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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届“我
在缙云有亩田”开犁活
动在缙云县溶江乡举
行，位于溶江乡岩门村
的和尚畈百亩梯田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观赏体验，村
民们和游客通过插秧
比赛、拔河比赛、趣味
接力赛等，在绿水青山
间感受农耕的乐趣。

记 者 杨 潇 汪 峰
立 通讯员 陶韬 尹晨
茹 摄

开犁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
梦雨 叶聪艳）当国际化的音乐会与
传统古村落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绚
烂的火花？日前，国际儿童戏剧节
获奖作品《厨房里的音乐佳肴》趣味
亲子音乐会，在松阳县三都乡松庄
村热闹开演，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
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盛宴。

在松庄村山民剧场，舞台变身
为开放式厨房，孩子们和家长们围
坐在舞台前，仿佛受邀来到这个特
别的厨房做客。这部作品融合音乐
欣赏与戏剧观演为一体，在这里烹
饪的不是食物，而是音乐。表演艺
术家彼得·库斯将锅碗瓢盆等日常

器皿巧妙地转化为乐器，并配合其
他原创乐器，通过敲击与吹奏，带领
现场观众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

“用音乐‘烹饪’出‘膨胀蛋糕’
‘意大利面’的表演形式很是新奇，而
且还有互动环节，孩子们都特别喜
欢。”游客张海波趁着假期带着孩子
来到松庄，专门观看此次演出，他感
慨道，“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相对偏
远的小山村，孩子们能有机会接触到
这么有国际范的亲子音乐会。”

彼得·库斯是斯洛文尼亚作曲
家，木偶剧编导、演员、乐器设计和
制作师、音乐教育家，他的作品屡获
国际大奖。本次在松庄村上演的

《厨房里的音乐佳肴》凭借趣味的表
演风格、富有启发性的儿童音乐教
育方式，曾荣获第 22届东萨拉热窝
Lutfest国际木偶艺术节最具创意奖、
木偶戏新挑战奖，以及成功入选享
有儿童戏剧界“奥林匹克盛会”美誉
的 2024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世
界大会参演节目。

“当时把村子的风景和夯土房
照片发给演出团队，他们一看就觉
得非常惊喜，当即决定利用这次演
出机会来松阳看看。”市文化特派员
孙培说，这是彼得·库斯及其团队首
次来到中国演出，相信松庄村通过
持续开展这些活动和演出，会受到

更多关注。
近年来，拥有 600多年历史的松

庄村聚焦文化发展与传承，在文化
特派员、驻村艺术家、当地文化艺术
人才的推动下，成功搭建起城乡资
源乃至国际资源互通的桥梁。当
前，松庄村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
全球艺术家驻留计划、“织造艺术
村”项目等工作，已落地“织”美术
馆、山草实验室、诉土陶艺等 10余个
文化业态，举办“村口的涂鸦”美术
展、四季主题“山谷赶集”、非遗展演
等文化活动，获评浙江省艺术乡建
特色村、浙江省金 3A景区村。2024
年，该村文旅收入突破 500万元。

穿越10000公里的演出

松阳小山村办起了国际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刘雅倩）近日，
我市围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餐
桌文明到节约用水，全方位传递
节俭理念，营造文明新风尚。

“按需点餐不铺张，光盘行动
显担当；公筷公勺保健康，分餐进
食新风尚……”在青田县瓯南街道
石门社区，身穿红马甲的网格员热
情地向居民发放《文明用餐倡议
书》，号召居民从家庭聚餐、外出就
餐等日常点滴场景入手，积极主动
践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网
格员还结合真实案例，向居民分享
避免食物浪费的实用小妙招，沉浸
式的交流互动不仅让文明用餐理
念深入人心，也让现场成为邻里分
享生活智慧的平台。

水资源是珍贵的资源，在第
38 届“中国水周”，缙云开展系列
主题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知水、
节水、护水、爱水的良好风尚。

在缙云县水利局开展的“水润

共富、绿动未来”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搭设宣
传台、摆放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材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
宣传节水意义和日常节水知识，倡
导市民增强节水意识。

朝晖公园的节水宣传活动同
样人气十足，工作人员向群众普
及节水小妙招，倡导群众从身边
点滴做起，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
染。“平时用水这么方便，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缺水用，以
后要节约一点。”在现场参加活动
的市民张先生说。

从餐桌上的光盘行动，到生
活中的节水实践，丽水通过一系
列主题宣传活动，让“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的理念在群众心中生
根发芽，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强
劲动力。

我市持续开展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

本报讯（记者 江敏 朱敏 通
讯员 龚隆淼 谢锡科）眼下，正是
插秧的好时节。近日，在遂昌县
垵口乡葛程村的稻田里，数十位
农民正弯着腰，用双手插下嫩绿
的秧苗，为 30余亩荒废闲置农田
穿上绿装。放眼望去，尽是一片
勃勃生机。

这是宁波彼愿传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在当地种植水稻的场景。
2023年，该企业落地垵口乡之后，
就在次年尝试种植了 4亩水稻，并
取得良好效益。而今，30 余亩农
田的规模化扩种，不仅成为两地
深化“山海协作”的重要载体，更
激活了葛程村的发展活力。

“我们项目能够落地于此，多
亏了当地在外创业人士的牵线搭
桥。”据宁波彼愿传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
引进了“金包银”“洋西早”两种稻

米，这两种稻米多受高端市场欢
迎，产品附加值高，而葛程村生态
条件优越，非常适合无公害种植，
双方合作前景可期。

今年，该公司从村民手中流转
30 余亩闲置土地，并承诺优先雇
佣本村劳动力。这一举措不仅盘
活了当地的闲置资源，更让村民获
得了“租金+薪金”的双重收入。

“以前田地荒着，一分钱都没
有。现在不仅每亩有 100元租金，
在田里干活每天还有 150元工资，
一年下来收入还是挺可观的。”葛
程村村民翁大伯现场算起了经济
账。

据悉，2024年，该公司试种的
水稻亩产达到 300公斤，今年扩种
后预计总产量接近 1万公斤。今
年，公司还发放了土地租金和开
荒、耕种等劳务工资 30余万元，有
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遂昌山村好生态
引来宁波企业种植优质水稻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吴明康）近日，龙泉市“客货邮+无人
机”低空基建项目发布公开招标公
告，该项目将根据 3 条空中邮路航
线，在 11个关键节点建设无人机起
降场，满足无人机物流配送运行要
求。这一举措是龙泉在破解山区物
流配送难问题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为低空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开辟了新路径。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地域广
阔、村落分散，长期以来，消费品进村
和农产品出山的物流瓶颈制约着山
区发展。近年来，龙泉已构建起三级

快递物流网络体系，包括 15条客货
邮融合线路和 57个服务点，但偏远
地区快递配送时间长、效率低下问题
仍亟待解决。由此，龙泉提出建设

“客货邮+无人机”低空基建项目。
根据项目规划，龙泉将在 11 个

关键节点建设山区货运无人机起降
场。目前，宝溪乡峰景旅游、道太乡
鲜泉渔趣、屏南镇绿意山珍 3条无人
机航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些起
降场不仅作为无人机物流的起点和
终点，还将承担中转换电、货物分拣
等职能，形成覆盖全域的“空中邮
路”网络。

试运行阶段，无人机物流已展
现出明显优势。以宝溪乡溪头村至
青井自然村的航线为例，30 公里山
路车程需 1 小时，而无人机仅需 10
分钟即可完成配送。这一变化不仅
让村民体验到了物品“当日达”的便
捷，更解决了应急药品、生鲜农产品
等时效性要求高的物资运输难题。

“为确保无人机在山区复杂环
境下安全、稳定运行，技术团队在龙
泉累计飞行 200余架次，积累了涵盖
大雨、大风、冰冻等极端天气的现场
飞行数据 60余条。”负责龙泉“空中
邮路”试点项目的丽水时科公司工

程师雷浩介绍，目前，该项目用于运
载的无人机最大载重 25公斤，已具
备智能自动领航、实时监控传输等
功能，可轻松应对恶劣作业环境，有
效保障人、机、物安全。

“该网络不仅能畅通乡村物流，
助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还为
急救药品、生鲜急件等特殊场景提
供高效解决方案。”龙泉市交通运输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通的低空物
流配送模式将有效降低山区邮件快
件投递成本和风险，节省人力、物力
成本，大幅提高服务时效性，破解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3条无人机航线进入试运行阶段

龙泉“空中邮路”架起山区物流新通道

近日，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明山街道枫岭社区联合市市场监管
局直属分局（开发区分局）开展“年报增信，服务同行——助力市场主体
信用建设”直播活动，吸引1000余名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在线参与。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谢芳艳 陈晶晶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丽水，保护动植物已成为常

态。在松阳县象溪镇，国网松阳供
电公司开展“爱鸟护线”专项行动，
采用绝缘挡板隔离防护电力设施上
筑的鸟巢，既为鸟巢遮风挡雨，又保
障电力安全运行。景宁英川镇黄垟
口村为保护鸳鸯让田让地，还把保
护措施写进村规民约，把鸳鸯当成

“编外村民”融洽相处。丽水把五万
多棵古树视为“生态明珠”予以守
护，土地出让、重点项目建设为树绕
道……

丽水保有华东地区数量最多、
风貌最原真、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传
统村落，其中松阳县有 100多座结构
完整、风格各异的传统村落。自
2016 年松阳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

“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整县推进试点
县以来，当地持续迭代“拯救老屋”
行动。从村落建筑的修缮，到乡村
资源的唤醒，再到人文风貌的复苏，
大山深处的诗意栖居，散发出中国
传统村落历久弥新、氤氲现代文明
的无限魅力。“拯救老屋”行动荣获
浙江省公共管理“十佳创新奖”。

在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文化的
影响下，丽水将生态文明建设焕新
为新时代的美丽法则，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开启了点绿成

“金”的生动实践。
立足生态最大优势，丽水奋力

推进打造全省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增
长极战略任务，秉承“生态就是经

济、经济必须生态”的理念，建设具
有丽水特色的“5+5”现代化生态经
济体系，创造了重点生态地区发展
高新产业的奇迹，城乡居民收入跻
身全国前 40位，农民收入增速连续
16年居全省第一。

来到景宁大均乡伏叶村的“宿
叶”民宿，抬眼便可看到，入口的小
黑板上，房价栏中的“生态产品价
值”被着重标注。“‘丽水山居’的好
山好水好空气都是‘有价’的。民宿
定价中附加了生态产品价值后，客
人都觉得新奇，纷纷来打卡。”民宿
管家说。

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
道间探得发展先机，丽水探索以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牵引生态产业发展
的创新路径，打响了“山”字系区域
公用品牌，加快释放绿水青山间蕴
含的经济价值。“丽水山耕”多年位
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
榜首，近三年销售额突破 160亿元；

“丽水山居”成为民宿发展的风向
标，年接待游客超 2000万人次；“丽
水山泉”年销售额近 4000万元，成为
杭州亚运会国宴用水。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丽水不断
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
值”。去年，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面
积达 7 万余亩，稻鱼产业总产值 3.4
亿元。缙云“茭鸭共生”全产业链产
值 19 亿元，惠及 5 万户农户。遂昌
长粽通过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和 SC
认证，订单量突破 600 万根，带动

3800 名村民人均增收 2 万元。茶
叶、竹制品等“山货”借“丽水山播”
共富工坊直播间走向全国。

机制改革
生态文明成果共建共享

去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发布“国际城市碳中和指数（丽水
指数）”。这一指数以“丽水”命名，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丽水率先探索碳
中和、创新机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高度认可。

机制改革通过构建“政府主导、
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等协同机制，
让生态保护从“单一发力”转向“多
元共治”，既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的
全民合力，又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
人人可享的普惠福祉。

近年来，丽水以建设碳中和先
行区为载体，实施气候投融资、碳监
测评估等多个“国字号”试点，成立
全国首个森林碳汇管理局，首创“生
态信用”体系，有效增加发展“含绿
量”，显著降低经济“含碳量”。全市
森林植被碳储量达 6589 万吨，碳汇
能力全省第一，全民绿色低碳生活
蔚然成风。

自 2019年先行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探路以来，我市聚
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个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改革，系统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改革任务，不断
开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境
界。

去年 5月，丽水第二次入选国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
开启机制改革 2.0版的新探索，在第
一轮试点解决生态产品价值“能不
能实现”问题基础上，深化路径、方
式和制度创新，着力解决“能不能充
分实现”问题。

聚焦“开发经营”，我市构建了三
项机制：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
（VEP）项目开发机制通过探索 VEP
评估应用体系，制定评估技术规范和
项目实施方案，为推进古村复兴、文
旅开发等VEP项目创造条件；高品质
生态产品认证开发机制探索生态产
品分级分类认证，建立认证标准、追
溯机制，为开发高品质生态产品、实
现增值溢价创造条件，目前已推出丽
水荒野茶、龙泉灵芝等多款经认证的
高品质生态产品，获得市场广泛认
可，产品均价是同类普通产品 10倍
以上；生态资产产权市场交易机制通
过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立市场化生
态产品目录清单，为市场主体以项目
合作、权属交易等方式参与开发经营
创造条件，交易范围辐射全省，已完
成森林碳汇等交易 2775 宗，成交金
额119亿元。

从生态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
到生态文化的传承发展，再到长效
机制的探索创新，丽水在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实践，为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丽水元素”。

从生态“高地”走向生态“高
峰”，丽水的探索仍在继续……

执“生态之笔”绘发展长卷
（上接第一版）
另据了解，本月上旬，青田还

将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全球
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周年为
契机，开展优质农产品出口推介
活动。届时将开展《条例》宣传周
启动仪式，动员全市人民共同参
与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传承
利用。

一个决定，让农耕文明赋
能乡村振兴

每年的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
日，而对于丽水人民而言这天还
有更重大的意义，它是丽水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日。

作为全国拥有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数量最多的地级市，一直以
来，丽水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开
展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
仅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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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云和梯田农业系统、缙云
茭鸭共生系统等 4项中国重要农
遗。

2022 年 7 月，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大会在青田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向大会致贺信，引发与
会 嘉 宾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热 烈 反
响。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重
要论述，充分展现具有鲜明丽水
特色农遗保护发展成果，全面动
员全市人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发
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当年 9月，市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设立丽水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日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决定》将每年 6月 5日
设为丽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日。

“其目的就是从农业文化遗
产的历史传承出发，整合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实现共
建共享，大力推进‘农遗+多元业
态’创新实践，推动农遗资源与旅
游康养、农耕体验、文化创作、科
普研学等新兴业态深度融合，延
伸产业链，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决定》作出后，市人大还举
行了推动我市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工作代表主题活动，要求
各县（市、区）人大及市直各相关
单位要统筹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等工作。此后每年的丽
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日，全市各
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会结合
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活动，推
动形成人人关注、全民参与的良
好社会氛围。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
明的珍贵“活化石”。多年来，丽水
人大坚持以法治之力，通过原态保
护、活态利用，走出了一条守护农
遗的“绿水青山”之路，不仅彰显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更为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丽水
方案”贡献了人大力量。

丽水以法治之力守护农业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