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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丁航津）龙泉宝溪乡三江源石蛙养殖
基地前几天迎来了首批优质石蛙种
蛙投放，标志着总投资 2050万元的
特色农业项目正式进入投产阶段。

石蛙，又名棘胸蛙，是一种两栖
动物，具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长期以来备受市场青睐。此次宝溪
乡石蛙养殖项目的投产，是当地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的重要
举措。该特色农业项目整合了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及社会资本，在养殖
模式上大胆创新，采用“石蛙规模化
养殖＋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组合
模式，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带动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目前，部分光伏
设施已成功并网发电，并开始产生收
益。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
将超过 1000万元，届时将形成一个
集种蛙繁育、商品蛙养殖与清洁能源
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链。

“首期投放 4000多斤种蛙后，我

们将按照科学规划，分批引入幼苗
和蝌蚪，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养殖，
提升产品品质，确保石蛙养殖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龙泉市万昇源公司
负责人颜泉介绍，项目的目标不仅
仅是发展养殖产业，更重要的是优
化当地农业结构，带动农户参与养
殖，形成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基
地采用商品蛙与种蛙协同繁育技
术，不仅能够满足自身养殖需求，还
能为区域石蛙产业提供优质种源支

持，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宝溪乡拥有优质的生态资源，政

府通过投建基础设施，招引社会资本
参与，将石蛙养殖培育为全乡农业新
的支柱产业。宝溪乡党委委员、副乡
长兰俊介绍，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80余万元，向低收入农
户分红8万元，并提供20余个就业岗
位。同时，通过“劳务参与＋养殖合
作”模式，帮助农户共享产业收益，实
现“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双目标。

特色石蛙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江敏 朱敏 通讯员 龚
隆淼 潘爽依）“嗡嗡嗡……”昨日，在遂昌县
城周边的竹林里，随着无人机的旋翼声响
起，一台无人机腾飞而起，其下方吊着两根
毛竹，穿过山林后直接将毛竹精准运送至公
路边，短短5分钟就完成了一趟运输工作。

遂昌是浙江省重点竹产区，竹资源
十分丰富，但是遂昌很多竹林地处山区，
毛竹运输困难，成了阻碍竹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难题。而今，无人机吊运技
术，不仅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还提高了
运输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

“民用无人机载重能力强，可适应各
种复杂地形，一次就能吊运65公斤左右的
毛竹，5至 10分钟就能完成一趟吊运，日
均吊运量接近 10 吨，效率是人工运输的
10多倍，成本降低60％以上。”遂昌县生态
林业发展中心林业事务服务科科长程晓
云说，使用无人机吊运技术，不仅解决了
毛竹下山难的问题，还解决了陡坡险段疫
木下山的难题。

连日来，在遂昌县平头岗山场，一架

无人机在工作人员的精准操控下，仅用 5
分钟便将重 70余公斤的松材线虫病疫木
从陡坡地段吊运至集中处理点。

据了解，此次投入作业的无人机核
定最大载重能力达 85公斤，折合 1至 2根
疫木重量，日均作业量 5 至 6 吨，吊运成
本平均每吨约 380 元，较人工搬运，效率
显著提升不说，还降低了成本。

近年来，遂昌以建设省级林业共享
林事服务中心试点为抓手，在技术林长
的专业支撑下，积极探索无人机在林业
领域的多元化应用，包括香榧授粉、森林
防火监测等，推动山区林业作业从“人扛
马驮”向“机械赋能”转型。

“无人机的应用不仅解决了陡坡险段疫
木下山难题，还避免了传统就地焚烧或遗
存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疫木清理无遗
漏。”遂昌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吴英
俊说，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深化林业机械化
应用场景创新，通过科技手段破解山林管
护难题，为遂昌林业现代化治理提供科技
支撑和创新动能。

助力毛竹疫木下山

本报讯（记者 杨潇 汪峰立）4
月 20日上午 7时，随着清脆的发令
枪声，2025 缙云仙都女子半程马
拉松正式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 余名女性跑者齐聚缙云，以
奔跑的姿态拥抱春日山水，用脚步
丈量诗画风光。

本届赛事设立了女子半程马
拉 松（21.0975 公 里）、暖 男 陪 跑
（21.0975公里）、甜蜜跑（5公里）三
个项目。赛道设计深度融合缙云
自然与人文特色，选手们穿梭于鼎
湖峰奇石倒影间，途经朱潭山云雾
缭绕的田园风光，在奔跑中感受

“黄帝缙云 人间仙都”的独特魅
力。最终，来自杭州的选手唐晓芳
以 1小时 16分 11秒的成绩摘得半
程马拉松组冠军并打破赛会纪
录。赛后，她感慨地说：“每一步都
像在画中奔跑，观众的加油声和山
水美景是坚持到终点的最大动
力。”

作为以“女性专属体验”为核
心的马拉松赛事，主办方特别设置
多项暖心服务，终点不仅提供缙云
烧饼、麻糍、粽子等特色美食，还为
女性选手提供拍摄定妆照服务、定

制全数码印花斗篷。赛事还联动
了当地非遗项目，在沿途以及领物
现场设置了音乐加油站及婺剧表
演等。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缙云仙
都女子半程马拉松焕新升级。在
竞赛组织方面，创新设立分龄组奖
金，对 6个年龄段前六名选手给予
专项激励，激发全年龄段女性突破
自我；在项目设置上打造两大特色
方阵——人宠共跑的“大宠爱”方
阵和“有仙气”古装方阵，让千年仙
都在奔跑中焕发时代生机。此外，
今年还推出商学院女子赛中赛，来
自国内 34所主流华语商学院的商
界精英、企业高管齐聚缙云，以独
特视角传播仙都之美。

据悉，缙云仙都女子半程马拉
松已连续举办三届，凭借独特的自
然赛道与女性友好设计，逐渐成为
长三角地区标志性体育 IP，2023
年 —2024 年 累 计 为 缙 云 带 来
3994.45万元的赛事综合效益。未
来，赛事将联动更多乡村文旅资
源，打造“跑进山水、惠及民生”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

“她力量”。

5000余名女跑者
用脚步丈量仙都风光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
员 潘攀）记者昨日获悉，青田近日
迎来大规模外地旅游团，来自多地
超 1.5 万名游客分批次抵达青田，
开启了三天两夜的侨乡深度游。

在高市乡石门洞景区入口，一
辆辆大巴缓缓驶入，800余名游客
在结束完石雕博物馆的参观后，抵
达石门洞景区。在导游的讲解下，
游客们漫步景区，亲身感受青田历
史名人刘基的风采。

“这里的风景比网上看到的还
要美，空气特别清新。”来自杭州富
阳的游客金雅莲表示，她之前只在
网上听说过青田，这次跟着旅行团
来游玩，能品尝各类美食，领略如
此美景，感到不虚此行。

据了解，此次大型旅游团由青
田县金色假期旅行社在内的省内
多家旅行社联合组织，游客主要来
自上海、杭州、宁波、衢州等长三角
城市。在三天两夜的行程中，游客
游览了青田石门洞、千峡湖、侨乡
进口商品城等知名景点，并沉浸式
体验咖啡文化、西餐美食、红酒品

鉴等特色侨乡风情。
“这是青田旅游市场的重要

突破，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旅游
产品，加强区域合作，吸引更多大
型旅游团走进青田。”青田县金色
假期旅行社负责人黄华珍说，近
年来，青田依托“华侨之乡”优势，
全力推进文旅融合，打造“欧陆风
情·山水青田”旅游品牌，吸引了
越来越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此
次万人团的到访，不仅带动了本
地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增长，
也进一步提升了青田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为做好此次万人团的接待工
作，我们在景区、酒店、餐饮等环节
均提前准备，确保游客获得高品质
的旅游体验。”青田县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随着

“五一”假期临近，青田县文旅局将
进一步做好旅游保障工作，从景区
预约分流、交通疏导优化、服务力
量调配到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全
面部署，全力保障假期文旅市场平
稳有序运行。

1.5万名游客
深度“打卡”侨乡青田

“机器换人”提效率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余自强）近日，在
青田船寮镇徐岙村后山的林地上空，一架四旋翼无人
机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随着播撒器舱门开启，杜
英、枫香等树种如细雨般均匀洒向山野。这是青田县
林业局首次开展无人机飞播造林作业，通过“空中播
种”为山林植树增绿。

“借助高科技，单日作业面积可达 600 亩，效率是
人工的 200 倍。”青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叶婷婷介绍，
此次飞播区域覆盖祯埠、船寮、东源等多个乡镇街道。
相较于传统造林方式，无人机作业通过三维航线规划，
可将种子有效覆盖至人工难以到达的陡峭区域，不仅
突破地形限制，还能实现单位面积的精准播种。

据了解，青田的森林存在针阔比例失衡及松材线
虫病防治后林相空窗等问题。为此，此次春季飞播作
业，计划飞播面积为 3736.5 亩，飞播种子 865.6 千克，县
林业局选用杜英、枫香、胡枝子等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
价值的树种，采取混合播种模式，进一步丰富当地树
种，构建稳定的森林群落。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退化林修复，森林抚
育等工作，计划作业面积 5 万亩，希望通过‘造抚结合’
的模式，改善林分结构，进一步提升青田森林质量，构
建稳健的生态环境。”叶婷婷表示。

飞播树种增绿山林

图为缙云仙都女子半程马拉松开跑现场。

抢订单、忙生产、拓市场，连日来，松阳县外贸企业全力冲刺加速“出海”。在松阳县西屏街道的浙
江锐奇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900多名工人正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即将出口的运动鞋，一天就能生产
17000多双。据悉，企业引进了智能化生产设备，以“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

记者 吴厚非 通讯员 叶梦雨 周李宁 叶有娣 摄

林间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