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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袁帅 夏欣怡）“两年前我来到青田，
我发现中国真好，美丽安全又富有，
以后我想把‘中国智慧’带回我的祖
国！”近日，在青田县仁庄镇“今晚七
点半”理论宣讲活动现场，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宣讲员，来自乌克兰的 natali
（音译娜塔莉）用略带异国腔调却异
常流利的中文，结合在青田常住后的
所见所闻，讲述着她在青田见证的共
富故事，分享着对魅力浙江所知所
感，她的话语赢得现场经久不息的掌
声。

作为青田县打造的青年理论宣
讲品牌“今晚七点半”，在仁庄镇的这
场活动首次迎来外籍宣讲员登台。

与此同时，在青田全域，一场场理论
宣讲正通过创新的形式、多元的载
体，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田间地头、
飞向五洲四海。

在广场上、在礼堂里、在网红桥
上……一场场宣讲活动在不同场景
中转换，将理论宣讲变成了一场沉浸
式体验，青田各地以“青年之声”传递
信念，“文艺之美”浸润心田。阜山乡
的青年宣讲员江千姿将雾耕基地的
无人机和种植桶搬到了活动现场，生
动展现了乡村现代化农业机械和新
技术；在船寮镇“乡村 talk”实景课堂
上，青年宣讲员与乡村文艺人才共同
演绎了“水经济发展”歌颂瓯江的生
态奇迹……

“青年讲理论+文艺演内涵”的形
式，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让抽
象的理论可感可触，激发村民们投身
共建魅力家园的信心、决心与热情。
村民们也积极参与宣讲，在仁庄镇宣
讲活动现场，仁庄镇小令村村民徐利
峰用方言讲述家乡变化。“过去我们羡
慕华侨回国盖新房，近些年仁庄镇的
稻鱼共生系统发展，有效促进了农民
增收，现在村里人自己种田养鱼也能
住上小洋楼！”

在宣讲形式上，青田大胆创新，
群 众 广 泛 参 与 ，形 成 了 良 好 的 氛
围。一支支由青年宣讲员们与本土
村民组成的宣讲队伍，通过 rap、快
板、情景剧等形式，以他们独特的视

角与体验分享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实践在乡村振兴上的
生动实践。

青田“今晚七点半”还突破传统
模式，以“新”的话语、“活”的讲述、

“潮”的传播，打造全民性、多样化、互
动性强的宣讲模式，已成为当地理论
宣传的一张“金名片”。自 2024 年 9
月推出以来，青田县通过整合阵地资
源，充分发挥宣讲队伍作用，引导打
造一批有特色的宣讲阵地，建立宣
讲活动协同新机制，构建起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的宣讲网络，截至目前
宣讲活动已达上百场，观看人群上万
人，有力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打造“今晚七点半”理论宣讲“金名片”

青田创新形式让党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王豪 曾艺伟

“这里禁止捕鱼，请立即离
开！”每天傍晚时分，丽水市区
南明湖畔，鱼儿成群悠游，游人
驻足拍照。市公安局生态警长
与生态义警像往常一样，沿着
湖边绿道开展巡查，并提醒钓
鱼的市民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丽水市是长三角生态安全
屏障的核心区。近年来，市公
安局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探
索“生态共护”警务新模式，构
建生态警长守护体系、生态共
治联动体系、生态经济护航体
系，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
绿色发展。

去年以来，市公安局成立
生态共护警务领导小组，组建
市、县、乡三级生态警长队伍
350 余人，制定《生态共护警长
工作清单》，明确“要素管控、
信息收集、巡查联动、防范宣
传”等 5 类 20 项任务体系，规
范 生 态 共 护 警 长 履 职 尽 责 。
同时，丽水各地公安机关依托
公安派出所“主防阵地”，清单
式推进生态共护警务职能全
面融入社区警务，全市 90%以
上的警务室已完成功能迭代。

“发展壮大‘生态义警’力
量，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网格
员+志愿者+公益组织’的‘生态
义警’队伍，目前已发展‘千峡
湖’‘百山祖’‘括苍山’等义警
队伍 14支 200余人。”市公安局
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支队负责人介绍。

在推动构建生态警长守护
体系的同时，市公安局还积极
推动构建生态共治联动体系，
打造多部门进驻的生态联勤共
治工作站，开展信息共享、执法

联动、协同治理、宣传普法等工
作，以市、县两级生态行刑共治
中心为载体，采用常态入驻、按
需入驻等方式，共同开展生态
领域风险研判等工作，形成从
生态感知到生态共治的联动闭
环。

目前，丽水全市以一个市级
行刑共治中心为引领，缙云工业
园区版生态联勤警务站等 22个
生态联勤共治工作站为基点，形
成联勤共治格局，公安牵头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开展打击污
染环境、危害野生动植物资源、

“八大水系”禁渔、非法采矿等主
题的联动执法 180余次，清除风
险隐患220余个。

此外，市公安局还积极探
索推动构建生态经济护航体
系，加大对农产品品质和地理
证明商标保护力度，有力维护
优质农产品市场和知名品牌权
益。“民警及时为我们排忧解
难，化解矛盾纠纷，真是身边的
贴心人。”果农叶师傅说。

甜桔柚是庆元当地的一项
富民产业，目前种植面积已达
2.04 万 亩 ，年 产 值 1.94 亿 元 。
走进庆元县竹口镇甜桔柚基
地，满眼皆是郁郁葱葱的果树，
良好的长势让果农喜笑颜开。
眼下果农们正加强管理，及时
防治病害，精心呵护着每一棵
果树。同样忙碌的，还有庆元
县公安局的民警、辅警们，他们
穿梭在果园的各个角落，巡逻
防范、宣传安全知识，守护着

“甜蜜产业”的安全。
据悉，近年来市公安局主动

构建刑事保护产业矩阵，搭建警
企信息交互平台，面向“云和梯
田”“松阳民居”等优质旅游资
源，积极打造丽水旅游警长品
牌，优化民宿管理，提升游客体
验，积极助力旅游经济发展。

丽水公安创新构建生态警长守护、生态
共治联动、生态经济护航三大体系——

共护长三角“生态绿心”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
仑 通讯员 邹小芬）近日，一场
以“童心连千里·云端一家亲”
为主题的云端互动活动在新疆
新和县第二幼儿园与莲都区天
悦湾幼儿园之间同步开启，跨
越 4000 多公里的距离，两地家
庭亲密互动。

活动中，两地家庭通过线
上 分 组 结 对 ，完 成 了“ 初 见
礼”。双方家长和孩子们借助
图片、视频等形式，生动展示了
家乡的自然风光、美食特产、民
俗文化等，让双方深切感受到
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创意互动环节将活动推向
高潮。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两
地家庭手拉手嬉戏的《我们的

家》，葡萄树、紫金大桥一一在
画布上呈现。新和县第二幼儿
园的小朋友艾力达尔·艾克拜
尔兴奋地分享道：“我画了家乡
的葡萄园，还有和丽水小伙伴
一起玩耍的样子。希望他们能
来做客，我要带他们吃最甜的
葡萄！”

为延续这份珍贵情谊，结
对家庭互留联系方式，建立专
属交流群，并互致美好祝福，表
达对未来互动的热切期待。“这
次活动太有意义了！”天悦湾幼
儿园幼儿家长雷鑫说，“通过与
新疆家庭亲密互动交流，让孩
子们增长了见识，更对新疆充
满向往，我们已经开始计划暑
假的新疆之旅了。”

丽水新和两地家庭
共绘“我们的家”

近日，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明山街道枫岭社区开展“丽水家乡介绍”公益趣味英语班。本期公益趣味英语班以“童言双语话家乡”为纽带，巧妙
融合英语学习与丽水本土文化，为社区儿童开启了一扇认知家乡、表达热爱的独特窗口。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叶慧烨 张慧 摄

童
言
双
语
话
家
乡

（上接第一版）
“它填补了国内荒野茶资源保护

的空白。”国家茶产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鑫高度评价，“标准对
植被修复、土壤管理、林地清理、茶树
管护等作出详细规定，让野性可控，
让高价有据。”

标准的力量迅速转化为产业凝
聚力。在江根乡的茶山上，强村公司
技术员正指导村民按规范修复植
被。“以前各管各的，一盘散沙。现在
联合体统一标准、统一行动，品质和
效益都上来了。”庆元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吴人豪介绍，“强村公司+村集
体+能人+种植大户”模式如同强力纽

带，将分散的万亩荒野茶资源高效整
合。斗茶大赛的举办让“野樱白”收
购价三年升了四倍，印证了标准化带
来的品牌溢价。

好生态孕育好产品

庆元荒野茶质量双变，更深厚的
根基在于这片土地刻入基因的生态自
觉。翻开浙江地图，庆元县位于北纬
27度这条被茶界公认的“黄金飘带”之
上。这里不仅是树的王国——森林面
积达 244.54 万亩，覆盖率 85.92%，居
浙江之冠；更是山的故乡——县域内
海拔千米以上雄峰多达 534座，层峦
叠嶂间形成独特的山地小气候，云雾

滋养，昼夜温差大，为荒野茶累积风味
物质提供了完美舞台。

对绿色的坚守，早已融入庆元人
的血脉。全县连续 17 年开展“植绿
护绿，增花添彩”行动，将每年 4 月 7
日定为“庆元生态日”。这份持之以
恒的守护，换来了丰厚的生态回报：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在此发现了百
山祖角蟾等全球新物种 3个、中国新
记录种 27 个、浙江新记录种 99 个，
物 种 多 样 性 位 居 全 省 首 位 。 2022
年，庆元获授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成为丽
水市首个入选的县（市、区）。

生态自觉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在野樱谷茶空间，游客品鉴后可直
接走进山场探访古茶树，8 条茶旅路
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荒
野茶展览馆入口镌刻的“庆元印证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
伟力”，成为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注
脚。

暮色中，姚光平抚过老茶树皴裂
的树皮：“以前它自生自灭，如今是全
村人的绿色银行。”在他身后，茶客们
体验采摘的竹篓沙沙作响，仿佛吟唱
着绿叶变金叶的传奇——当生态价
值被科学度量、精心守护、合理转化，
最原始的深山野茶终成点绿成金的
时代珍品。

荒野茶，“含绿量”变为“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