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胤倩） 昨
日，浙江青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银
团签约仪式举行。杭钢集团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吴东明，国家
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王建
生，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
长胡隽，丽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楼志坚，县委书记林霞，县委副
书记、县长潘伟等领导出席仪式，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阮美莲主持
仪式。

仪式上，杭钢集团、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共同上台签订协议，这
也标志着银团贷款的正式落地，将
为青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提供全
方位的金融支持。

吴东明在致辞中表示，浙江青
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全省“千
项万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山海协作、产业共富”为主线，是推
动“两山”理念转化、建设“绿色浙
江”的重大举措，肩负着推动能源绿
色转型、保障电力安全供应的重要
使命。此次青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银团签约仪式，是政银企三方深化
绿色金融合作，助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各方着眼
未来战略布局，加强合作、共谋发展

的务实之举。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电站项目将早日建成投产，为
杭钢集团和青田县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潘伟在致辞中说，青田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是青田迄今为止最大
的单体投资项目，也是青田建设共
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的示范
性、引领性工程。在杭钢集团与全
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下，项目攻坚
克难、高效推进，1 号隧道提前 98
天打通，通风洞兼安全洞提前153
天实现贯通，充分体现了“杭钢速
度”与“杭钢精神”。今天银团贷款
的签约落地，无疑将为青田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融资提供坚实保障，相
信在国开行和农行等银团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项目建设必将更加高
效顺利。县委、县政府也希望能以
此次签约为契机，与杭钢及各银行
携手并进，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层次，在更多重大项目、
关键领域中谱写“政银企”三方共
赢的美好篇章，助力青田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

会前，与会人员还来到青田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先后调研了
通风兼安全洞、筹建期 EPC 总包
部、中心实验室项目部等，全方位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

浙江青田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银团签约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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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县供电公司联合瓯南街道石门社区开展“侨电益行·低空启航”无人机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参与。此次活动让大家近距
离了解无人机技术及其应用前景，为当地低空经济发展储备人才。 陈柔妤

本报讯 （记者 叶春笼） 日
前，330 国道海口镇高沙村段一套
智能化防汛系统完成调试后顺利
上岗运行，对边坡、雨情和水位等
数据及时感知和预警，用数字化手
段筑牢汛期“安全堤”。

“这套系统投入使用后，目前
监测的数据正常，设备也在正常运
行。”数字公路应用技术浙江省工

程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这套
智能化防汛系统实现了对公路防
汛的全面监测，当达到预警条件
时，系统会主动通知相关人员。随
后，相关人员会根据预警情况和实
时监控，把现场情况反馈给相关部
门，及时解除公路上的险情。

智能化防汛系统由雨量监测
器、落石监测器、GNSS地表位移监
测器、报警器以及边坡上安装的感

应设备等多套设备组成，实现了从
风险监测、预报预警到应急处置的
闭环式全流程的管理。截至目前，
我县已在 G330 国道洞合线、S220
省道青泰线、X225县道林黄线安装
5套智能化防汛系统。

县交通运输发展中心国省道
轨道科副科长周日杰说，这一系统
如同防汛“千里眼”，能够提前预警
和发现公路汛情、山体滑坡等地质

灾害，并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分析
和处理，为管养决策提供科学性依
据，有效提高了公路的管养精度。

下一步，县交通运输部门还将
根据风险普查数据，继续在国省
道、县道等公路重点边坡挡墙增设
智能化设备。同时，加强对现有系
统的管理和养护，不断提升公路安
全等级，让公路防汛指挥调度更及
时、更科学。

智能化系统上岗 构筑防汛“数字屏障”

本报讯 （记者 张清岚 张永
益） 4月14日，我县召开发展轴建
设方案汇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论述
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做
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
把建强发展轴作为促进“融合”的
关键抓手，精准把握发展机遇、科
学谋划发展蓝图，努力为推动共同
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县域
实践范例。县委书记林霞出席会
议并讲话，县领导潘伟、童森军、阮
美莲、叶永青等参加。

会上，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县
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发展
轴建设总体布局、显著优势及短板

弱项等内容，并汇报发展轴建设方
案。与会领导及各单位相关负责
人依次作交流发言。

林霞指出，建强“县城—中心镇
—重点村”发展轴是浙江全面推进
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的重要举措，
也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通
道、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载体。
全县上下要敏锐捕捉时代机遇，围
绕“一城一镇五组团”瓯江侨乡共富
先行发展轴，不断促进城乡规划、基
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确保
各项工作压茬推进、落地见效。

林霞强调，要锚定战略目标，
积极争取入选省级发展轴。以高
标准、前瞻性思维编制省级发展轴
建设方案，明确空间布局、功能定

位、项目清单及实施路径，确保方
案契合县域实际和省级战略导向；
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主动争取省
级部门政策、资金、试点等支持，争
取将瓯江侨乡共富发展轴纳入省
级发展轴核心规划，打造共同富裕
县域样板。要聚焦痛点堵点，精准
施策补齐发展短板。破解空间制
约难题，坚持“融城于山、融山于
城、跨山建城”的山地城市建设理
念，创新空间利用模式，释放城市
发展潜能；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聚
焦公共交通、医疗保障、文化产业
等领域，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项
目建设，确保各项资源配套与城市
发展需求相匹配；健全就业促进体
系，推动新就业群体从“生存型就

业”向“发展型共富”跃升，以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助推共
同富裕。要强化项目攻坚，推动强
城和中心镇项目落地落实。县发
改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细化任
务清单、强化要素保障、拓展城市
框架，推动县城由“瓯江沿岸”向

“东西南北”全向延伸；县建设局要
聚焦主城区发展，持续更新城市面
貌和整体环境，全力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现代化县城、山地城市建设
试点；县农业农村局要打造重点村
重要节点，推动“大村带小村”发展
模式，进而撬动片区组团发展；县
财政局要积极参与项目梳理与研
判工作，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的资
金支持。

谋实建强发展轴 勇做共富“挺进师”
我县召开发展轴建设方案汇报会

本报讯 （记者 章晨阳） 日
前，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六
次主任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郑家彪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讨论了县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前调研活
动安排、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2025
年工作要点、2025年度县人大常委
会代表工委工作安排表及其他事
项。

郑家彪指出，2025年度的各项
调研活动关系到党委、政府的中心
工作和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各主
任、工委要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

根据前期摸排情况进一步优化方
案，形成科学严谨、深入民心、直指
问题的调研活动；要始终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形成合力一体推进调研
活动走深走实，坚决做到县委、县
政府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
里；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
法监督，让每一次监督都成为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公开课”，让群
众深刻感受到代表在身边、监督在
身边、民主在身边，以高质量人大
工作推动青田高质量发展。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十六次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陈柔妤 王晓
蕾） 日前，“萤光森林·祯埠之夜”
萤火音乐创作营开营仪式在祯埠
绿道乡村日记研学基地举行，来自
海峡两岸的音乐人和当地村民、各
地游客共 5000 多人，在这里观萤
火、赏音乐、逛市集，共同开启一场
充满诗意和创意的浪漫之约。

晚上 6 点半，仪式在主题原创
舞蹈《祯埠一样的萤火》中拉开序
幕，“小精灵”们灵动的表演，将现
场观众带入了一个浪漫的萤火童
话世界。随后，国内舞蹈演员和国
际友人合作扮演的萤火仙子，以优
美的舞姿展现了别样的萤火虫风
采。原飞儿乐团吉他手阿沁（Re-
al）、快乐男生姚智鑫、抖音知名音
乐人蔡鹤峰、酷狗认证歌手棉子等
创作营成员纷纷上台分享音乐，

《月牙湾》《时间列车》《山水》《一万
个瞬间》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

曲，迅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当晚

和朋友专程从丽水赶来游玩的游
客刘柯言说，在优美的绿道上，欣
赏了许多歌星的表演，又看到了浪
漫的萤火虫，非常难得。

此外，活动中青田县数字音乐
创作基地和数字游民社区正式揭
牌，祯埠镇与杭州光影岁月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共建意向协
议，标志着“音乐+文旅”的乡村振
兴模式正式落地。

“将录音棚场景切换到故乡自
然环境中，打破了都市化创作的惯
性思维。祯埠镇的萤火虫景观、绿
道等元素成为创作素材，推动‘景
观叙事’进入流行音乐，这几天团
队已产出5首萤火虫主题作品。”杭
州光影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
责人赵昊枫介绍，通过此次签约为
契机，接下来计划让阿沁、九德等

不同制作人轮流带队机制，既保证
创作多样性，又能通过多视角挖掘
地方文化IP，形成“音乐人驻村”的
创新模式。

开营仪式结束后，在萤火仙子
的引导下，现场观众纷纷走进绿道
赏萤打卡。只见草丛里、池塘边，
点点萤火如繁星闪烁，让人感觉仿
佛走进一个童话世界。与此同时，
在活动现场设置的共富市集上，漆
扇、山茶油、农特产品、小吃等琳琅
满目的展品，也让现场观众大饱眼
福、口福。

全长 10.5 公里的祯埠绿道于
2021年被评为“浙江最美绿道”，这
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生态优良，
是得天独厚的萤火虫栖息地。每
年三、四月，大量萤火虫与沿途的
花鸟虫林，形成八百里瓯江沿岸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近年来，当地推
出的“萤火市集”“赏萤研学”“星空

下的诗会”等“萤火虫+”模式，受到
游客追捧。2024年，祯埠绿道共吸
引游客 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00 多万元。2025 年，音乐成了萤
火虫经济的新尝试。

此次音乐创作营以萤火虫生
态资源为依托、以音乐创作为载体
的文旅融合实践，是祯埠镇探索

“音乐赋能乡村振兴”的首个实践
项目。“我们不仅要让游客看见萤
火虫的浪漫，更要让这份美丽产生
持久价值。”祯埠镇镇长陈叶兰表
示，接下来，祯埠镇将以此次活动
为璀璨起点，以打造我县首个数字
音乐原创基地为目标，通过定期的
创作营活动，吸引优秀音乐人才和
团队前来创作和展示，持续打好

“萤火”和“音乐”品牌，促进文旅融
合与产业升级，用文化持续为乡村
振兴赋能。

祯埠：“赏萤季”浪漫启幕 一起去看“萤光”

本报讯（记者 邹 俊 通讯
员 周懿）“又过来啦，你们这么隔
三差五地来看我们，真是辛苦了。”
近日，北山镇张坪村村民张奶奶看
着从县城来的志愿者们，不由得喜
笑颜开，并在志愿者帮助下测完了
血压。

近年来，我县聚焦山区老年人
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出制约山区养
老服务的出行难、理发难、就医难
等堵点难点问题，加大资源统筹力
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志愿者队
伍等优势，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质
量，推出助餐、助医、助行、助急、助
浴、助洁、助销、助购、助学、助乐等

“十助”服务，打通山区养老服务
“最后一公里”。

“我们配置山区养老流动服务
车，同时统筹整合多部门资源，建
立全县‘流动帮帮车’服务联盟，每
周入村为老年人提供农产品代销
代购、上门问诊、药品代买等服务，
全覆盖探访关爱独居、空巢、留守
等特殊困难人群。”县民政局养老
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郑小平介绍，
我县还充分发挥村社党群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村文化
礼堂等阵地作用，打造爱心食堂、
银发助餐点、老年大学等服务站
262个，实现山区养老服务“开门即

享”。
为了让养老服务更加精准更有

温度，我县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对全县老年群体开展大摸底
行动，并根据老年人需求，精准设立
13类、115个服务项目，涵盖衣物洗
涤、测量血压、洗浴助浴等老年人日
常生活所需，并按需匹配建立“一对
一”服务档案。同时，以“党员+干
部+专业人员”为基本架构，整合助
老服务资源，推进“一乡镇一爱心服
务队”建设，组建32支爱心服务队，
包含党员、网格员、志愿者、社会力
量等5000余人，培育养老管家302
名，确保各乡镇（街道）都有服务队，
村村都有服务力量。

自“十助”服务启动以来，我县
累计开展助餐、助洁、助医、助购、
助急等服务 201.6 万人次，探访关
爱独居、空巢、留守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15.6万人次，有力推进基层服
务质量提升和山区养老事业幸福
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秉持‘服务跟
着老人走’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山
区流动服务长效机制，补齐服务短
板，提升服务质量，为青田山区老
年人提供更加多元、更加便捷、更
加专业的优质养老服务。”县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通山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十助服务”温暖山区老人

我县获捐445件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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