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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爱玲）
“以前一下大雨，我们物业就提
心吊胆，现在有了这些防护，汛
期也不怕了。”近日，在莲都区泰
悦湾小区，看着完成智能化防汛
改造的地下配电房，小区物业负
责人王先生对着国网丽水市莲
都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连连称
赞。

莲都区地处瓯江中游，随着
主汛期临近，瓯江水位持续攀升，
强降雨天气频发。沿瓯江边多个
小区的地下配电房面临洪水倒
灌、设备受潮故障的风险，针对这
一情况，国网丽水市莲都区供电
公司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为地下配电房打
造出一套“会感知、能思考、可行
动”的智慧防汛系统。

在小区配电房门口，供电公
司安装了 1米高的铝合金高强度
防水挡板，门内侧配备了防汛沙
包和自吸膨胀袋，遇水后迅速膨
胀，能进一步增强防水效果。

此次改造引入了先进的智
能化监测与排水系统，堪称防汛

“黑科技”。电缆沟内的毫米波
水位传感器，可实现 0.1 毫米级
水位变化监测，一旦水位超标，

智能排水泵立即启动，同时系统
会立即向运维人员发送告警信
息。可视电缆盖板设计，方便运
维人员随时直观查看沟内情况。

站房内部，基于边缘计算
技术的环境监测终端，实时采
集温湿度、水位、烟感等 12 类数
据 ，通 过 AI 算 法 进 行 风 险 预
判。当湿度超过阈值时，系统
自动启动除湿机与通风系统；
检测到局部过热时，立即触发
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往排查。“这
套 系 统 就 像 给 配 电 房 装 上 了

‘神经中枢’，不仅能自我调节，
还能提前预警潜在风险。”国网
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员工詹
尉波展示着系统后台的动态数
据模型时表示。

在该公司的智慧运维中心
物联网平台大屏，7 个小区配电
房的 300余个监测点位数据实时
跳动。抢修值班员王晟轻点屏
幕，便能调取任一配电房的实时
影像与历史数据：“现在有了数
字化技术加持，我们坐在运维中
心就能巡检设备，一旦出现异
常，智能工单系统会自动规划最
优抢修路径，应急响应效率提升
了 60%以上。”

国网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

为地下配电房装上“智慧铠甲”

本报讯（记者 余庆 通讯员
叶菁 俞海友）为进一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扶残助
残的社会共识，日前，浙江省人
民政府发布通报，对浙江省自强
模范、浙江省助残先进集体、浙
江省助残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我市龙泉市残疾人陈卫星、云和
县残疾人兰建林获评“浙江省自
强模范”，市残联康复医院、市财
政局单岚分别获评“浙江省助残
先进集体”和“浙江省助残先进
个人”。

兰建林出生于 1991年，因先
天性疾病导致肢体三级残疾。
自幼饱尝生活艰辛的他，锤炼出
了超乎常人的坚韧品格。凭借
潜心钻研，获得电工、电子设备
装接、特种作业等多项专业中高
级技能证书，多次在省职业技能
竞赛上获奖。

陈卫星的双脚有三度残疾，
是青瓷向陈卫星敞开了一个丰
富多彩的世界。这种几乎将所

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人
文情怀、家国抱负、品德操守融
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成为了他一
生的热爱和追求。

专为 0—9周岁的孤独症、脑
瘫、智力障碍、听力语言障碍、发
育迟缓等残疾儿童提供“医教结
合”康复服务的残联康复医院，
化解助残工作难点让财政数字
更加有温度的单岚等机构和个
人，是近年来我市残联扎实工
作、温暖服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残联聚焦民生
关键，着力解决残疾人就业，残
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及孤独症儿
童康复救助等专项工作。持续
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净居亮
居”改造项目，大力优化康复服
务、托养照护、无障碍环境等基
本公共服务，持续深化普法宣传
教育，开展残疾人文体活动等，
为服务全市残疾人的生活和生
产营造了一个温暖、舒心的良好
氛围。

省政府表彰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

我市3人1集体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吴梦飞 谢淑玲）“以前参加培训，安
排什么就学什么，现在有了培训券，
我们可以自主挑选课程，想学什么
就学什么。”近日，浙江庆元藏韵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远付用培
训券兑换了一期荒野茶加工技术提
升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班课程，系统
学习了荒野茶红茶加工知识。

增技增收富农培训券是我市推
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模式优化升级
的“新招式”。“我们多渠道收集农民

的培训需求，分析整理后建立培训
需求信息库，并精准发放培训券。”
庆元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农民凭券自主选择培训班，同时
通过定制培训课程、培训方式和培
训师资等，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

记者了解到，培训券面值 200
元—1000 元不等，明确规定只能
用于技能培训，不得兑换现金。
目前，庆元已发放 600 余张培训
券，涵盖种植加工等多样化课程。

“从控制杀青温度到把握揉捻

力度，从观察发酵程度到掌握干燥
火候，老师详细讲解了每一道制茶
工序，还一对一指导我们上手操
作。”庆元县屏峰茶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武红杰去年和妻子返乡创业，
急需制茶技能培训，在此次荒野茶
加工技术提升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班上，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填写的培
训需求都出现在了课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还可凭培
训券自主选择培训机构，打破传统

“培训找人”的被动模式，实现定制

课程的精准匹配，提升培训实效。
培训机构通过深入了解农民需求、
农忙时节等，有针对性地开展课
程，灵活设置培训时段，确保培训
与生产两不误，真正实现“农民培
训班围着农民转”。

接下来，庆元将持续深化落实
增技增收富农培训券政策，计划发
放培训券金额超 50万元，预计全年
参训学员超 1000人，确保政策红利
精准惠及目标群体，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

庆元发放富农培训券600余张

自由选课助农民精准增技提能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 通讯员
季在巷）初夏是稻田鱼养殖的黄金
时期。近日，青田县小舟山乡迎川
村稻鱼共生基地启动鱼苗发放工
作，将培育出的优质田鱼苗发放给
村民，推动当地稻鱼共生产业发展。

在小舟山乡迎川村稻鱼共生
基地，工作人员手持特制网兜，娴
熟地在鱼塘打捞田鱼苗。手腕轻

抖间，数百尾活蹦乱跳的田鱼苗
顺势进入网兜，工作人员随后用
瓢将鱼苗捞起倒入盆中，仔细用
碗分装，发放给村民。

“今年我们成功孵化出 500 多
万尾田鱼苗，这些鱼苗品种优良，成
活率高，非常适合在当地的稻田里
养殖。我们免费发放给村民，希望
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稻米和田鱼的产

量和效益。”基地负责人季文林说。
小舟山乡迎川村稻鱼共生基

地于去年正式投入使用。该基地
面积达 100 多亩，田鱼年产量达 1
万多斤。为了打造稻鱼共生基地，
2024 年小舟山乡投入 300 余万元，
用于改造提升稻鱼共生基地及完
善相关设施。

“小舟山乡稻田养鱼已有 1000

多年历史，该乡作为稻鱼共生系统
重要区域，通过建立鱼苗孵化基地，
推动稻鱼共生系统种质资源保护，
另一方面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带
动村民就业增收，实现生态价值转
化。”小舟山乡乡长夏艺巧表示，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育苗、养殖、观光
一体化产业链，有利于打造绿色经
济新引擎，走实生态富民新道路。

免费发放500万尾田鱼苗

青田小舟山打造“稻鱼共生”产业链

临近端午，遂昌长粽
迎来销售旺季，龙洋乡九
龙口村长粽共富工坊内，
村民们正在赶制订单。近
年 来 ，遂 昌 县 坚 持 做 好

“土特产”文章，以长粽特
色乡愁产业培育为重点，
打造集原料采购、产品生
产、策划包装、市场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有效推动乡村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

首 席 记 者 雷 宁 记
者 朱敏 特约摄影记者
章建辉 摄

赶制长粽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梅明益 徐文翔 徐若熙）连日
来，云和石塘镇小顺村“清风茶坊”
富民阵地建设项目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作为红色街区提升项目的
核心子工程，施工人员正对老村委
楼、红色文化展示区、茶吧休闲区
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等关键节点
进行精细化施工，目前项目累计完
成进度达 90%。

“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是集
‘共富工坊’、红色研学、产业展销
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建成后预计
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15万元，创造
40 个就业岗位。”小顺村村干部谢
东岳说。

小顺村是省级未来乡村建设
试点村和革命老区红色乡村振兴
示范点，拥有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近年来，小顺村先后投入 3000余万
元建成初心广场、红色文化展示
馆、军民融合体等红色教育基地，
推出“军事课堂”“红色研学路线”
等特色项目，成功打造爱国主义教
育“金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小顺村通
过乡村运营官招募行动，引入臻远
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构建“运
营团队+村集体+农户”三方利益联
结机制，成立云顺乡村运营有限公
司，发动 12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
资民宿改造项目，积极开展跨村文

旅联营活动，预计今年将为村集体
增收 15万元。此外，依托“之江同
心·浙丽石榴红”品牌建设，组织新
阶层人士开展农特产品直播带货
活动，单场销售额超 5万元。

“我们入驻之后，先是引入有
想法的年轻人加入，让团队更加有
活力，之后我们在团队接待套餐上
增加了内容，让红色研学更具趣味
体验，同时，还增加了工作岗位，让
更多的村民加入乡村发展中。”云
顺乡村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焦庆
东说。

近年来，石塘镇以“红色引领、
统战聚力、全域共富”为路径，依托
小顺村深厚的抗战历史文化，通过

整合资源、汇聚合力推进红绿融合
发展，其研学游线路年均接待游客
超 2万人次、培训团体 100余个，实
现了从“水库移民村”到“红色旅游
强村”的华丽蜕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激发民
企活力，深化跨界协作，全力打造

‘红色研学胜地、生态康养福地、共
富示范高地’，为云和乡村振兴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小顺样板’，
让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石塘镇
相关负责人陈捷表示。

擦亮爱国主义教育“金名片”

云和小顺红色基因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5 月 23 日，丽水市人民医院东城院区香樟公园正式开园，一场以
“自然+健康+艺术”为创新模式的健康义诊主题活动同步启幕。

占地12亩的香樟公园保留了28株原生香樟树，与现代园艺设计巧
妙融合，匠心打造出集自然观赏、健康休闲于一体的开放“疗愈”空间。
即日起，香樟公园面向公众开放。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徐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