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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兴丽水文兴丽水 挺进共富挺进共富

本报记者 董陈磊

在地下老矿区里泡温泉，欣赏奇
妙的“地心”景观；乘坐地轨缆车，体
验当“黄金矿工”的一天，还能在老矿
洞里来一次激情四射的漂流……位
于遂昌县湖山乡的地心世界项目，通
过对地下老矿区的治理、修复与开
发，并融合温泉资源，以“艺术+旅
游”的模式打造出集冒险游乐、健康
养生、矿山研学于一体的大型旅游综
合体。

这场以“矿”为主题的“地心探
秘”，能满足你对“地下世界”的全部
好奇。

“地下财富”是自然对丽水的馈
赠。“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矿产
资源丰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对于“地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从古至今从未停止。

远近闻名的遂昌金矿，其开采
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岁月洗
礼 ，至 今 仍 焕 发 生 机 。 遂 昌 、龙
泉、缙云等地的萤石矿，龙泉的铅

锌矿 ,青田的钼矿和叶蜡石矿，松
阳的高岭土矿等，在各自领域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当地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在岁月长河中，人们用智慧对
大自然赋予的“地下资源”进行利用
与再创造，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璀
璨的文化瑰宝。龙泉丰富的瓷土资
源，是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得以传承
千年的根基，也赋予了龙泉青瓷“青
如玉、明如镜、声如磐”的独特魅力；
一块块质地温润的青田叶蜡石，精
雕细琢，成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
术品，承载着青田千年的石雕文化，
远销海内外。

2024年，龙泉青瓷产业营业收入
达 24.67亿元，实现产业增加值 8.22
亿元；青田石雕产值达18.43亿元。

地热温泉是“地下财富”的又一
表现形式。近几年，遂昌、青田等地
陆续钻出温泉，带来火热的“温泉经
济”。

遂昌红星坪温泉度假村便是其
中的代表。这里的泉水引自地下

400米深处，是为数不多的萤石矿天
然温泉，出水温度常年保持在 41℃
左右，水质稳定清澈，有氟含量高，
含偏硅酸、碳酸钙等特点，是纯天然
温泉。此外，景宁那云温泉度假村、
青田坐忘谷……一系列“温泉秘
境”，吸引着都市人向山而行。

“地下文章”，大有可为。不止
是温泉，“丽水山泉”更是点“水”成
金。作为丽水“山”字系的拳头产
品，“丽水山泉”一经推出，其诸多亮
点广受关注。“丽水山泉”水源地位
于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麓，
自然风光美、生态环境好；年代久，
原水取自元古宙年代基岩（距今约
25 亿年—5.7 亿年），地下 150 米深
井处，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包括偏
硅酸、钙、镁、锌、锶等。

自 2021 年产品面市以来，“丽
水山泉”销售额逐年递增，产品占有
率和铺市率持续增强，逐步成为饮
用水潮品。2024年，“丽水山泉”一
举拿下吉利汽车全国 1400 余家门
店定制水订单，斩获千万元级销售

订单。
唤醒“沉睡资源”，实现华丽转

身。深山“废矿”变身文旅“富矿”，
是丽水厚植生态底色，深刻践行“两
山”理念的创新之举。丽水是全国
重要的矿产建设基地，上世纪 90年
代以来，遗留下大批停止开采的废
弃矿山。为此，丽水成立矿区修复
专班，开展专项修复治理，让 93 座
废弃矿山变成“网红打卡点”。其
中，缙云“岩宕书房”基于废弃的采
石点，经由建筑师徐甜甜团队之手，
打造成书房、剧场和展演厅，成为备
受追捧的热门打卡点；景宁那云·天
空之城由废弃老矿山改造而来，集
合悬崖、矿石、温泉以及畲族特色，
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宠”……

从遂昌萤石矿到缙云“岩宕书
房”，从丽水山泉到“温泉经济”，在
开发与保护并重、创新与转型并行
的道路上，丽水正逐步解锁“地下
财富”的密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 济 优 势 ，让 绿 水 青 山“ 流 金 淌
银”。

丽水唤醒地下“沉睡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解锁“地下财富”的转化密码

近日，景宁畲族自
治县郑坑乡“郑地有声”
青年宣讲团将讲堂搬进
绿水青山间，在柳山生
态茶园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主题宣
讲活动。宣讲员以柳山
茶园“种茶富农”的实践
案例为切入口，生动讲
述了近年来郑坑乡立足
生态底色，践行“两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让理
论宣讲在茶香中浸润人
心。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吴晔 雷明伟 摄

本报讯（首席记者 钟根清 记
者 朱敏 通讯员 龚隆淼 蓝怡俊
郑子雯）品茗、骑行、逛茶山……连
日来，遂昌县大柘镇乐领·万亩茶海
庄园迎来八方游客。管家顾晨晨欣
喜地说，从种茶叶到“卖风景”，从卖
茶叶到造空间，庄园已形成了一条
茶旅融合、茶文结合的产业新业态
和精品旅游新线路。

小小绿叶，成为致富金叶。茶
产业是遂昌农业的支柱产业和富民
产业，入选全省县域 10 亿元以上

“土特产”全产业链，吸引了 900 多
家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 6.6
万余人参与全链条各环节，促进茶
叶种植、茶园建设、茶叶加工、茶文
化旅游、茶文化传播等三产融合发
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中之重。遂昌立足生态资源禀赋，
挖掘“土”资源、放大“特”优势、形成

“产”链条、提升“富”成色，围绕茶
叶、笋竹、油料三条品质农业全产业
链，扶优育强制种、长粽、棘胸蛙等
特色产业链。去年，“土特产”全产
业链产值达 105亿元。

婚嫁“喜粽”、升学“高粽”、节庆
“团圆粽”……“一根长粽”，链起山
乡共富链。长粽作为遂昌独有的民
俗特产，以独特的形态和绝佳的口
感，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家乡味”，
入选全省乡村“土特产”精品培育试
点名单。去年，长粽订单量突破 700
万根，全产业链产值达 2.4 亿元，带
动 3800 余名农民人均增收 2 万元。
主打粽叶加工的浙南箬叶市场年交

易额近亿元，辐射长三角粽子龙头
企业，带动 2600余户农户增收。

在金竹镇王川村棘胸蛙科研产
业园内，1500 对棘胸蛙就要进入繁
殖盛期。去年 6月，当地启动“棘胸
蛙三年倍增计划”，依托省农科院和
浙师大的科研优势，从繁殖、育苗、
防病、饲料等多个环节开展技术攻
关，研发三款蛙病防治一体用药，推
出专用饲料“蝌蚪宝”，去年首批蝌
蚪成活率从 60%提高到 90%以上。
今年，预计产量达 10 万公斤，产值
超 3000万元。

在遂昌，深山“土味”还在持续
发酵。位于石练健康产业园的浙江
五养堂中药集团生产车间内，一筐
筐刚挖取的三叶青块根通过自动化
清洗、冻干、灌装加工后装瓶。这是

该企业投入使用的全国首条低温冻
干三叶青粉直接口服中药饮片智能
生产线，年产量可达 7000万瓶。

遂昌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竹林、
油茶林、杉木林等林下袋式套种三
叶青，实现荒芜林地亩产增收 3 万
元，通过引入中药材深加工企业，创
新研发推出三叶青粉直接口服中药
饮片、三叶青药膏等特色产品。去
年，三叶青产业产值突破 4100 万
元。

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玮珺
介绍，将推动竹产业共富产业园、甘
薯科技小院等各类共富综合体投产
增效，不断扩大“土特产师傅”培育
规模，加快构建起特色鲜明的农业
产业体系和产品品牌矩阵，以产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挖掘“土”资源 放大“特”优势 形成“产”链条

遂昌“土特产”全产业链产值达105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春）为应对即
将到来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
程，昨日，市防减救灾办发布工作
提示函，全面部署防御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5 月 7 日
夜里起到 9日，全市将有一次大范
围的阵雨雷雨过程。其中，8日白
天全市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
有大到暴雨；8日夜里到 9日白天，
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大部雨量可
达大到暴雨，遂昌、龙泉、松阳局
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

“在此轮强降雨过程中，雷雨
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市
气象台专家预测，7日 20时—9日
20 时，遂昌、龙泉、松阳、莲都、缙
云累计雨量可达 60—80 毫米，其
中遂昌、龙泉局部站点可达 100—
150 毫米，其他地区 30—50 毫米，
局部 60毫米以上。

市防减救灾办提醒，各地要高
效运行防汛防台“1833”联合指挥
体系，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天气变
化，严格落实预警“叫应”机制，特
别 是 夜 间 发 布 预 警 要 做 到“ 叫
醒”，确保信息到户到人。加强对
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风险点
和隐患点、城镇易涝点、高陡边
坡、临崖临水路段、在建工地、沿
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景区、网
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检查。

遂昌、龙泉、松阳等强降雨影
响的区域，根据预案自主启动防汛
应急响应，落实落细“333”防御应
对局地强降雨重点举措，一旦发现
致灾征兆，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人
员并及时应对处置。

目前，我市已全面进入防汛应
急状态。市防减救灾办提醒市民，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在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期间减少非必
要出行。

我市全面部署防御工作
应对强对流天气

本报讯（记者 杨敏）近日，国
家应急管理部先后发布两起工作
动态，其中我市两起地质灾害避险
成功案例得到通报，相关单位和人
员受到通报表扬。

4月 6日 8时 5分，松阳县竹源
乡黄庄村村民王延万发现一山体
半山腰处出现宽约 3厘米、长数百
米的裂痕，意识到可能是山体滑坡
的前兆。他迅速下山，并将情况报
告给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利。

王延利第一时间上报。接报
后，竹源乡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当天 9时 36分，组织受威胁村
民撤离并设置警戒线。松阳县地
质灾害监测部门专家赶到现场勘
察，发现裂缝宽度最大已达 10 厘
米，并处于逐步发育状态，随着汛
期来临，裂缝可能持续扩大，滑坡
风险高，威胁山下村民安全，建议
立即转移人员并开展除险工作。

在乡、村干部共同努力下，21
时 15 分，滑坡影响范围内的村民
及外来务工人员 32户 56人连夜被
转移至安全区。同时，乡政府还安
排专人巡查、观测，严防人员返
回，禁止人员进入该区域活动。

4 月 6 日，自然资源部门指导
乡、村开展除险工作，开挖土方约
3万立方米。4月 21日除险完成，
4月 22日，居民回流居住。

4月 21日，市应急管理局根据
气象部门强对流天气预报及时发
布预警提示，要求落实“1833”高等
级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做好风
险防范应对工作。

21日 18时 21分，莲都区气象
局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并于
19时 56分升级为橙色预警。莲都
区应急管理局“点对点”叫醒叫应
雅溪镇等重点受影响乡镇，灾害风
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 18时 30分到
岗到位开展巡查。

当天 18 时 40 分，雅溪镇双溪
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舒洁
排查巡查时，发现村民潘某房屋离
山体较近，且山体有 10 厘米宽裂
缝，判断可能发生滑坡，于是立即
劝导潘某夫妇转移到其儿子家
中。19时 20分转移完毕。

21 时 30 分许，潘某房后山体
因短时强降水导致小范围边坡滑
塌，造成围墙倒塌、部分房屋受
损。由于风险隐患发现处置及时，
无人员伤亡。

应急管理部在通报中指出，上
述两起案例是典型的村级发现迹
象、乡（镇）级果断处置、县级提供
专业支撑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特
对丽水市应急管理局，莲都区、松
阳县应急管理局，以及有关村和人
员予以通报表扬。

两起地质灾害避险成功
我市相关单位和人员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员 吴
学东 冯俊逸 赖莹）近日，市级地方
标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正式发布，将于 2025
年 5月 16日起正式实施。该《规范》
由丽水市图书馆牵头起草，凝聚了地
方文献征集管理的一线经验与系统
思考，标志着我市在地方文化资源保
护领域迈出了标准化、专业化的重要
一步。

《规范》从征集类型、普查机制、
征集方式、整理流程到活化利用，构
建了一套覆盖“收—整—用”全过程

的工作体系。一方面，明确征集范
围与重点类型，涵盖纸质、数字及特
殊载体三类文献，突出对红色文化、
宗谱手稿、非遗资料等具有地方特
色内容的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创
新提出以“十年为周期”的长效普查
机制，指出制定普查方案、组建专业
团队、建立资源档案、梳理征集目录
等具体操作路径，提升文献征集的
计划性和系统性。

同时，《规范》提出“定向征集+
社会参与”双轨并行模式，既加强与
党政机关、文化单位等资源的联动，

又通过多元宣传手段激发公众参与
热情，提升文献来源的广泛性和多
样性。针对文献收录后的管理与利
用，《规范》设定了清晰流程，确保地
方文献资源长期保存、有效利用。

近年来，丽水市地方文献征集
工作不断深化，体系日益完善，内容
日趋丰富。市图书馆累计征集地方
文献 5524种、9187册，设立“丽水三
宝”“丽水非遗”等专题专柜，精准呈
现本地文化特质。

丽水各县（市、区）图书馆亮点
纷呈，云和县图书馆构建图文音一

体数据库，遂昌县图书馆围绕地方
人物开展活动，松阳县图书馆挖掘
乡镇人文风情，青田、龙泉等地打造
特色专架，形成“馆馆有特色、县县
有亮点”的资源版图。截至目前，全
市 公 共 图 书 馆 共 收 藏 地 方 文 献
46102 种，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
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构建起具有丽
水辨识度的地方文化资源体系。

《地方文献征集工作规范》市级地方标准发布

茶山宣讲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员
梁子）文化如何“飞入寻常百姓
家”？5 月 6 日，浙江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与顺丰速运跨界联手打
造的诗画浙江·顺丰速运联名包
装正式首发。本次联名包装共有
13 个款式，以省域文化标识体系
为主线，系统阐述浙江文化核心
内涵。其中，“黄帝文化”“瓷文
化”两大丽水文化标识入选联名
包装。

据悉，自 5月 6日起，由浙江发
往全球的顺丰快递文件封，将逐步
切换至全面启用联名包装。据顺
丰从浙江的发件量计算，每年将有
2 亿件印有“黄帝文化”“瓷文化”
的快递包裹飞抵全球 190 余个国
家及地区，成为“移动的丽水文旅
名片”。

“黄帝文化”主题包装印有缙
云县祭祀遗址出土的鎏金铜龙图
案，并配文：“黄帝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千秋祭
祖，缙云堂中拜轩辕。作为全国唯
一以黄帝名号命名的县，缙云架起
了黄帝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
梁。”

“瓷文化”的联名包装印着南
宋龙泉窑青釉悬胆式瓶。 2009
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迄今
为止全球唯一的陶瓷类“人类非
遗”。

“这些快递信封设计精美，犹
如一个个微型文化博物馆，将丽水
的历史文化底蕴浓缩于方寸之
间。”丽水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丽水正着力高水平建设山
水文化名城，此次跨界合作旨在以

“签收”作为文化抵达的时代仪
式，让丽水优秀传统文化以“移动
名片”的形式走向世界，激活丽水
文化的当代表达力。

近年来，丽水深入实施文化基
因激活工程，挖掘地域特色文化资
源，形成“文化解码—基因活化—
产业赋能”的全链条发展模式。自
2024年浙江启动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以来，丽水已有 9个项目入选浙
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标志性项
目培育名单，涵盖“浙派好礼”“浙
风古韵”“浙籍名人”“浙地臻品”

“浙里畅游”五大领域。
“文化传播需要创新载体。”丽

水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丽水将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本
地文化资源，探索“文化+”融合发
展路径，让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
中焕发新生。

每年2亿件

丽水2个文化标识
将随顺丰快递送达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