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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 通讯员 胡松

近日，庆元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主任蓝伶俐主持召开县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

省市委深改委会议精神，总结去年改革工作，

部署今年改革任务。

庆元县委副书记、县长胡献如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了《庆元县党委(党组)书记改革

工作述职办法》《中共庆元县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 2020年改革工作要点》《专项小组 2020
年工作计划》，听取 2020—2021年庆元县重要

改革试点谋划申报、浙江政务服务平台 2.0建

设工作及加强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规范化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

地”的工作情况汇报。

就做好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蓝伶俐指出，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改革要有敢于担当的意识。要铆足干劲、加

压奋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数字

化变革为动力，扛起县域“小窗口”的大担当，

挑起最重担子，啃下最硬骨头，敢做别人没做

过的事，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谋划和推出更多

全市首个、全省首创的改革创新举措，把改革不

断推向前进。

蓝伶俐要求，改革要有人民至上的情怀。要

坚持把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

意作为衡量改革得失的标准，紧扣推进“最多跑

一次”“最多跑一地”重点任务抓改革，紧扣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冲刺抓改革，紧扣后疫

情时代治理能力提升抓改革，确保改革举措为群

众所需，让群众在改革中得实惠。

蓝伶俐强调，改革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要

紧盯重点改革项目，做到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

成一件，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层层压实责

任，县委改革委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深改中心

要当好参谋、做好服务，专项小组联络员单位要

研究解决各自领域改革问题，责任单位要主动认

领改革任务。要强化督查考核，对改革任务实施

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按时交办、即时督

办、限时整改，完善改革考评指标体系，综合采用

“晾晒考评”、对标大比拼等形式，在比学赶超中

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实现提升。

□ 通讯员 胡松 胡琦琪

初夏时节，穿越城区转角来到庆元巾子峰

景区，景区内树木郁郁葱葱，环顾四周，山林环

绕，仿佛置身于森林氧吧，清新空气扑面而来。

生态是庆元第一优势。庆元县境内森林植

被茂密，森林覆盖率高达86.06%。根据《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测算，2019年，庆元

县公益林面积 141.08万亩，发挥生态效益 151
亿元，平均每亩10704元，为2015年的2倍。在

公益林中，天然林有103.5万亩，占73.36%。

大片的公益林就像一个巨大的“森林氧

吧”。据统计，2019 年，庆元县公益林吸收二

氧化硫 24.61 万吨，滞尘 182.86 万吨，平均每

立方厘米释放负氧离子 3654个。公益林发挥

净化大气环境效益 15.7亿元，释放氧气 143.55
万吨，发挥固碳释氧效益 20.13亿元。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绿色水库”之称，可

以调节区域水分循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土壤

养分。据统计，2019 年，庆元县公益林涵养水源

总量 6.56亿吨，发挥生态效益 53.08亿元，是 2015
年的 2 倍，庆元县公益林发挥保育土壤效益 6.52
亿元，比 2015年增加了 1.4亿元。

实验林场一直倾力于珍贵树种的选育和研究，

是全省最早规模化培育推广山乌桕的基地，还被列

入“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浙江省林业保障性苗

圃”。在“绿色水库”滋养之下，实验林场的林木更

加枝繁叶茂。截至目前，实验林场累计培育山乌桕

苗木150余万株，可营造彩色森林7.5万亩。

坐拥好生态，依托公益林，庆元县林业资源

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增加。2019年，庆元县公益

林还发挥积累营养效益 0.89亿元，比 2015年增加

0.14亿元；森林游憩价值为 19.25亿元，比 2015年

增加了 15亿元；防护效益累计价值 2.07亿元，比

2015年增加 0.66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价值为

32.64亿元，比 2015年增加 18.1亿元。

青山绿水积蓄勃勃生机

庆元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五年翻番达151亿元

□ 通讯员 吴丽萍 刘毅 王奕琼

本报讯 近日，庆元县张村乡中药材主题展馆暨

腊叶标本馆正式开馆，这也是全市收藏中药材腊叶

标本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生态展示馆。

走进馆内，名师所提字画、中药材发展史、中医药

名家、中药发展规划、腊叶标本陈展、产业摄影作品展

示等内容让人应接不暇。殊不知这样一个现代化的

中药材主题展馆却是从闲置的小学教学楼改造而成。

近年来，张村乡党委政府以“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为抓手，通过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研究所

的紧密联系，在 2018年成功引进乾宁医药集团进驻

投资 1.78 亿元的中药材种植项目。仅仅 2 年的时

间，已经成功流转土地 4000亩，种植白芨、重楼等稀

缺中药材面积达 3000亩，并建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70余亩，年驯化种苗量可达 3000万株，让药香留在

山中、让美景沉到雾里。

与此同时，在实体产业有序推进之际，张村乡也

先后获评全国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浙江省白芨特色

产业小镇、丽水市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中药材品牌的效应逐步凸显。

张村乡党委书记胡云燕道出了展馆建设的始末：

“我们立足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里，多次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研究所沟通联

系，将中药元素、研学理念引入，并配套了千余幅中药

材腊叶标本，建成了全市规模最大的中药材腊叶标本

主题馆，为中药材产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看到腊叶标本馆建成后，浙江中医药大学张春

椿教授不禁点赞，并表示会继续加强校地合作，盘活

绿谷中的生态资源。

接下来，张村乡还将结合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以“药典干部”为抓手，培训一批能识药、善说药、会

推药的展馆解说员，多角度提升基层干部素质，高质

量推进“三服务”工作入心入脑、走深走实。

庆元县张村乡建起全市
最大中药材腊叶标本馆

□ 通讯员 吴怡庆 周红

本报讯 7月 12日，庆元县龙溪乡开展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海峡两岸茶农“云端”交流活动，在视频展

示、一问一答中，庆台两地茶农互相交流经验，很多茶

园管理、炒制难题迎刃而解，聚智共推茶产业发展。

目前龙溪乡拥有高山有机茶园 2967亩，其中完

成茶叶基地无公害认证的有 2345亩，建成茶园示范

基地 830.5 亩，拥有茶叶合作社、家庭农场 10 家，目

前已经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品牌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茶叶产业是当地富民增收的第一产业。

活动中，台湾同胞通过主题宣传片了解茶文化氛

围以及生态产业优势、投资环境后，庆台两地茶农代

表分别围绕夏茶采收、红茶炒制技艺以及茶叶品种培

育、管理技术、营销模式等方面开展经验交流分享。

“通过此次交流，我们对庆元及龙溪茶产业、茶

文化发展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希望明年来庆元实

地考察，深化两地茶农的进一步合作。”台湾南投县

仁爱乡茶产业代表纷纷表示，接下来，两地茶农可以

多利用大数据等线上平台，进行多层次的交流和互

动，实现两岸优势农业资源的互补对接。活动后，两

地茶农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此次线上交流活动，尝试打破以往实地走访的

交流形式，率先在全市开展线上交流活动。活动不

仅进一步增强了两地茶人的互信理解，厚植彼此情

谊，助推了两地高山茶产业的交流合作，也进一步深

化了庆台两地交流交往，将有效推进庆元县及龙溪

茶产业的发展壮大。

庆台两地茶农“云端”聚智
共助茶产业发展

庆元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努力打造更多庆元改革的亮点品牌

阅读提示

蓝伶俐要求，改革要有人民至上的情怀。要坚持把群众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得失的标准。

图为庆元县巾子峰景区一角 周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