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丽水市委机关报

统一刊号统一刊号：：CNCN3333--00120012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

20252025年年66月月44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农历乙巳年五月初九农历乙巳年五月初九

今日8版 第13252期

丽水日报官微丽水网官微源新闻客户端LISHUI DAILY

本报记者 江敏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好时节，青
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农田里，村民
正弯着腰插下嫩绿秧苗，清澈水波
间，一尾尾田鱼自在游弋……这幅
延续千年的和谐图景，展现的正是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首批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青田
稻鱼共生系统”。

多年来，我市坚持在发掘中保
护、在利用中传承，统筹推进农遗
保护利用。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庆元林—
菇共育系统 2 项全球重要农遗，云
和梯田农业系统、缙云茭鸭共生
系统等 4 项中国重要农遗，古老的
农耕智慧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蓬
勃动能。

“去年一亩田产稻谷 1000 多
斤，鲜鱼 100 多斤，亩收入超万元，
有了稻鱼共生这张‘金名片’，再也

不愁卖！”望着生机勃勃的农田，龙
现村村民吴勇强笑着说。

2024 年，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
面积 7.01 万亩，其中水稻平均亩产
480公斤，田鱼平均亩产 29.5公斤，
全县稻鱼产业总产值达 3.4亿元，同
比增长 11.84%。

食用菌是丽水最具历史文化底
蕴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全面
推进食用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创建、建设种质资源库、突出工厂化
生产，产业链产值实现显著跃升。
2024年，全市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
达 107.35 亿元，亩均效益 3.3 万元，
直接带动 7.4万名菇农增收。

古老的农遗不仅成为丽水乡村
振兴的力量源泉，更在与文旅产业
的碰撞交融中焕发出新光彩。

“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我市
发挥农遗资源在农业物种、生态产
品、自然景观等方面的多元价值，着
力推动农遗产业与旅游康养、农耕

体验、科普研学等新业态深度融合，
形成一系列可游、可看、可体验的综
合性生态之旅。”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吴勇强是龙现村第一批开起民
宿的人。2019年，他看到家乡游客
越来越多，便决定将稻鱼文化、华侨
文化与乡愁文化相结合，开办民宿
的同时免费帮助村民推销大米和田
鱼，不仅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8万元，
还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此外，龙现村引侨引资推进农
遗研学项目落地，创新推出农耕展
示馆、侨乡货币馆等 20 处展馆，推
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该村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年均吸引游
客达 25万人次。

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云和梯田
景区推出的“禾舞端阳·稻梦开犁”
系列文旅活动，吸引大量游客纷至
沓来。游客们在插秧竞技、稻田摸
鱼、泥地寻宝等沉浸式体验中感受

农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

田群，全国首个梯田类 5A 级景区。
近年来，景区推出梯田观光塔、高空
缆车、星空露营基地等旅游产品，吸
引了越来越多游客，景区收入更加
多元。今年“五一”假期，云和梯田
景区接待游客 20.92万人次，同比增
长 48.58%。

云和梯田景区的发展，也为乡
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注入新活
力。坑根村民宿主李凯介绍，坑根
村作为云和梯田的核心景区村之
一，每逢节假日，民宿常常“一房难
求”。如今，坑根村已拥有农家乐民
宿 13 家，全年营业性收入超 78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3.2万元。

做强特色产业，促进一二三产
融合。我市正探索具有丽水特色的
农遗传承发展之路，让千年农遗在
处州大地焕发新生，推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农业“活化石”成了丽水共富“聚宝盆”

■“项目一线看发展”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麻东君

塔吊挥舞巨臂，机械轰鸣作
响，工人们来回穿梭……连日来，
莲都区鑫城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数
字健康集成智造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

“外架拆除，注意安全，防止坠
落。”作为项目最高楼且建设进程
最快的 9号楼，目前正有序拆除外
架。在 9 号楼 9 层，信号工杨世富

全神贯注，和塔吊师傅默契配合，
将一根根工字钢缓缓吊运拆除。

据了解，数字健康集成智造项
目位于莲都区碧湖镇白口区块，总
用地面积 46399平方米，总投资 4.5
亿元，2024年 4月正式开工。作为
莲都区重点打造的智能制造业标
杆工程，其推进速度相当之快。
2024 年 3 月 30 日签订 EPC 总承包
合同后，仅 25 天就完成施工图纸
设计、许可证办理等全部前期准备

工作。
“团队正按照倒排时间表全力

推进，确保各节点任务按时完成。”
项目经理李光旭介绍，当前项目正
持续加快砌体施工、二次结构施工、
粉刷施工等，预计今年11月完工。

近年来，莲都区前瞻布局医疗
器械、抗衰美颜等领域，该项目正
是其中关键一环。项目以数字健
康集成智造为定位，以构建美丽健
康产业“生态圈”为导向，计划引入

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行业优质企
业，推动本土数字健康产业向中高
端迈进。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
与‘三江口’协同发展区、丽水经开
区的产业协同，加快推进莲都区美
丽健康产业发展，构筑美丽健康产
业‘生态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为莲都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莲都区国投集团经投
公司工程部部长韩来慧表示。

热土之上构筑美丽健康产业“生态圈”

记者记者 陈炜陈炜 摄摄

本报记者 陈春 陈雅雯

近日，有近 600年雪梨种植史
的“雪梨之乡”云和冒出一件新鲜
事：县城闹市新开了家“野梨树
下”中式小酒馆，主推雪梨啤酒，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他们在社交
平台纷纷点赞：“没想到雪梨跟啤
酒这么搭，口感清爽，还带股清
香。”

作为浙江三大传统名梨之一，
云和雪梨一直以鲜果销售为主，鲜
有深加工产品。“我们的雪梨个头
大、品质好，一个鲜果有两三斤重，
是普通梨的四五倍。行情好时可
以卖到 30 元一斤，个头大的甚至
能卖到 100 元一个。”梨农蓝余平
说，但大家也有烦恼，“现在的年轻
人不太爱吃，外地客人知道的也不
多。”

云和县农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郑邦云分析，产品形态过
于单一、市场受众面小、品牌价值难
以提升、鲜果受季节性影响大……
云和雪梨想要长远发展，必须迈过
这些坎。

雪梨承担着当地富民增收的
重任。去年，云和雪梨种植面积达
2.2万亩，年总产量 5800余吨，年产
值达1.7亿元，从业人员6000余人。

“变身”从去年开始。云和与
浙江大学共建雪梨产业研究中心，

共同研发推出雪梨气泡果汁、雪梨
果汁、雪梨果茶等系列新品。浙大
团队根据年轻人社交喜好设计出

“梨某某”品牌 IP形象和“梨好呀”
品牌标语，印到产品包装上，在各
种展销场合亮相。

“年轻态，是我们的主要研发
方向。”郑邦云介绍，他们与专门面
向年轻人的咖啡品牌“挪瓦”合作
研发雪梨咖啡；与有“定制啤酒标
杆”之称的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雪梨啤酒。

“本地特色产品叠加文创元
素，很符合年轻人‘情绪消费’的习
惯。”“野梨树下”负责人于寒冰
说，小酒馆也成为产品展示、销售
和文化培育的新载体。

养生、保健，则是云和雪梨“七
十二变”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据介
绍，云和雪梨具有清肺润喉等功
效，钾、钠、钙、铁、维生素等主要
成分含量比一般梨果高 5至 8个百
分点。目前，云和正分别与“中华
老字号”胡庆余堂、东阿阿胶合作，
研发清润膏等新产品。在云和县
农旅投公司，记者还看到了即将投
产的雪梨沐浴露、雪梨洗发水、雪
梨润肤露等日化用品。

郑邦云说，目前云和雪梨已有
酒水饮料、保健品、日化用品等 10
多款深加工产品，目标是将其深加
工产业年产值做到 10亿元。

云和雪梨的“七十二变”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李健 吴玮霆 瞿子超）“虽然受到
处罚，但我们对处理结果非常满
意，并希望通过生态补偿措施最大
程度挽回损失。”近日，在“6·5 世
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一场特殊的
浙闽跨省联动增殖放流活动，让两
万尾鱼苗游进了竹口溪。

在增殖放流队伍中，双胞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被处罚
对象，其工作人员全程参与。

“问题发生后，庆元主管部门
一开始并不是想着怎么处罚我
们，而是第一时间指导我们进行
整改，思考如何将环境和企业损
失降到最低。”作为本次涉案的竹
口镇双胞胎科诚养殖场的管理单
位，双胞胎公司环保部副部长伍
林辉说。

今年 3月，庆元县人民检察院
接到群众举报，称位于庆元竹口镇
的双胞胎科诚养殖场向外排放污
水，导致竹口溪被污染。该县检察
院通过连续多日蹲守、夜间暗访、
无人机航拍等手段，成功锁定该养
殖场造成农田污染和跨区域河流
污染的证据链，并迅速将情况反映

至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庆元分局。
“绝不能让污水对下游的污染

继续扩大。”参与办案的丽水市生
态环境局庆元分局工作人员说，庆
元与松溪两地虽分属两省，却因竹
口溪这条跨界河流紧密相连。处
于上游的竹口溪一旦发生污染，位
于下游的松溪必然受到影响。

面对问题，养殖场积极整改：
增加增氧设备以加快河道清洁和
自净，对受污染耕地进行翻耕……

同时，在庆元县检察院的引导
下，双胞胎科诚养殖场主动提出进
行生态损害赔偿，购买两万尾鱼苗
在当地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履行水
生态环境赔偿义务。

“此次万尾鱼苗入河，不仅为
河流注入生机与活力，更是浙闽两
地跨省联动开展生态修复的一次
生动实践。”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叶荣表示，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增殖
放流活动，不仅让违法者承担了生
态修复责任，更通过省际联动示范
效应，向交界地区企业和群众彰显
了两地政府共护绿水青山的坚定
决心与协同治理效能。

排污单位被处罚后主动提出进行生态损害赔偿

两万尾鱼苗游入浙闽跨界河

本报讯（记者 江敏）赏龙舟赛
事，体验包粽子、制香囊、开犁等各
类民俗活动……这个端午假期，丽
水旅游市场热闹非凡、精彩纷呈。
昨日，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
丽水全域共接待游客 60.7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3%，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4.5亿元。

6月 1日，当端午假期遇上“六
一”国际儿童节，青田县船寮镇洪
府前村的龙舟元宇宙馆一开馆便
迎来了亲子游、研学游热潮，日均
吸引游客近千人。展馆内，小学生
吕成泽手持朱砂笔，在龙头上轻点

“龙眼”，数字技术带他瞬间“穿
越”至南宋瓯江龙舟赛现场，变成
一名龙舟“鼓手”。

“孩子不仅玩得开心，还对端
午传统习俗、龙舟文化有了更深的
了解，我们家长也很欣慰。”游客洪
柳珠认为，这种创新的体验形式，
是吸引年轻一代了解、热爱传统文
化的好方法。

端午前后，云和梯田迎来了最
美的观赏季，蓄满水的梯田宛若“天
空之镜”。不少游客趁着端午假期

来到云和梯田景区，走进泥田体验
插秧、犁地、稻田摸鱼、抓鸭子等传
统农耕文化。

5月 31日，一场端午龙舟赛在
龙泉激情开赛，17 支龙舟代表队
劈波斩浪，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
量。江面浪花飞溅，龙泉溪两岸人
潮涌动，精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市
民游客驻足围观。“能够深刻感受
到龙泉龙舟赛氛围非常浓厚，看得
很过瘾！”第一次观看龙舟比赛的
游客章倩说。

同日，市区南明门城楼下鼓声
阵 阵 ，精 彩 纷 呈 的 表 演 拉 开 了
2025“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奔赴
丽水看非遗”端午主题活动的序
幕。在市区应星楼体验区，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游客包粽子、
制香囊；在瓯江文苑互动体验区，
游客纷纷沉浸在五彩绳编制、赛龙
舟 DIY 等特色端午主题手工体验
中。七子楼景区的“傩舞祈祥瑞·
趣赶宋潮集”和刘祠堂背历史街区
的“中医养生局”，则分别以童趣演
艺和朋克养生为切入点，吸引不同
年龄层市民参与。

端午假期全市接待
游客60.7万人次

同比增长13.3%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6 月 3
日，处州讲堂邀请省文物保护利用
协会会长、省文物局原局长杨建武，
省纪委省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主任
黄宏伟，围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
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专题辅
导。市领导吴舜泽、李锋、任淑女等
参加。

讲座中，杨建武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从文化
遗产和文物的概念、浙江文物基本概
况、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文物特别关

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最新精神和做
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的要求五个方面，
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
论述精神，解析了做好新时代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实
现路径，为推动丽水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黄宏伟结合工作实践，围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的背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
为的表现形式、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行为的政策界限等方面作

了辅导，对全市领导干部准确理解
把握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增强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与会人员表示，丰富多样的传
统文化资源是丽水弥足珍贵的文化
宝藏，要秉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
态度，树立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
念，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
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传承赓
续历史文化的精华、辉煌，持续推进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在守正创新、推陈出新中形成
一批重大文化双创标识。要以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
契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准确把握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
和实践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
促”，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以
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赢得
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奋力把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丽水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的实绩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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