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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叶
梦雨 张婷 林章荣）“对拒不整改或
整改不力的责任人，必须加大处罚
力度！”“源头管控要抓牢，确保新增
场 所 规 划 装 修 就 符 合 消 防 标
准！”日前，在松阳县望松街道，一场
聚焦“三合一”场所和出租房消防安
全整治的联合检查与协调会正火热
进行。这标志着松阳县创新推出的

“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
功落地，吹响了实践应用的“第一
哨”。

望松街道紧邻多个工业区，外
来人口超过 6000 人，辖区内“三合
一”场所及出租房数量庞大，给基层
治理带来了新挑战。此前，街道已

组织党员干部、统战代表等力量深
入摸排，锁定了 43 家重点难点场
所。其中，34家完成整改，9家正在
推进。

“剩下的点位情况复杂，街道层
面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手段，难以敲
定最优整改方案，加上部分经营业
主抵触情绪明显，工作陷入僵局。”
松阳县望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
法委员廖苏里坦言，正是依托县里
新推行的“吹哨报到”机制，望松街
道果断吹响了求助的“哨声”。

哨声就是指令。分管县领导闻
“哨”而动，立即召集县消防救援大
队、县应急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各

部门联合对辖区内的“三合一”场所
及出租房展开实地检查，深入排查
复杂环境下的安全隐患，并随即召
开现场协调会。

会上，望松街道详细汇报了整
治进展及遭遇的难点、堵点。参与
联合检查的各部门，则结合现场踏
勘情况和自身职能，当场会商研讨，
共同为不同类型的安全隐患“把脉
开方”，探寻最优的联合处置路径和
解决方案。

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关
键在于推动力量下沉、重心下移。
为切实破解乡镇（街道）长期面临
的“ 看 得 见 管 不 了 ”困 境 ，今 年 6
月，松阳县正式建立“镇街吹哨、部

门报到”工作机制。该机制规定：
乡镇（街道）可在每月固定的“吹哨
日”，按实际需求报送待办事项；部
门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需主动领
办，明确工作举措和完成时限；分
管县领导则在“部门报到日”，召集
相关部门人员直插乡镇（街道）一
线现场办公，集中研究、会商解决
之道。

望松街道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机制的落地运行，不仅让镇街
部门告别“单打独斗”，实现了“攥指
成拳”的合力效应，更让每一项诉求
的处置过程都置于全流程监管之
下，真正做到了“哨声一响，支援即
到，难题化解”。

从“单打独斗”到“联合攻坚”

松阳创新机制让基层治理难题“哨响即解”

连日来，在遂昌县新路湾
镇大马埠村的稻虾轮作试验
基地里，养殖户雷利芳每天清
晨 5 点半就开始收笼抓小龙
虾。今年投放的小龙虾陆续
产出。据悉，新路湾镇稻虾轮
作模式是该镇积极探索水稻
制种的全新尝试，将冬闲田季
节性流转给镇经营主体养一
季小龙虾，小龙虾养殖结束后
还给农户继续水稻制种，以实
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

首席记者 雷宁 记者 朱
敏 特约摄影记者 章建辉 摄

稻虾轮作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刘鑫）“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
前不久，丽水援疆医疗专家、新和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兼骨科执行主
任徐成团队接到了当地维吾尔族
家庭赠送的一面锦旗，12 岁小患
者的母亲拉着徐成的手不住感
谢。她女儿正是新和县首例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高难度矫形手
术的受益者。徐成团队也通过成
功实施该手术，帮助当地骨科技
术实现新跨越。

徐成介绍，这名维吾尔族女
孩因先天性脊柱侧凸，胸弯 Cobb
角达 90度、腰弯 50度，胸廓畸形，
心肺功能受损。此前因当地医疗
条件限制，家人多次放弃治疗。

今年 4月，徐成团队接诊后，
立即联合丽水市人民医院开展远

程会诊，最终制定后路胸 4至腰 2
钉棒系统矫形内固定+植骨融合
手术方案。术中运用自体血回输
技术避免异体输血风险。术后该
患者身高增长 7厘米，畸形改善且
无并发症，重获新生。该手术也
填补了新和县脊柱外科技术空
白。

“此次手术中，丽水市人民医
院远程支持，新和县人民医院多
科室紧密配合，充分彰显丽水—
新和‘组团式’援疆优势。”徐成
说。目前该患者已顺利出院，积
极康复训练，即将重返校园。

徐成表示，接下来，我市援疆
医疗团队将联合多部门搭建脊柱
侧弯治疗体系，开展培训诊疗，并
启动新和县首个中学生脊柱侧弯
筛查项目。

填补新和县脊柱外科技术空白

丽水医疗援疆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娟 洪
瑜阳）近日，国网丽水供电公司完
成轻型云终端中创新植入AI数字
机器人后的第一期试点，成功实
现人机交互式服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AI数字机器人逐渐成为各行业
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工具。国网丽
水供电公司紧跟时代步伐，率先将
AI数字机器人应用于电力服务场
景，通过轻型云终端设备，为用户
提供高效、精准的人机交互服务。

据悉，国网丽水供电公司已
在偏远山区便民服务点等 20余个
点位布点投入轻型云终端，主要
针对无智能手机使用习惯的老年
人群。在 AI 数字机器人的支持
下，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触控方

式与系统进行交互，在终端上轻
松完成电费查询、业务办理等操
作。机器人不仅能够快速响应用
户需求，还能根据用户习惯提供
个性化用电建议等服务。此次试
点于 4月开始，截至目前已服务用
户超 1000 人次，极大地提升了用
户体验。

“AI 数字机器人的引入极大
提升了我们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在试点区域，用户临柜业务量下
降 了 20% ，服 务 效 率 提 升 了
70%。”国网丽水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公司将继续深化 AI
技术的应用，拓展更多服务场景，
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电
力服务，推动行业整体智能化水
平的提升。

20余点位布点轻型云终端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AI机器人
让电力服务“会说话”

本报讯（记者 杨潇 汪峰立
通讯员 朱朝莙）近日，在缙云县
舒洪镇仁岸村，一颗颗紫红饱满
的杨梅正乘着“小火车”缓缓下
山。“以前人工挑运杨梅下山效率
低、成本高。现在的运输效率提
升近 10倍，优质果率提高 15%，每
斤成本降低 20%以上。仅运输环
节，亩均增收就突破 1000元。”缙
云县津味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胡
茂松说。

舒洪镇素有“中国优质杨梅
之乡”美誉，其核心产区仁岸村的
杨梅园地处海拔近 300米的山地，
杨梅种植面积超 4500亩。但之前
鲜果采摘后需人工肩挑徒步数里
运输，陡峭地形、崎岖路面所带来
的颠簸导致杨梅挤压、碰撞而出
水，损耗率高达 10%。

2023 年，舒洪镇在缙云县农
业农村局的政策扶持下，创新引
入山地输送轨道，这套总投资 10
万元的“小火车”项目，沿山势铺
设约 1200 米轨道，配备 4 台智能
载重车，单次运量达 400斤。一辆
辆穿梭于青山之间的“山地轨道
小火车”，满载杨梅，沿着蜿蜒轨
道从山巅平稳驶向山脚，实现从
果园到分拣中心的无缝衔接。

“政府补贴 50%的建设费用，

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仁岸
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村里积极推
动农业现代化转型，通过科学规
划杨梅种植区域轨道线路，推动
轨道运输系统与果园水肥一体
化、病虫害监测等智慧农业体系
深度融合。如今，这条“科技动
脉”不仅运输杨梅，还承载肥料、
工具等生产资料上下山，每年为
合作社节省人力成本超 8万元。

目前，仁岸村通过轨道运输系
统，构建起“采摘—运输—分拣—
冷链”全链条标准化体系，通过产
业升级，东魁杨梅的精品果率从
85%跃升至 95%，成功打入杭州、
上海等高端市场，亩均产值突破
1.5万元。为拓宽市场，舒洪镇还
搭建助农直播平台，通过数字化手
段让深山珍果走进千家万户。直
播间里，主播们带着网友“云游”果
园，实时展示“小火车”运输场景，
单场直播带动销量增长100%。

“我们会继续以数字化改革
为牵引构建山区农业现代化体
系，让科技元素渗透至种植管理、
物流运输、品牌营销全链条。”舒
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依
托“产业大脑+未来农场”模式，打
造杨梅产业智慧系统，真正把科
技优势转化为共富动能。

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共富动能

缙云舒洪杨梅乘“专列”下山

本报讯（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刘婷 陈燕）近日，2025年第七届“巴
城杯”长三角民歌邀请赛在江苏省
昆山市巴城镇举行，有来自江苏、上
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共 14支队伍参
赛。景宁畲族自治县原生态畲族民
歌队代表浙江省参赛，作品《山哈歌
言响四方》荣获“最佳传承奖”。

据悉，该作品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畲族民歌
为创作蓝本，既保留畲歌“歌言”以
音代字的古老传统，又创新融入当
代舞台美学，使畲族民歌在舞台上
焕发新生。

近年来，景宁畲族自治县高度重
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通过挖掘、

培养畲族民歌传承人，建立完善传承
体系，提供学习交流和展示展演平台
等措施，促进畲族民歌的传承发展。

截至目前，景宁畲族自治县打
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4项、省级 21项、市级 43项、县级
108 项。培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 4人、省级 29人、市

级 49人、县级 181人。
“畲族民歌是畲族文化的‘活化

石’，是我国多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县文物和非遗保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畲族
民歌的保护与创新，推动传统文化
与现代艺术的深度融合，助力文化
高质量发展。

景宁畲族民歌获长三角民歌赛“最佳传承奖”

本报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吴泉玉

盛夏时节，庆元县屏都街道百
丈村一处茄田迎来丰收季，一畦畦
茄苗沿着梯田的高低错落生长，一
筐筐新鲜的茄子，除少量供应本地
市场外，大多数从这里打包运往上
海、杭州、温州等地的生鲜市场。

这片茄园面积近 50 亩，由龙泉
客商承包。基地负责人吴贤寿说，
这里的土质适宜茄子生长，公司以
每亩 500元的租金承包。除此之外，

茄子在种植、管护、采摘期间都需要
大量劳动力，尤其是近段时间每天
产出约 2400 斤茄子，吸引了百丈村
10余名村民在茄园灵活就业。

69岁的村民李小女，头戴斗笠、
披着毛巾，坐在小板凳上为茄苗整
枝。她介绍，像她这样年纪的人少
有途径挣钱贴补家用，茄园里的活
相对比较轻松，工资以小时计算，

“ 在 这 里 务 工 的 村 民 平 均 能 拿 到
4000元左右的月工资，我们很开心、
很满意。”

这片茄园交通、水源等配套齐
全，由于村里青壮劳动力普遍外出，
这里原本只零星种植了农作物，没
有得到连片开发。

百丈村党支部书记练启姿介
绍，庆元当地流传着“卖黄金的不如
卖菜干的”这样的民谚，说明了农业
生产的重要性。去年开始，练启姿
和村“两委”干部发动当地村民，将
这处梯田进行了除草、平整、疏浚，
并由村集体与农户签订预流转协
议。随后，村里还组成了招商团队

赴外地招引投资商，最终与龙泉这
家农业开发种植公司达成合作。

练启姿补充说，原本庆元当地
市场的蔬菜多数由邻近的福建松溪
供应，该片茄园的成功开发，让他们
把“菜篮子”稳稳地抓在自己手中的
同时，也看到了发展规模蔬菜产业
的希望，“我们将把这种‘预流转’+

‘片区整合’+‘打包招商’的模式向
村里其他合适的区块推广，让越来
越 多 的 田 地 不 荒 、农 民 可 就 近 就
业”。

“预流转+打包招商”唤醒闲置梯田——

50亩茄园带富留守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