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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刘洪
燕）“羽衣蹁跹，独上卯山，松阴如练，
一马平川……”昨日，一首由松阳县古
市镇精心打造的城市主题歌曲《古市
故事》刷爆了朋友圈，引发广泛关注。
其歌手、作曲者，新锐音乐制作人曾吴
秋杰告诉记者，能为家乡写一首歌感
到很骄傲，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引起更
多在外打拼古市人的共鸣，激发对家
乡的情谊。

松阳县古市镇地处浙西南腹地，是
丽水最早的县治所在地，距今已有
1800 余年历史，素有“处州之根”之
称。作为浙江省首批千年古城复兴试

点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古市镇以“千
年古城、康养古市”为发展定位，融合深
厚文化底蕴与现代发展活力。这里曾
是东汉松阳县治，商贸繁荣，水陆交通
枢纽地位使其成为浙西南商贸重镇，至
今仍保留着古街巷、宗祠、道教遗迹等
历史肌理，如卯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道教
文化发祥地，叶法善修道遗迹与乐曲

“月宫调”彰显独特人文魅力。
近年来，古市镇推动文化传承与产

业振兴并举。一方面，深入挖掘道教、
茶、姓氏、商贸等文化基因，打造体验馆
和茶文化 IP，修复老街、城头街等历史
街区，重现“市井悠悠”的古镇风貌；另

一方面，聚焦新型工业化和农文旅融
合，数字经济企业入驻形成智能制造生
态圈，茶产业通过精深加工与电商拓展
实现三产融合，振通宏茶业成为国家级
龙头企业。同时，依托松古灌区世界遗
产，发展“稻+”生态农业，并构建森林
康养、田园休闲等片区，打造“浙西南康
养旅游度假胜地”。

“这首歌写得真好，旋律太上头
了，激发了我内心对古市独有的情
感。”艺校学子陈雨悦把《古市故事》反
复听了三遍，认为这首歌曲不仅承载
了集体记忆，更成为推动文旅融合的
媒介，吸引游客探寻歌词背后的真实

场景。依托得天独厚的古镇资源，古
市的文旅活动频频出圈出彩。精心策
划的“古城元宵”文艺汇演、老街“春未
晚”五一畅游、古城中秋拜月、喜迎国
庆文艺演出等活动，让古镇人头攒动；
而结合老街业态扶持政策开展的招商
引资工作，更是成功吸引 16家经营主
体入驻。

古市镇以歌曲《古市故事》为文化
符号，将千年古城的厚重历史与新时
代文化创新深度融合，通过打造系列
文化精品项目，探索出一条“以文塑
城、以文兴产、以文惠民”的实践路径，
书写新时代“文化润富”的镇域实践。

千年古城奏响时代新韵

松阳古市原创“音符”叩响文化复兴之门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
讯员 胡春麟 元丽丹）“有了
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就有了兜
底保障，现在种粮就像吃了

‘定心丸’。”近日，2025 年龙
泉市首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
保单签订生效，兰巨乡 湖村
种粮大户徐先忠，今年单季稻
和再生稻种植面积达 760 余
亩，手握保单的他底气十足。

据了解，水稻完全成本
保险是由政府出资购买，保
额每亩 1200 元，农户不需要
出任何资金。水稻如因自然
灾害、病虫害等造成损失，
可获得保险公司赔偿。保险
期自保险水稻在田间移栽成
活返青后或自出苗（苗齐）
时 开 始 ，至 成 熟（收 割）时
止，覆盖包括农作物成本、
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
成 本 在 内 的 农 业 生 产 总 成
本。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预
计，2025 年将承保水稻 11 万
余亩，为农户提供 1.32 亿元
保额保障。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水稻种植存在干
旱、暴雨、病虫害等风险，一
旦遇到洪水、病害，产量可能
骤减过半。此举能最大限度
地保障农户减产不减收，为粮
食安全系好“安全带”，有效
提升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去
年，龙泉共计赔付 96.62万元。

农户如何投保该险种？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龙泉支
公司总经理林茂康表示，除了
电话联系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现场验标投保外，农户还可以
自行登录浙里办，在线完成投
保，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后续将
自行前往农田进行验标。水
稻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期皆可
受理，农户有需要可以随时联
系保险公司投保。在浙里办
上，可实时查看投保流程以及
后续理赔流程。

眼下，龙泉正积极开展农
业保险知识专业培训，并及时
向涉及乡镇（街道）、农户普
及该新险种的优势和补贴政
策等，推进完全成本险的覆盖
面，切实为农户撑起“保护
伞”。

为11万余亩水稻“上保险”

龙泉农户种粮吃下“定心丸”

情系母亲节 传承好家风

母亲节当天，遂昌县关雎文化园举办“非遗茶礼、慈孝传情”研学活动，迎接母亲节。活动中，孩子们学习茶礼，向母亲敬茶，传递感恩。此次活动将传统
文化与亲情融合，让大家在体验中感受母爱，传承慈孝美德，营造出温馨的节日氛围。 记者 贾恒 朱敏 摄

母亲节来临前夕，松阳县西屏街道城中社区30余位老年居民亲手制作果
蔬花篮，并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子女，搭建起了跨越距离的亲情桥梁。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杨舸帆 摄

母亲节前后，全市各地街头节日氛围浓厚，迎来消费热潮。图为松阳县城
一家花店内，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修剪花枝、包装花束花篮。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摄

本报讯（周智召 通讯员
雷倩 徐文翔）“杭汀村高山荒
野茶不仅多，品质也好，我们
已经在这采摘一个多月了。”
日前，记者走进云和县赤石乡
杭汀村，看到朴实的村民们脸
上洋溢着笑容，唱着山歌，娴
熟地将茶叶采下放进篓里，欢
声笑语回荡在山间。

据了解，杭汀村是一座有
着 3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它背
靠青山，毗邻云和湖，山水资
源丰富。村内至今还留有 10
多万棵老茶树，因长期疏于管
理，一直闲置在山林和田野。
为充分利用这一独特资源，缩
小“三大差距”，赤石乡以“合
作社+村民”的种植模式，打
造出“杭汀山茶”品牌，致力
于让闲置的荒野茶重焕光彩，
带领留守村民增收致富。

“10 多万棵的老茶树分
布较广，大多数树龄在五六十
年之久，部分树龄更是有近百
年。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了
6万多棵老茶树，采摘周期有
两个多月，预计今年能制干茶
3000 多公斤。”赤石乡“杭汀
山茶”品牌负责人马珊花告诉
记者，杭汀村老茶树多数种植
在海拔 800米的高山之中，丰
富的负氧离子、优渥的土壤、
充足的光照，使得老茶树生长
旺盛，所产茶叶品质上乘。他
们以村民为核心，邀请村民加
入荒野茶的管理队伍，分别从
事管护、采茶、制茶等工作，

通过参与劳动获得工资。
“我在这里工作好多天

了，一天收入能有 200 多元，
采茶叶我比较在行，干得也不
会很累。不出远门，在家门口
就能赚到钱，我很开心。”村
民张奶奶说。

为确保荒野茶的品质，赤
石乡特别邀请了中国制茶大
师、国家一级评茶师宋光华担
任技术指导。宋光华凭借丰富
的经验，为村民传授专业的炒
茶技艺，从采摘、杀青到烘焙，
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使荒
野茶的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杭汀村生态环境优越，
茶叶品质好，我们结合传统和
现代两种工艺，进行改良创
新，这样炒制出的茶叶清洌醇
厚、入口温顺。”宋光华说，目
前村里已经打造出了杭汀绿
茶、杭汀红茶、杭汀山野老茶
三种茶。每款茶制作工艺不
同，外形及口感各有千秋，可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为后续
开拓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
挖掘荒野茶资源，提升茶产品
质量。在专家带领下，积极参
与省内外各项优质茶评比和
斗茶活动，努力为云和打造一
张响亮的茶名片。”赤石乡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已有 30多
名留守村民加入荒野茶队伍，
逐渐掌握了精湛的制茶技术，
为云和荒野茶品牌的崛起注
入了强大动力。

云和杭汀村打造荒野茶品牌

荒野绿叶变富民“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