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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刘
快快）近日，全省单村水站供水技术
攻关“揭榜挂帅”项目验收会议在缙
云举行，省水利厅开展的第二批 8个
单村水站技术攻关“揭榜挂帅”课题
中，我市共有3个课题入选，标志着丽
水在破解农村分散供水技术瓶颈、保
障偏远地区饮水安全上取得新进展。

单村水站作为浙江山区、海岛
居民的重要水源保障，其长效稳定
运行直接影响着农村人口的饮水安
全。面对点多面广、环境复杂、运维
困难等挑战，2023年开始，省水利厅
组织开展单村水站供水技术攻关

“揭榜挂帅”，鼓励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等组建创新团队，开展联合攻
关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提供科
技支撑。

我市入选的 3 个课题分别是单
村水站长效管护创新研究与应用（遂
昌县水利局）、适用于山区海岛复杂
环境的单村水站净水成套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丽水市水利局）、强降雨
期高浊度原水处理关键工艺研究与
应用（缙云县水利局）。验收会议通
过严格的验收流程，全面检验了单村
水站供水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
的实施成效，经过验收组的质询和讨

论，一致认为 3个项目均高质量完成
了任务书既定目标，同意全部通过验
收。

缙云是典型的山区县，强降雨期
间原水悬浮物含量多，水质短期变化
大，导致单村水站出水水质不稳定。
为此，缙云县水利局联合高校、企业
组成的攻关团队针对现状问题和站
点实际痛点，研发了暴雨期降浊微絮
凝技术与设备，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撑。“我们的
课题为强降雨期高浊度原水处理关
键工艺研究与应用，通俗来说就是针
对比较浑浊的雨水，采取‘抱团取暖+

精准防护’的办法，让水变干净，让设
备更好用、更省事。”缙云县水利局工
作人员介绍。

自全省开展单村水站改造提升
行动以来，丽水承担了全省近四成的
任务量，推进全市 3200 座单村水站
改造提升任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
工单村水站 3052 座，总体完工率为
95.4%；完成投资 29.9 亿元，占全省
43.9%。完成民生实事单村水站任务
数 882座，完成率为 122.2%；全市 9个
县（市、区）中 6个县完工数居全省前
十，松阳、景宁、云和、庆元 4 个县提
前一年完成全部改造提升任务。

保障偏远地区饮水安全
我市3个单村水站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成功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员
蒋加丽 叶静琳）连日来，龙泉市西街
街道白云岩村下樟自然村呈现出一
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对
传统村落提升改造项目进行室内装
修收尾工作。

作为西街示范片区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该项目
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通过系统性修
缮古民居、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
环境及培育特色业态等举措，推动传
统村落整体焕新。村内原本颓败的
灰寮经创意改造转型为星空营地，未
来将提供野餐研学、婚纱摄影等复合

功能；乡村茶咖与溪边咖啡等特色空
间的设计，则巧妙保留了古村原有风
貌，同时注入现代休闲元素，形成历
史底蕴与时尚气息交融的独特场域。

为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龙泉
秉持“修旧如旧、活态传承”理念，制
定《龙泉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规划》，构建起“一心、三片区、
多个重点村”的空间格局——以中
国传统村落·龙泉数字中心为核心
引擎，辐射西街示范片区，小梅—屏
南示范片区，龙南、 石—兰巨示范
片区，串联多个重点传统村落，形成
覆盖县、镇、村三级的“1+3+N”保护

发展体系。这种系统性谋划确保每
个村落既能彰显个性魅力，又能形
成集群效应。

小梅—屏南示范片区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建设项目包含大窑村、金村
村、琉盘村车盘坑自然村落，以龙泉
青瓷发源地为主题，通过修复瓷韵古
道、海丝码头、陈万里故居、传统民
居、百年梨树林环境等，配套居家养
老中心，推动系列传统文化产业发
展，激发片区活力。目前项目已开工
建设，计划 8月底完工。

设立在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
国传统村落·龙泉数字中心，进入了

筹备工作的最后冲刺阶段，目前场馆
主体已完成智慧化装修工程，正进行
设备联调联试和展陈内容优化。据
了解，该中心设置“山水栖居”沉浸式
体验区、“节气密码”AR 解谜区等特
色板块，同步配备VR虚拟导览系统，
可实现全市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可
视化呈现与跨时空交互。

龙泉市村镇建设工作中心副主
任张璐介绍，龙泉将深入挖掘传统村
落文化价值，打造传统村落文化名
片，将龙泉传统村落集群建设成为遗
产丰富、氛围浓厚、民众受益的“剑瓷
文化生态山居古村落群”。

修旧如旧 活态传承

龙泉以“微改造”推进传统村落焕新生

连日来，青田杨梅迎来销售旺季，果农将采摘下来的杨梅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色泽、甜度等标准进行分类打包，
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青田是“中国杨梅之乡”，杨梅产业规模达11.2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亿元。

记者 刘雅倩 通讯员 项沁豪 摄
杨梅销售忙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昨
日，四川省古蔺县赴我市开展文
旅推介暨文化走亲活动，诚邀丽
水游客赴古蔺感受川南边陲小
城的独特魅力。

会场外，麻辣鸡、钟翘脚牛
肉、建新茶、郎酒、赶黄草……琳
琅满目的古蔺特色产品彰显着
川南青山碧水间那最动人的烟
火气，品尝过的嘉宾们都赞口不
绝。

会场内，活动在国家级非遗
民俗舞蹈——古蔺花灯《逗幺
妹》中拉开帷幕，随后古蔺县副
县长黄茜作了古蔺主题推介。
借助一系列精彩的本土特色文
艺节目和城市形象宣传片，古蔺
这座川南边陲美丽小城的形象
逐渐清晰，动人可感。

据悉，赤水河畔的古蔺，是
红星闪耀的“英雄之城”、酱酒
飘香的“酱酒源地”、灵山秀水
的“康养胜地”。自 2021年古蔺
县与青田县建立东西部协作关
系以来，双方情谊深厚，通过门
票互免、疗休养互惠等务实举
措，合作成果丰硕，树立了生动
的协作典范。古蔺县先后获得
四川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四
川省旅游扶贫示范县、四川省
旅游强县、四川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四川天府旅游名县等
荣誉，连续三年上榜“全国县域
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荣获全
国“避暑旅游目的地”“天然氧
吧”等称号。

在现场嘉宾的见证下，丽水
市旅行社协会和古蔺县旅游协
会签订了文旅市场开拓合作协
议。

“古蔺能有今天的成就，与
丽水的深切关怀和鼎力支持密
不可分，特别是在我们奋力追
赶、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是丽
水 的 亲 人 伸 出 了 最 有 力 的 臂
膀。我们诚邀最亲的丽水家人，
常回家看看！”黄茜在活动上发
出邀请。

山海不为远，携手情更浓。
丽水市文广旅体局局长周立军
表示，本次活动是情谊的升华、
合作的新起点，未来将以此为
纽带，持续加强两地交流，共同
推动客源互送、产品互推、优势
互 补 、互 利 共 赢 ，共 谱 发 展 新
篇。

推荐会结束后，室外宣传营
销和少数民族文化走亲活动在
丽水市银泰广场也相继开展，
进 一 步 展 现 了 古 蔺 独 特 的 魅
力，同时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感
情。

古蔺县赴我市开展
文旅推介暨文化走亲活动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
员 王泽）随着高考结束及暑期
临近，学生溺水事故进入易发、
高发期。昨日，丽水市防范学生
溺水事故现场推进会在遂昌召
开。会上举行了 50套学生防溺
水预警设备转交仪式，标志着我
市将在今年年底累计建成 110套

“学生防溺水预警系统”。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学生

防溺水工作，构建了“党政线、教
育线、水利线及社会各方面”的

“三线一面”工作机制，形成防溺
水工作强大合力,已连续两年实
现学生游泳“零死亡”。

自 2023年起，我市已累计在
255个学生防溺水事故重点风险
水域安装了 60 套“学生防溺水
预警系统”，为织密防溺水“安全
网”夯实基础。

据悉，该预警系统深度融合
红外感应、物联网及大数据分
析等技术，可自动识别靠近危
险水域的人员，一旦侦测到有
人进入高危区域或做出危险动
作，便可实时推送信息，将预警
信息秒级推送至关联的属地巡
防人员、学校安全负责人及家

长等相关人员，确保信息无缝
流转，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应急
响应机制。

推进会现场，与会人员实地
观摩了“学生防溺预警系统”运
用和落水救援应急演练。

在遂昌游泳救生训练基地，
落水救援应急演练参与者先后
演示使用冲锋舟、救生板、绳索
救援技术以及双腋拖带法开展
救援作业，并正确示范了对溺水
人员实施心肺复苏和 AED 急救
的流程。

本次应急演练中，科技设备
的使用是一大亮点。救援人员
通过操纵大型无人机，在水面迅
速发现、精准定位溺水者，一边
通过语音设备喊话安抚，一边通
过无人机投放救生圈，并将溺水
者稳稳吊起，安全送回岸边。

会上，三家单位代表分享了
防溺水工作经验。下步，我市将
以此次会议为起点，通过集中开
展防溺水宣传活动，加密水域巡
查频次，对人员活动频繁的河
流、水库加装防护栏和警示标识
等举措，全力筑牢学生安全防
线。

今年我市将累计建成110套
学生防溺水预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