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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自强 季慧芷）
近日，在万阜乡垟斜村的浙贝母种植基
地，嫩黄的小灯笼垂挂枝头，村民们手
拿摘花机，将贝母顶端的花朵割掉，以
促进浙贝母鳞茎膨大期发育。

“今年新机器比去年轻很多，手上

拿起来很灵活，操作很快。”万阜乡垟斜
村村民刘木兵介绍，使用了新摘花器
后，一天可以摘3亩左右。

引进新设备后，大大提高了村民的
工作效率。接下来，基地还计划购入塞
石机、智能挖果机等设备，用科技赋能

农业生产。2021年，万阜乡全乡8个行
政村以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在垟斜村试
种了60亩的浙贝母，第二年收益达到了
60余万元。此后，万阜乡以种植户示范
带头的模式鼓励全乡各村村民加入浙
贝母的种植当中。

“周大哥，这些都是这个阶段贝母
种植需要用到的药，我们今天就给你送
过来了。”在万阜乡的柘垟村，乡政府的
工作人员还给试种浙贝母的村民们送
来了农资。柘垟村村民大多以蔬菜种
植为主，长期单一化的种植导致土壤肥
力降低，蔬菜种植的效益也在不断下
降。一到冬季，村里就处于闲置的状
态，长满杂草。

“看着村里的农田在冬天大面积的
抛荒，我觉得特别可惜。作为村里的带
头人，我想带动村民致富，把浙贝母传
到我们每个田里，变成我们田里的‘黄
金’。”万阜乡柘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宝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了
解到浙贝母的种植价值后，刘宝兰和村
里的几个村干部成为了该村第一批浙

贝母种植带头人。
2023年，万阜乡政府为推广浙贝母

种植，通过强村公司给全乡12户试种农
户，每户赠送试种150斤种子，在提供技
术指导的同时，还为村民提供浙贝母种
植各阶段所需的肥料、农药。而每户种
植户只需在收果之后，返还强村公司
210 斤果子，其余的贝母果由强村公司
进行收购。如今，万阜乡浙贝母种植面
积达 220 余亩，今年预计收益可达 200
多万元。

“我们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深化
党委政府搭台，强村公司运作，村集体
组织，农户深度参与的浙贝母种植模
式。”万阜乡乡长殷叶夫表示，万阜乡还
将在12户散户种植成功的前提下，向更
多农户提供第一年无偿种子借贷，专业
技术指导，农药化肥等政策帮扶，继续
扩大种植规模，打造高山地区强村富民
新模式。

田里种“黄金”探索高山地区强村富民新模式

万阜乡全力推广浙贝母种植

本报讯（记者 陈胤倩） 近日，
青田县乡村振兴“科技助农增收送
服务”活动在仁宫乡举行，进一步帮
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
高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能力。

活动现场，由浙江省农科院的
农业专家们组成的7个专业服务组，
认真给农户讲解种植、养殖相关方
面的技术知识，并对农户关心的果
树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相关内容进
行科普。此外，活动还开展了省农
科院科技新成果推广培训会，专家
对杨梅种植过程中的肥水、温度等
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着重培训了

杨梅高效栽培技术。
“它就是一个颗粒，可以固定根

系，但是它的量不足，营养液会倒流
……”培训结束后，专家们深入仁宫
乡薇薇家庭农场蔬菜、草莓、葡萄、
柑橘栽培示范基地，进行新技术的
现场栽培与指导，并提出富有操作
性、参考性和科学性的对策，为农户
在种植上遇到的疑难杂症“把脉问
诊”，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农民朋友
身边。

“每次有相关培训，我都准时参
加，这些专家讲的内容对我们农户
的帮助很大。”仁宫乡柑橘种植户夏

建雄说，专家重点讲解了柑橘种植
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措
施，对今后科学化、规范化种植有很
大的帮助。

“将农业科技送进千家万户，切
实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
而激发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热
情。”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季祥翔表
示，下一步，我县还将借助省农科院
的人才、科研、技术的优势，用好、用
活科技特派员队伍，促进科技赋能
农业产业，把更多科研“种”在青田
的大地上，让成果“长”在青田的四
季里，助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助推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科技助农增收送服务”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俊英 通讯员 留
军） 近日，“天下石·青田雕——‘石致
中和’裘良军石雕艺术展”在浙江杭州
工艺美术博物馆拉开帷幕，活动吸引了
大量的杭城市民、游客及省内工艺美术
界人士前来参观。

展会现场，共展出了100余件石雕
作品，作品类型包括花鸟、山水、人物、
动物等，此次展会为期 10 天，将于 3 月
25日闭幕。

裘良军从艺40年，浙江省工艺美术
大师。作为当代青田石雕的中坚力量
之一，他充分运用自身扎实的雕刻技术
和工艺基础，以自创的“薄雕法”技艺，
带领团队积极拓展雕刻载体，开发新石
材，在以青田石为主的软石和以昌江
玉、蓝田玉为主的硬质玉材上，实现了
摩氏硬度2.5-7.5度的全维跨越，有效解
决了石雕材料资源匮乏的问题。现场，
裘良军还向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捐赠

青田石雕精品《祥瑞》。
此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以“天下

石·青田雕”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与会
领导、专家、学者就青田石雕技艺传承、
人才培养、题材创新、品牌宣传等进行
探讨交流，高度肯定了历代青田石雕艺
人用匠心、匠艺、匠行涵养工匠精神，同
时强调要在新时代从艺“赶考路”上不
断超越自我、勇攀行业顶峰。

此次展览是县石雕产业中心今年

在省内主办的首场大型石雕大师艺术
展，通过“石雕展销+学术交流+石旅融
合”的多样形式，向全社会呈现一场石
雕精品佳作盛宴，从而提升青田石雕在
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下一
步，县石雕产业中心将在全国各地开设
20 多场石雕展览，继续拓展石雕的多
元业态，并加快推进青田石雕文旅综合
体建设，推动青田传统石雕产业“破
圈”发展。

提升青田石雕知名度和美誉度

“裘良军石雕艺术展”在杭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余自强） 近日，经省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推荐，广电总局组织专家
评审，确定《青田小田鱼第一季》《敦煌的故事》《时光的画
笔》等12部作品为2023年第四季度优秀国产电视动画片。

这些作品坚持正确导向和价值引领，聚焦主题主线，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将向所辖
各级电视台传达通知，全国各级电视台特别是上星综合频
道、动画频道、少儿频道可予以优先安排播出。

《青田小田鱼第一季》是由青田县人民政府主导、青田
农旅投委托杭州友诺动漫进行前期策划的动画连续剧。
该作品是一部以童话的方式，从田鱼的视角出发，将我县
全球首批、中国首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与
青田石文化、华侨精神和咖啡文化相融合创作的动画连续
剧。这也是首部我县自主参与创作且讲述青田文化的电
视动画片，目前，《青田小田鱼》已成功取得发行许可证，并
完成前10集动画初稿，后10集已进入分镜制作阶段，已有
2集完成分镜制作，预计2024年暑期上映。

2023年第四季度优秀国产电视动
画片公布

《青田小田鱼第一季》入选

本报讯（记者 张俊英） 近日，全县乡镇（街道）森林
防灭火指挥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县委党校举行。各乡镇
（街道）应急和林业分管领导、应急员、林技员，县级综合应
急救援队队长等120余人参加。

会上，培训讲师通过幻灯片讲解的方式，借助我县典
型案例，向参训人员介绍森林防火日常防范、火情早期处
置、森林火灾扑救现场指挥、应消一体化等相关业务知识，
以提高参训人员对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思想认识。

“这次森林防灭火指挥员培训的专业性很强，对我们
基层干部业务水平的提升很有帮助。”高湖镇副镇长王樟
桢表示，将珍惜此次集中学习的机会，把学到的专业知识
运用到日后基层的森林防灭火工作当中。

此外，培训还设置了分组讨论环节。大家围坐一堂，
畅所欲言，互相总结培训中学到的经验做法，梳理分析自
身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全县各级森林防灭火
指挥员的责任感，提高了全县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员在火
灾预防、应急处置和扑救方面的综合处置能力。”县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陈军平表示，未来该局还将常态化开展应急演
练活动，为扎实做好全县森林防灭火工作打下夯实基础。

提高火灾预防、应急处置和扑救方
面的综合处置能力

我县开展乡镇（街道）森林
防灭火指挥员业务培训

本报讯（记者 项沁豪）近日，船寮法庭、东源司法所、
东源市监所举办“庭所共建”签约仪式，扎实开展人民法庭
与司法所、市监所共建活动，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枫桥经
验”，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会上，船寮法庭、东源司法所、东源市监所负责人共同
签署了《庭所共建协议》，标志着“一庭两所”解纷新模式正
式落地启动。该模式整合基层解纷司法资源，紧紧围绕党
建平台共建机制建设、社会风险研判分析、矛盾纠纷联动
化解、信息通报共享机制建设、日常工作协调配合、人民调
解指导工作、法治宣传、经验总结等方面开展多领域深度
合作。

共建单位的党员干部们还参观了黄垟乡革命纪念馆，
详细了解黄垟乡红色故事，感悟革命年代形成的“黄垟精
神”。在纪念馆的党旗前，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重
忆入党初心，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和党性认识。

接下来，共建单位将会精准对接东源片区基层司法需
求，共同构建老百姓家门口的“司法服务链”，让法律咨询、
纠纷化解、普法宣传等优质司法资源更加触手可及，为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合力共建社会矛盾纠纷管理新
机制，助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司法获得感。

打造“前哨式”诉源治理新平台

多单位联合举办
“庭所共建”签约仪式

本报讯（记者 夏灵敏） 近日，高湖镇第三次归侨侨
眷代表大会召开，进一步凝聚、团结和动员广大归侨侨眷
助力打造“高质量共同富裕”的世界青田。

会议总结了高湖镇第二届侨联的工作，审议通过《青
田县高湖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章程(修正案)》《青田县高湖
镇归国华侨联合会财务管理办法(修正案)》《青田县高湖
镇侨联第三届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高湖镇侨
联第三届委员会主席、执行主席、副主席秘书，聘任高湖镇
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主席、顾问，并举行了捐款仪式和
授信仪式

侨联是党委和政府联系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
桥梁和纽带。高湖镇有近 6 千名华侨，占高湖镇总人口
27%，主要分布在匈牙利、非洲、西班牙、意大利、斯洛伐克
等国家和地区。广大侨胞心系家乡，每当家乡需要帮助，
高湖侨界总是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积极开展扶贫助困，救
灾赈灾，修路架桥等募捐活动。

就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党建带侨建”上有新
作为，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
展好侨界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在自身阵地建设上有新作
为，打造出乡镇、村（居）特色侨胞之家，全方面展现高湖华
侨的特色和亮点；要在助推侨助共富、乡村振兴上有新作
为，不断发展壮大“地瓜经济”，为打造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山区样板交出侨界的优异答卷。

团结一致 画好同心圆

高湖镇第三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余自强） 近日，在
季宅乡下庄村红花油茶种植基地内，来
自省林科院的专家团队们正在制作喷
洒所需的花粉液。工作人员摘取油茶
基地内红花油茶的花苞，将其与其他产
地的红花油茶花苞混合，经过分拣、清
洗、过滤再加入蔗糖、硼酸，便得到了淡
黄色的花粉液。

“油茶花自花授粉的效果并不好，
通过多品种搭配制作花粉液，可以有效
提高油茶的授粉率。加入蔗糖可以为

花粉萌发提供能量，硼酸则是促进花粉
管的发育，也可以提高后期座果率。”浙
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教授陈友吾说。

油茶花的授粉比较依赖昆虫的活
动。因今年低温、大风天气频繁，季宅
乡红花油茶基地的昆虫活动相比往年
也减少了许多。因此，依靠自然的昆虫
授粉便难以完成基地内所有红花油茶
树的授粉工作。“相对于自然授粉萌发
所需要的时间，无人机授粉效率更高，
同时，还可以使抛粉管的萌发率达到

80%，并且排除后期恶劣天气的影响。”
陈友吾说，采取无人机授粉的方式仅需
几个小时的飞行撒粉，100 余亩的红花
油茶便可以完成授粉。

2021年，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开始部
署实施农业“双强”行动，提出要大力实
施机械强农行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为此，今年县林业局与省林科院合作，
共同开展现代无人机技术在浙江红花
油茶品质提升及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和
推广，同时，加强对红花油茶病虫害的

研究，进一步提升红花油茶的品质、产
量与效益。

“我们会持续加深与省林科院以及
亚林所等这些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
流。通过加强林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
进培育，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经济效
益。”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叶
苗说，下一步，县林业局还将继续通过
科技赋能的方式提升我县林业产业发
展的效益和质量，降低林农的劳动力成
本，助力全县林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 提升林业产业发展

一日百亩 无人机助力红花油茶授粉

近日，鹤城街道清溪门社区举
办“爱在身边”——侨留守老人集体
生日会，为第一季度社区内侨留守
老人及独居老人送去了生日的祝
福。

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老人们
互相拍照留念，随后志愿者们将一
碗碗摆放着生日快乐字样的长寿面
送到老人们面前，并分发了蛋糕，为
在场的老人们送去了关心与祝福。

潘 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