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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历经几千
年的传承与发展，端午节已成为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文化烙印，对华侨华人来
说，这一天更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节
日。近日，“侨乡中国‘结’”系列活动之
海外端午活动，“2024浙里有爱·万水千
山‘粽’是情”杯龙舟大赛暨第六届西华
龙舟文化节活动在西班牙巴达洛那海
港举行。

此次活动由浙江省侨办、浙江省侨
联、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携手加泰罗尼
亚自治区（简称“加区”）30余个侨社联
合主办，西华龙舟俱乐部承办。当地政

商界代表，加区侨界代表、当地侨胞、各
国友人等4000余名中外嘉宾共同参加。

随着鼓声阵阵，中西两国八支龙舟
队分成四组，飞速滑入蓝天碧海，展开
激烈竞技。海面上，鼓声响彻云霄，旌
旗招展，中西两国龙舟队各自伴着整齐
的号子、统一的动作，奋力挥桨，你争我
赶。海岸边，掌声如雷贯耳，数千名中
外观众呐喊助威，喝彩鼓舞。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为4000余名中
外嘉宾精心准备了中国端午节传统美
食粽子和彩蛋，以及西班牙传统美食火
腿与红酒。大家一起欣赏了巴塞罗那

华文学校的学生们集体朗诵爱国主义
经典名篇《拥抱汨罗江》，感受中华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2024 浙里有爱·万水千山‘粽’是
情”杯龙舟大赛暨第六届西华龙舟文化
节，是“浙里有爱”系列活动第11次在巴
塞罗那成功举办。“浙里有爱”系列活动
从一开始就受到加区侨胞的热烈欢迎
和支持，经主办方多次精心组织，如今
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深刻内涵的
品牌文化，多年来受到加区社会各界的
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

“今年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携手加

区30余个侨社共同慰侨，通过举行龙舟
赛、龙舟文化节、龙舟晚宴等系列活动，
传递祖国家乡温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进加区侨社、侨胞与当地社区
的凝聚力，促进中西两国友谊与文化交
流合作，为中西两国友好继续做贡献。”
主办方代表、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
周建虹表示，多年来端午龙舟文化节系
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令当地民众近距离
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大家乐于积
极参加的体育盛事和当地的主要节日
庆典之一，是促进西班牙与中国文化交
流的重要桥梁。

龙舟“划到”海外去 青田华侨华人花式迎端午

□ 记者 叶佳霁

健身去哪儿？这是市民参与体育
锻炼和健身休闲时会面临的一个问
号。而我县在面对城区“寸土寸金”和
市民就近健身需求所产生的矛盾时，就
给出了一个满分答案——见缝插针利
用城市的“金角银边”，打造市民举步可
就的健身场所。

“好球！”“绝杀！”夜幕降临，家住谢
桥小区的市民陈含彬和小伙伴们集合
在太鹤湖风雨运动绿道，来了一场夏夜
篮球赛。“现在打篮球方便多了，出门走
几分钟就能打。”陈含彬说。

打篮球、健步走、广场舞……在太
鹤湖风雨运动绿道上，无论是老人，年
轻人还是小孩子，总能在这里找到喜欢
的健身项目。57 岁的羽毛球爱好者徐
大爷就正和“球搭子”你来我往。“自从
这里有了个羽毛球场，我每天晚上都来
锻炼2小时。”徐大爷说。

在油竹街道四都港二桥旁的油竹
体育公园篮球场内，一群篮球爱好者正
在场上奔跑、竞技；健身器材上，居民们
正锻炼身体、活动筋骨；儿童活动区内，
家长陪同在孩子身边，享受快乐的亲子
时光。

家住附近小区的李阿姨正在带着

一岁半的小孙女在旁玩耍，谈到公园建
设，李阿姨笑地合不拢嘴：“这个公园真
是满足了周边所有年龄段居民的需求，
无论啥时候来，这里都热闹得很，孩子
们可以在这交朋友，大人休闲健身也有
了好去处。”

而这两处健身场所的前身都是城
市“边角料”。常年漏水的高架桥下或
是无人问津的闲置地，都让市民发出

“健身去哪儿”的疑问？去年，我县针对
这两处空间资源启动改建工程，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受众配建了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在高架桥下“挤出”公共健身场
所，让城区边角地“变身”多功能体育公

园，给市民带来近在咫尺的运动快乐。
“我们平时跳舞都是露天跳的，如

果没有好的活动场所，就没得跳。现在
就不一样了，想跳就跳，我们越来越有
运动健身的劲头。”广场舞爱好者蒋小
红就见证了一处处健身场所的蝶变，让
她们从之前的“看天跳舞”到现在的“想
跳就跳”。

截至目前，我县已建成体育场地
1821 个，其中篮球场 292 个，健身路径
769套，健身房56个。下一步，我县将继
续对县域公共健康健身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创造绿意盎然、色彩缤纷的诗意运动
环境，提升广大市民的休闲生活质量。

我县积极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建设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昨日，县
农业农村局和县杨梅产业协会联合举
办2024年“青田十大好杨梅”评选活动，
全县35个种植户选送的大棚东魁杨梅
参加评选。

评审现场，来自省市的评审组专家
根据参评杨梅的果形、果重、整齐度、可
溶性固形物（含糖量）、果实风味、可食
率等多项指标，经仪检、目测、品尝等程
序进行打分，最终产生十佳精品杨梅。

“总体评下来，今年青田东魁杨梅
的品质比去年又有了很大的提升，大棚
杨梅也从 1.0 版本到了 5.0 版本。”中国
园艺学会杨梅分会秘书长李鲜表示，青
田作为华侨之乡，杨梅需要走出国门，
所以种植户在不同的物流半径需要充
分考虑不同成熟度的采收，确保消费者
吃到最好品质的杨梅。

近年来，我县杨梅通过优化结构、梯
度发展、科技创新、绿色生产，致力于走

以设施栽培为主的“精品化”标准生产道
路。目前，全县共有大棚杨梅 1250 余
亩。未来五年，我县还将重点发展设施
避雨栽培技术，以降低雨水对果实的影
响，提高果实质量。计划三年内发展1万
亩设施杨梅，五年内发展2万亩设施杨
梅，通过科技助力杨梅产业迭代升级。

县农业农村局农作物站站长邹秀
琴表示，“十大好杨梅”展示了我县杨梅
产业发展的成果，通过评比，可以进一

步提升青田杨梅的标准化生产技术水
平，从而进一步促进青田杨梅品质的提
升和杨梅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终，青田东青杨梅专业合作社、
青田坪峰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青
田县林建丽家庭农场等十家参评单位
获得了2024年“青田十大好杨梅”称号，
青田东青杨梅专业合作社荣获综合品
质一等奖，青田县林建丽家庭农场荣获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一等奖。

2024年“青田十大好杨梅”出炉

本报讯（记者 张俊英） 连日来，
备受瞩目的2024几何与拓扑会议在我
县举行。6月5日，部分数学名家走进青
田中学开展数学专题讲座，与青年学子
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了数学的奥秘。

在青田中学的阶梯教室里，来自南
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副教授李

琼玲，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教
学经验，围绕plateau问题展开了一场生
动的数学讲座。她利用不同的铁丝模
型进行现场实践，以直观的方式展示数
学原理，引导学生们构建逻辑化的思维
方式。学生们纷纷表示，李老师的讲解
深入浅出，使他们受益匪浅。

“在上这堂课之前，我眼中的数学
总是有些枯燥乏味，与生活并无太多关
联。但听完这堂课，我深刻感受到数学
的魅力，也意识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很广泛。”高一（3）班学生陈容表示，这
次讲座激发了她对数学的兴趣，也让她
更加坚定了学好数学的决心。

紧接着，来自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
学院的教授 Wilderich Tuschmann 为同
学们带来了全英文讲座。他详细阐述了
AI与数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介绍了人
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学习的数学知
识，拓宽了学生们的国际视野，也让他们
对人工智能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数学名家走进青田中学开展数学专题讲座

2024 几何与拓扑会议期间，国内
外专家在繁忙的学术讲座之余，在青
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之
旅。图为6月5日，专家学者们在山口
镇小学体验篆刻。

陈柔妤

本报讯（记者 叶星煜） 昨日，我县举行 2024 年重
大项目推介暨银企对接会，通过搭建政银企对接交流合
作平台，促进资金供需双方了解更深入、交流更直接、合
作更广泛，实现地方经济、金融普惠、企业发展互利共
赢，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通报并解读了 2024 年我县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和县属国企融资计划；举行了签约仪式，现场签订企业
与银行之间关于增资入股、项目融资等方面的合作协
议；各银行代表围绕共同富裕、产业基金、服务“双招双
引”、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和项目
建设等主题作交流；各企业代表围绕项目建设和项目投
资进行发言。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积
极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发挥职能作用，加大政银企合作力
度，在重点项目建设、优势产业培育、民生事业发展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认清形势、通力合作，推进
政银企合作互利共赢。部门要成为银企发展的“主心
骨”，做到有求必应、有事必帮、有难必解，为企业融资创
造积极条件，确保有更多的项目成功合作。企业要担负
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注重提高企业自身实力、业务稳
定性、融资市场化水平，增强金融机构对企业投放信贷
资金的信心。金融机构要当好企业发展的“贴心人”，讲
情怀、讲责任、讲服务，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金融需
求，站位全局、立足长远来为企业做好服务，为打造高质
量共同富裕的世界青田做出更大贡献。

我县举行2024年重大项目
推介暨银企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 章晨阳） 6月5日，2024年丽水市暨青
田县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演练举行，通过模拟发生暴雨洪涝
灾害、山体滑坡、瓯江漫堤等各类次生灾害，对应开展监测
预警、会商调度、抢险救援、人员转移等各项环节科目，进
一步提升我县应对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能力。

演练现场，青田县境内受台风影响，出现局地强降雨、
地质灾害、堤防漫溢等险情，县防指办现场进行指挥决策、
分析会商、组织救援、突发事件处置等内容，检验“1833”联
合指挥体系机制运行、丽水市“333”防御应对局地强降雨
重点举措内容及我县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防汛应急全过
程。

在随后的点评会上，市防指对演练成效表示充分肯
定，就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相关单位干部要强化风险
意识，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思想警觉，聚焦八张风险
清单，强化城市内涝防范和城市安全运行，落实好一村一
案一点一策，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守牢安全底线，始终坚持两个至上
的责任担当，严格执行135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强化值班
值守，落实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括到人的工
作责任制，确保险情发生时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
转；要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融合贯通、整体自治的保障
力量，发挥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能力，持续推进基层应消
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清关
口效应。

我县开展
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演练

夏献巢：
本公司已将《青田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书》(编号：老城区Yy2-139）项下的其他补偿、补助款共计
149596元，保管于浙江省青田县公证处提存专户，请你来
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后，再自行前往青田县公证处领取上
述款项。

特此通知！
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0日

通 知

本报讯（记者 陈胤倩 余自强 章
晨阳） 龙舟竞技呈现水上盛宴，奋楫扬
帆凸显侨乡风采。昨日，2024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暨青田龙舟文化
主题活动在船寮镇船寮村与洪府前村
开幕。

活动现场，《青田鱼灯舞》《青田百鸟
灯》《棹浪楫飞》《九州龙吟》等节目轮番
上演，精彩绝伦。经过“祈福”“沐手”“点
睛”等仪式后，龙舟祭祀、龙舟上水、缠红
仪式等一系列传统非遗活动陆续进行。

吼一声，锣鼓喧天；划一浆，欢呼雷
动。宽阔的江面上，数艘龙舟如箭在
弦，蓄势待发。随着鼓声骤然响起，龙
舟划破平静的水面，划手们紧握木桨，

动作整齐划一，奋力向前推进，吸引了
大量的市民与游客前来观赏和参与，感
受非遗魅力。

“龙舟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划手们的
勇敢和团结，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市民周春菊说，自
己虽然常年在国外工作，但是时刻关注
着家乡的龙舟节，每年都会特意从国外
赶回来观看。

“青田龙舟节”相传始于南宋，兴于
元，盛于明清，于2009年列入第三批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
录。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船寮镇
的百姓就会自发组织这项传统民间活
动，“拜香龙”、“三角旗”与“四角旗”对

抗赛及派“龙舟宴”等习俗，支撑着龙舟
节长盛不衰。

“今年，我们依托龙舟文化主题活
动架设的桥梁，解锁了文化体验新玩
法，集游、食、展、赛、演等多元特色体验
活动于一体，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进一步擦亮了

‘青田龙舟节’文化品牌。”船寮镇党委
书记朱铭表示，未来，船寮镇将不断丰
富配套活动、规范活动流程、提升传统
文化元素，展示船寮镇独特的文化魅力
和乡村风情。同时让非遗品牌活动与
产业做到契合无间、统筹兼顾，提升乡
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推乡村振兴，
焕发“龙舟之乡”新风采。

此外，当天还邀请了村民、龙舟队
队员、游客一同参与“赏龙舟祭、观龙舟
赛、品龙舟宴、过端午节”千人龙舟宴主
题活动。

本次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为期5天。
接下去，各村龙舟队将进行传统龙舟竞
渡表演赛，全县共13支队伍近600人参
与其中，包括“三角旗”或“四角旗”内部
进行的友谊赛，随机穿插“三角旗”与

“四角旗”之间进行剑拔弩张的对抗赛，
现场还将设置40余个端午特色美食摊
位。看龙舟、逛市集、品美食、赏潮玩，
一站式全链条体验“青田龙舟节”的缤
纷精彩，尽情感受青田人民勇立潮头、
乘风破浪的蓬勃活力。

看龙舟 逛市集 品美食 赏潮玩

2024青田龙舟文化主题活动开幕

（上接一版）同时还在韩国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全球提案
大会(BCM Global Pitching)上荣获全球提案大会组委会
特别奖，成为连接青田与世界的文化使者。

激活生态潜能 构筑“农遗+生态”绿色体系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青田始终坚守生态底
线，依托“稻花肥鱼，鱼粪肥田”的独特生态修复属性，致力
于加强田鱼鱼种繁殖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通过严格落
实生态补偿机制和惠农政策，加大对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
护区生态补偿力度。

同时，推进“侨乡大花园”EOD项目试点，实施稻鱼水
源涵养修复工程，持续开展稻鱼种质资源保护与发展，抓
好帝景苑开发、稻鱼主题乐园、农遗共富民宿等30余个项
目，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努力走出一条生态文明与经济、
社会、文化、建设相得益彰的路径。

数字赋能升级 驱动“农遗+科技”创新发展

与此同时，青田还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深入实施方
山农遗博物馆元宇宙改造提升项目，以数字赋能农遗保护
发展，提升农遗产业数字化水平。包括3D全息鱼多多问
答、VR体验仓、农遗沉浸式文化打卡区、手绘瓯江互动体
验等建设，通过元宇宙的植入，完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水
平和功能，加强数字化旅游体验场景，进一步提升稻鱼共
生博物馆的互动性、体验感。

项目总投资550万元，目前已完工投入运营。同时，
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打造乡土农遗人才队伍、实施青年乡
村计划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科技与农遗深度融合。

未来，青田将以稻鱼共生系统为核心，通过党建统领、
建美乡村、快干项目等多维度措施，继续扎实高效推进“农
遗后半篇文章”建设，打造“农遗第一地”，持续擦亮农遗金
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