提升改造……针对这些急
难愁盼，乡党委班子逐项分析村
情、讲解政策、商讨可行性，对政
策明确的事项当场作出决策，对
需要协调对接县级部门的事项
现场列清单，让解决问题的效率
显著提升。会议结束后，龙洋乡
党委书记方小飞带队直奔地质
灾害隐患点，实地踏勘后当场确
定应急处置方案。

为确保发展难题事事有落
实、村级诉求件件有回音，龙洋
乡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问题收
集—分级处置—跟踪督办”的闭
环落实机制，即简单问题现场交
办、复杂问题列入重点清单、共
性难题上升为制度性解决方案。

“把‘诊室’搬到田间地头，
既破除信息壁垒，更激活村级治
理内生动力。”方小飞介绍，机制
创新带来三重转变：决策环节从
层层上报转为“一线直达”，资源
调配从“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
灌”，干部角色从“问题转交员”
变身“解题牵头人”。

自“乡会村开”实施以来，龙
洋乡已累计化解村级存量问题
47件，推动 15个民生项目落地。

现场问诊 闭环解题

龙洋乡村联动
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在浙江已绝迹36年

“会飞的老鼠”重新现身庆元

本报记者 蓝倞

水灵灵的大眼睛，赤红的毛发，
松鼠一般的蓬松长尾巴，在树间跳
跃起来，身上居然有一张“滑翔翼”，
能在空中“飞行”……4 月 14 日上
午，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
区巾子峰保护站内，这只神奇的红
背鼯鼠被工作人员放归森林，小家
伙迫不及待地爬到树上，腾挪飞跃，
惬意地吃起松子，恍如山中的精灵。

红背鼯鼠放归了，但是这只神
奇小动物在庆元的现身，却给丽水
乃至浙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时隔 36 年之久，浙江重
新记录到的第一只红背鼯鼠！”浙
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
监测所工程师周佳俊兴奋地告诉记
者。“浙江关于红背鼯鼠的记录是
在 1989 年出版的《浙江动物志兽
类》中，而且当年的数据来源主要
是皮张收购。从 2012 年第二次全

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至今，我
们都没能在浙江野外记录到红背鼯
鼠。”

小家伙的出现确实有些突然。
4月 12日上午 9点，庆元县生态

林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吴永丰接到
求助，在庆元县城一家商场卫生间
内发现一只“会飞的大老鼠”，安保
人员觉得很稀罕，马上找到林业部
门。“到现场时，一开始以为是松鼠，
但是会展开四肢滑翔，是我们也没
见过的动物。”吴永丰告诉记者，随
后，他们小心翼翼将这只小东西带
走了，并联系了百山祖国家公园庆
元保护中心。

该中心资源保护科科长周荣飞
将小家伙带回救助站，并第一时间
求助省里专家，很快，震惊的消息传
来了——这是在浙江销声匿迹许多
年的红背鼯鼠。

国内权威的鼯鼠研究专家，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生态与进
化学科组副研究员李权也证实了这是

红背鼯鼠。“根据现行分类系统可以鉴
定为红背鼯鼠福建亚种（Petaurista
petaurista rufipes G. Allen, 1925），
已经成年。”李权告诉记者。

李权认为，这只红背鼯鼠在庆
元是自然分布的可能性极高。“国内
目前当宠物养的主要是红白鼯鼠和
小飞鼠，还有作为‘五灵脂’资源动
物养殖的复齿鼯鼠。红背鼯鼠不是
主流的宠物鼯鼠。庆元离福建很
近，而福建就是红背鼯鼠福建亚种
的已知分布区之一。”

其实，红背鼯鼠重新现身庆元，
是许多科研人员意料之中的。

李权介绍，红背鼯鼠的习性可
以概括为夜行、树栖、独居，白天大
多在树洞中睡觉，以树叶、嫩枝、果
实等植物性食物为食，有较强的滑
翔能力，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福
建。“它们需要在植被完好，有高大
乔木的森林中才能生活和繁殖，这
也侧面说明庆元的自然环境很好。”
李权说。

“庆元以前也是红背鼯鼠的分
布点，隔壁福建一直有记录，这几
年，百山祖的植被恢复得很不错，我
们一直觉得，红背鼯鼠的种群会回
来的。”周佳俊表示，“我们团队多次
专程来百山祖寻找红背鼯鼠，一直
没有发现，这只红背鼯鼠的出现，带
来了很好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庆元，野生动
物进城并不是罕见的事。据不完全
统计，仅去年，就有鼬獾、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白鹇等多次出现在县城中
心的店铺、居民楼中。市民们也很
自觉地联系林业部门，将这些小动
物送回自己的栖息地。

“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开展监
测，期待红背鼯鼠在百山祖能有稳
定的种群。”周佳俊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一只小小的红背
鼯鼠再度现身，恰似灵动笔触，在丽
水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里，展
开了美好幸福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