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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敏）昨日，
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我省
日前推出 17条春季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串联花事胜景，开启“诗
画浙江”的“乡村四时好风光”。
其中，丽水共有 2 条线路入选，
分别是莲都区“红云飘动·醉美
桃花”之旅、青田县“青村漫行·
赏花拾春”之旅。

莲都区“红云飘动·醉美桃
花”之旅线路全长约 50公里，行
程约 1天。线路起于莲都城区，
途经仙渡乡、岭头村桃花基地、
大姆山茶园、梅田古道等景点，
终点在雅溪镇上金竹村百亩梯
田桃林。该线路整合了仙渡乡
生态资源、岭头村十里桃花景观
以及大姆山有机茶园等资源。
这其中，梅田古道的古村落景象
与百亩梯田桃林相映成趣，展示
了莲都乡村古朴与浪漫的气质。

青田县“青村漫行·赏花拾
春”之旅线路全长约 150 公里，
建议游玩 2天 1夜。线路从小舟
山乡五彩油菜花田起，串联北山
镇石岭头桃花基地、洪府前村油
菜花田等景点，终点在省 3A 级
景区村考坑古村。该线路突出

侨乡特色，小舟山乡通过黄、紫、
白等多色油菜品种打造“大地调
色盘”，考坑古村保留的 28幢明
清石构民居形成独特景观。游
客除赏景外，还可品青田咖啡、
吃国师饼、尝千峡湖鱼头等。

为推介春日丽水的独特魅
力，今年 3 月以来，市文旅部门
赴温州、金华、台州等地开拓春
季文旅市场，围绕赏花、采茶、踏
青、亲子、民俗等内容推出 5 条
春季主题线路，诚邀广大游客前
来丽水游玩。

据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大数据（移动+电信手机信令）
监测，2025年 1—3月，丽水市全
域接待游客 805.4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1.3%。其中，春日赏花踏
青游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

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围绕五一假期
等重要节点，持续推出赏花文旅
主题系列活动，强化线上营销推
广，提升交通接驳、餐饮住宿等
配套服务，让游客不仅能看花
海，还能体验民俗、品尝特色美
食，全面感受丽水的生态与文化
魅力。

浙江省推出春季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我市两条旅游线路入选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樊文
滔 通讯员 叶晓菊 刘洋）4 月
14 日，在 2025 食用菌全产业链
（厦门）创新博览会开幕式上，揭
晓了 2024中国食药用菌区域品
牌价值榜单，我市龙泉灵芝、龙
泉灵芝孢子粉、龙泉黑木耳、庆
元香菇等 4个区域品牌上榜。

该榜单由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等多家单位对外联合
发布，涵盖了 164 个“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食用菌区域品牌，设
有香菇类、耳类、灵芝桑黄类、松
茸松露类等 8个分类榜单，是对
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全面、完
整、系统、科学的价值评价。

据榜单显示，龙泉灵芝以
58.73亿元的品牌价值荣获灵芝
桑黄类区域品牌第一名，龙泉灵
芝孢子粉以 25.1亿元位列第三；
庆元香菇以 146.38 亿元的品牌
价值荣获总榜第三、香菇类区域
品 牌 第 二 ；龙 泉 黑 木 耳 则 以
22.28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耳类
第十。

食药用菌产业是龙泉的传
统产业、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
近年来，龙泉先后荣获中华灵芝
第一乡、中国黑木耳之乡等 14
张国家级“金名片”，龙泉灵芝、
龙泉灵芝孢子粉获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龙泉灵芝、龙泉黑
木耳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和浙江省名优土特产“百品榜”。

目前，龙泉已建成 571亩段
木灵芝栽培保育区，划定 800亩
灵芝野生种质资源保育区，培育

“龙芝 1号、龙芝 2号”等新品种，

形 成“1 + N”菌 种 生 产 体 系 。
2024年段木灵芝产量 15万立方
米，产干灵芝及孢子粉各 2500
吨，产值 7 亿元。此外，建立 10
亩以上黑木耳示范基地 171个，
建设黑木耳液体菌种菌包产业
园、液体短包加工及养菌中心、
料棒加工厂，有效推动黑木耳产
业扩容提质，2024 年完成产量
1.58亿棒，同比增长 16.2%。

同时，龙泉探索研发多元产
品，创新开发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胶囊、灵芝酒、灵芝咖啡以及灵
芝美容护肤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30 余个，获国食健字批文 9 个、
保健品备案凭证 45 个；打造了
锦溪泉灵谷灵芝特色园、灵芝博
物馆、灵芝工厂化游览园等集
吃、住、游、娱、教于一体的灵芝
文化养生中心，完成了从种子种
苗到药食同源产品再到农文旅
融合发展的转型蜕变。

庆元香菇是庆元食用菌产
业的“金招牌”。近年来，庆元
聚焦食用菌种业科技创新，探
索种业“保育繁推一体化”，成
功选育“241-4”“庆元 9015”“庆
科 20”等 6 个香菇品种；着重打
造特色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好、
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食
用菌特优区，形成了一二三产
高度融合，集“菌种—种植—科
研 — 加 工 — 市 场 — 品 牌 — 文
化”于一体的食用菌全产业链
体系，助推食用菌产业提质增
效。2024 年，庆元食用菌全产
业链产值达 58 亿元，成为乡村
振兴的强力引擎。

2024中国食药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单发布

丽水4个区域品牌
榜上有名

首席记者 钟根清 记者 朱敏
通讯员 龚隆淼 郑子雯

一茬稻一季虾，既增产又增收。
昨日，遂昌县新路湾镇大马埠村的首
批小龙虾苗投放至稻田里。养殖户
雷利芳兴奋地说：“一片田有了两份
收益！一个多月后，小龙虾就能捕捞
销售了。”

作为全省唯一的省级种业特色
农业强镇，新路湾镇杂交水稻制种
面积近 4200 亩。去年，该镇以深化
山海协作为契机，与嘉兴市南湖区大
桥镇签订党建联建协议，合作开启

“稻—虾”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其实，早在 2017年，该镇就率先

探索“稻—油”轮作模式，金黄花海不
仅鼓足了农民钱袋子，基地还获评

“华东十大油菜花胜地”，蹚出农旅融
合发展的新路径。

作为典型山区县，遂昌耕地资源
稀缺，传统的单季水稻种植模式导致
大批土地闲置。为盘活这些“沉睡资
源”，当地创新推广“稻—虾”“稻—
菌”“稻—药”等多元轮作模式，并配
套新品种新技术，复种指数显著提
升，亩均增收超 7000元，成为加快缩
小“三大差距”的新引擎。

石练镇瞄准木耳生长周期短、不
耽误春耕的特性，在全县率先发展冬
闲田“稻—耳”轮作模式，实现农田全
年“不断档”。

“从去年 10月至今，木耳已采摘

5次，每次可采收 1.5万公斤，田地亩
均产值超 3.5万元。”石练镇副镇长尹
伟锋介绍，他们还探索了贝母、黄精
等中药材轮作模式，让原来的“冬闲
时”成为了新的“农忙期”。

在北界镇王坞村，50亩农田也迎
来了新生：两个月前这里收获了 2.5
万公斤羊肚菌，而今土地已清空准备
种植水稻。“每亩产量在 400—500公
斤，鲜菌市场价每公斤160元，干菌每
公斤1800元，经济效益相当可观。”种
植户王春堂欣喜地说，“稻—菌”轮作
不仅让亩均效益逼近 5万元，还直接
带动周边80多名农户就业。

为更好释放“水稻+N”轮作效应，
遂昌农业部门坚持政策“输血”，按照
粮油生产政策给予资金补助，鼓励引

导广大农户进行多元种植，并定期组
织农业专家下乡开展技术培训，为农
户提供从选种、种植到病虫害防治等
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时，还积极搭建
多元销售平台，组织参加各类农产品
展销会，让优质农产品大放异彩。

“从‘一季闲’到‘四季忙’，‘水稻+
N’轮作让‘单产田’变身‘聚宝盆’。”遂
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玮珺表示，将
围绕“金色共富发展轴”建设，以中心
镇为辐射点，持续探索深化更多轮作
组合，努力带动更多村庄参与，为加
快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强力支撑。

“单产田”变身“聚宝盆”，遂昌开启多元轮作模式——

“水稻+N”，亩均增收超7000元

日前，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古街上，身着精美畲族服饰的温
州游客在拍照打卡。近年来，景宁掀起“畲风旅拍”新热潮，游客通过
穿戴畲族服饰、参与民俗活动、打卡特色景观的深度体验，与畲族文
化“亲密接触”。

记者 陈炜 吴厚非 通讯员 毛文茹 吴娅娅 摄

庆元县累计发放贷款21亿元“力
挺”小微企业；龙泉市推出“预约式”指
导服务，助力企业排查和纠正违法风
险；松阳县变“企业跑”为“部门跑”，让
涉企服务更快更便捷……最近，全市
各地用心用情护航企业发展的新闻频
频见诸报端。助推企业发展、优化营
商环境，就是要聚焦企业的痛点、难
点、卡点问题，既解“近渴”，又谋“远
水”，千方百计助企纾困解难。

无论是解“近渴”，解决企业当下
燃眉之急，还是谋“远水”，谋求企业
长远发展之计，首先需积极主动发现
问题。涉企部门应深入企业一线，和
企业家、员工面对面聊一聊，进入厂
房车间实地看一看，为企业把脉问
诊。既要搞清企业当下具体的诉求

与困难，更要深挖问题本质，是个性
问题还是共性问题、是显性问题还是
隐性问题、是单一问题还是连锁问
题、是当下问题还是长远问题。通过
科学诊断、综合分析，理清脉络、找准
症结，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只
有真正摸清情况，才能有的放矢，避
免帮扶“大水漫灌”或“隔靴搔痒”。

问题找准了，就要对症下药。可
以马上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
了的，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攻坚克难。
企业融资难，就协调银行灵活放贷；政
策不清楚，就派专人上门解读；技术跟
不上，就帮企业对接科研院所……从
信用修复、政策兑现、审批提速等企业
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到产业转型、
市场开拓、人才引进等影响长远发展

的“核心大事”，都要构建快速响应、精
准对接、全程跟踪的服务闭环，确保企
业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在此过程中，各部门协调联动，多平台
互联互通，打好“组合拳”，避免“各自
为战”和“政策打架”。

助企纾困解难是一项需统筹兼
顾、系统推进的长期工程。在帮扶策
略上，应注重“当前”与“长远”相结
合，既要通过“雪中送炭”式帮扶解决
企业当下的“燃眉之急”，更要通过

“添砖加瓦”式培育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在服务对象上，应坚持“个性”与

“共性”相统一，既要针对企业特殊需
求精准施策，更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
推出普惠性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
振发展信心。在工作方法上，应实现

“治标”与“治本”相促进，既要及时化
解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更要通过对
典型案例的梳理剖析，举一反三，完
善制度设计，不断优化政策和服务。
唯有如此，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
发展环境，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营商环境如水，企业经营主体如
鱼。优化营商环境，其实也是一个不
断助企纾困解难的过程，只有既解当
下之困，又谋长远之计，才能让企业
真正“如鱼得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持久动力。

既要解“近渴”又要谋“远水”
王秋蕊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挺膺担
当，正当其时。4 月 15 日，2025 新时
代浙江青年企业家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丽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委书
记吴舜泽致辞，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周苏红讲话，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包志炎，市领导戴平辉、刘志伟、周和
平出席。知名专家学者、省内外青年
企业家代表等 350余人参加活动。

吴舜泽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会
召开表示祝贺，向莅临嘉宾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丽水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他表示，近年来，丽水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蓄势打造长
三角地区特质鲜明的创新型活力城

市，全面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促进
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形成了广大青
年近悦远来、创新创业的城市生态。
新征程上，丽水正紧扣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主战场的责任
担当打好主动仗，全面唱响“奋斗实
干、担当争先”的奋进曲，奋力推进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三大
战略任务”。衷心希望广大青年企业
家以“会”为媒，在交流中凝聚共识、
在合作中收获硕果，成为丽水“发展
合伙人”；热忱期待更多青年企业家
将目光聚焦丽水，走进丽水、选择丽
水、兴业丽水，将更多优质项目、科创
资源投到丽水，和丽水携手谱写创新

创业创造的新时代华章。
周苏红对青年企业家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
定力，做听党话、跟党走的笃行者。
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发展

“四千精神”和新时代浙商精神，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勇做新时代
的弄潮儿。二是坚持久久为功、激发
内生动能，做敢创新、勇作为的奋斗
者。希望大家苦练内功、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积极推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加快建设创新浙
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澎
湃青春动能。三是坚守家国情怀、勇

扛社会责任，做有担当、讲奉献的践
行者。希望大家秉持达则兼济天下
的情怀，积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
现企业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丰收、双促进。

会上进行了丽水市“双招双引”
推介；举行了浙江省青企协与景宁畲
族自治县友好合作签约仪式；颁发了
第十四届“新锐浙商”、第十四届“新
锐浙商”提名奖等荣誉；有关专家学
者围绕新质生产力主题发表主旨演
讲；8位青年企业家代表围绕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了主题
对话。

挺膺担当 正当其时

2025新时代浙江青年企业家
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丽举行

吴舜泽致辞 周苏红讲话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技+阅读”主题活动
在 龙 泉 市 图 书 馆 举 行 。
活动通过“机械狗”表演、
AI 技术体验、编程挑战等
环节，让小读者们在趣味
中感受科技魅力，激发对
科学与阅读的双重兴趣。

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周彩萍 张伟 摄

科技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