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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媛媛）近日，走

进石塘镇湖滨村，远远就可以望见

两架大型多旋翼无人机在山间飞

翔，走到近处可以听见无人机发出

的阵阵轰鸣声，山脚下工作人员手

持遥控器，精准地操控着无人机的

飞行路线和高度，仅用时 3分钟，就

将山顶上 100多斤重的疫木运输到

地面，在地面的工作人员将运输下

来的疫木放好，准备统一运送到疫

木加工厂进行处置。

“无人机运输疫木的效率比人

工运输高很多，操作起来也很便

捷，一台无人机一天就可以运输疫

木 5 至 6 吨。”李亮无人机团队成员

于靖岩说，无人机运输从吊装、起

运到落地不过几分钟，便能将疫木

从山顶运载到山脚下，地面作业区

域还停放着一台发电机，用于给备

用电池充电，可满足长时间连续作

业的需求，确保无人机连续稳定地

运行。

据悉，无人机在运输疫木方面

特别适用于地形崎岖、交通困难的

地区。以往依靠人力徒步搬运，可

能需要耗费一至两个小时，而无人

机通过空中吊运，仅需数分钟即可

完成 120 斤左右枯死木的运输任

务，显著提高了运输的速度和效率，

为疫木的下山运输提供了一种高效

且安全的新方法。这是云和首次采

用无人机搬运疫木下山，将农业机

器运用到林业上，实现疫木除治领

域“机器换人”的重大突破。

下一步，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

将不断优化疫木除治方式，积极推

动无人机在疫木除治工作中的应

用，发挥无人机高效安全的优势，助

力云和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

无人机成新晋疫木“搬运工”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加油！

加油……”近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新

城分园的孩子们迎来第一届“木玩

乐乐节”。木玩接力赛、卡普乐建

构、积木舞开场秀、小火车和翻山岛

等木玩运动游戏精彩纷呈，在校园

中掀起阵阵高潮。

木玩接力赛中，孩子们根据年

龄段分组，每组 5 人进行木玩游戏

比拼。对于小班的孩子们来说，

动物喂食、串珠、百变木棍这些项

目是个不小的挑战，很考验他们

的手、眼、脑协作能力。在俄罗斯

方块、规律串珠、立体拼搭的比拼

中，大班的孩子们更是尽显身手，

既做到了又快又准，又兼顾接力

赛的团队协作精神，赢得全校师

生们的掌声。

县城东幼教集团新城分园是

和润园小区配套幼儿园，现有 7 个

班级，在园幼儿 195 人，2023 年 9 月

转为公办幼儿园。开园以来，学校

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

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精神

为指导，确定“和煦童心、阅润童

年”的办园理念，搭建了“和·润”课

程框架，包括基础课程《体验式学

习与发展课程》，以木玩、绘本为载

体构建的《绘·玩课程》《云和木玩

游戏课程》等个性化课程，助力孩

子成长为阳光、自信、自然和谐发

展的儿童。“通过各类运动器械、成

品玩具、边角料等支持幼儿体能运

动、建构活动、美工游戏、益智游戏

等，让幼儿在游戏中激发运动能

力、想象力、动手能力等全方位发

展。”副园长王菲菲介绍道。

2004 年以来，云和积极挖掘木

玩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推动“木

玩+幼教”产教融合。经过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云和木玩游戏”实现

产教融合、多向发力，研究成果在全

国 480 多所幼儿园试点推广，点亮

幼儿多彩童年。

云和一幼儿园迎来首届“木玩乐乐节”

本报讯（记者 杜媛媛 通讯员 洪欢）近日，上海缘

界集团的专业运营团队到元和街道梅湾村实地开展公

园乡村项目建设调研，并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预计明

年年初动工。

2024年，梅湾村依托云和红色革命发源地优势，成

功入选第二批公园乡村建设试点和北仑云和两地新一

轮共建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借助这一契机，今

年元和街道成功与上海缘界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

合作协议，计划将革命老区与乡村振兴多方结合，因地

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推动一批绿色生态、旅

游休闲的项目落地生根，力争将梅湾打造成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典型示范。

“梅湾村将深入挖掘自身特色，走差异化联动发展

之路。我们计划实施‘一环四区多点’布局，通过星火

之路转接环连接入口形象区、红色文化展示区、休闲体

验区、拓展培训区等四个区域以及红军纪念馆、红军古

道等 18 个项目节点，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元和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梅湾村还计划建设露营基地及水上越

野基地，开发激流勇进、垂钓、水上竹筏、星空露营等项

目。同时，提升梨园摄影点位，建成俯瞰呈梨花型的骑

行漫游，丰富红色产品展示、雪梨花会、祈福、梨戏曲、

农耕游戏体验、美食小吃等内容，着力打造融农事体

验、休闲观光、康养度假、户外运动、研学实践为一体的

多业态旅游示范村。

下一步，元和街道将依托梅湾村丰富的红色资源

以及“云和雪梨”产业优势，发展多种多样的文旅业态，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梅湾村打造“红绿古金”
融合发展的公园乡村

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 通讯员 张文锶）近日，崇头

镇组织开展冬季用电用气安全宣传活动，为困难独居老

人换新插线板，让老人能够平安过冬。

“家里电线老化、插板破损要及时更换”“插板上不要

插太多电器”……在崇头镇后垟村文化礼堂内，志愿者用

浅显易懂的方式为村内的独居老人、困难老人传授了家

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提醒老人们关注日常容易

忽视的安全问题。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让老人们进

一步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随后，志愿者通过“摆摊设点”回收使用时间长、有

破损的插线板，为老人们免费换新。对于腿脚不便的老

人，志愿者主动帮忙安装，将温暖和安全送上门，为电气

消防安全再加码。“我一直担心这旧插座哪天会出问题，

自己又不方便换，现在可好了，村里帮我解决了大麻烦，

这个冬天用电安心多了。”杨月梅老人开心地说。

下一步，崇头镇将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通过“敲门入户”“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让

消防安全知识传播到辖区内每个角落，切实筑牢困难群

众和特殊群体的安全屏障。

崇头走村入户送平安

本报讯（记者 林静 通讯员 王雅）近日，居住在凤

凰山街道普光社区的沙铺村党支部支委委员周丽英成

功调解了一起邻里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对此次纠纷的妥

善化解点赞。

为更好解决下乡转移群众融合难度大、矛盾纠纷多

的问题，普光社区召集下山转移“双报到”的村两委干部

及“和大姐”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成立“和大姐”解忧团。

“用爱沟通、为民解忧”是“和大姐”解忧团成立的初心。

“自社区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解决居民矛盾

纠纷的最佳方式，现在通过将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

等群体纳入解忧团，让自家人办自家事、家乡人解家乡

愁，更好地解决下山转移群众的各类烦心事。”普光社区

党支部书记王旭芳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把有法律知

识、有威望且热心肠的人员充实到“和大姐”解忧团中，

不断壮大“和大姐”解忧团人才队伍，努力做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培育和谐文明新风气。

“解忧团”为居民出谋划策

“奶奶，笑一下。”“咔嚓、咔嚓！”

近日，“微光公益摄影服务队”志愿

者们来到白龙山街道泓新村，为当

地的老人们免费拍摄照片。

一大早，老人们特意打扮了一

番，早早来到文化礼堂门口等候，看

到志愿者们到来，他们兴奋不已。

拍照、打印、装框……不到 20 分钟，

村民王大伯就拿到了照片。“我平时

都没拍过照片，这些志愿者真好，这

么热心帮我们拍照，还拍得这么好

看。”王大伯竖起大拇指夸赞，笑得

合不拢嘴。

“微光公益摄影服务队”的队长

叫潘庭聪，是云和的一名摄影爱好

者，平日里，他经常会去农村采风。

“我遇到一位老人，他说一生都没拍

过一张照片，问我能不能帮他拍一

张，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很多农村的

老人都这样，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

也许从未真正重视过拍照片这件

事。”潘庭聪谈起免费为老人拍照的

初衷时说。随后，潘庭聪把自己去

乡村为老人们拍的照片发布在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里，身边的朋友纷纷

点赞响应，一同加入志愿者行列中。

虽然有部分志愿者不会拍照，

拍摄水平也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可

以打印相片、处理照片、安装相框、

为老人整理妆容、护送腿脚不便的

老人……每次看到八九十岁的老

人，在相框里看到自己的照片，脸上

洋溢着笑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所

有的辛苦都值了。

潘庭聪所拍摄的照片，有老人

的单人照，也有夫妻的合影；有两

代人的合照，还有四代人的同框

……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独

特的故事。

潘庭聪告诉记者，拍摄时让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爷爷，他们

去崇头镇黄家畲村开展志愿活动

时，一位老爷爷穿着笔挺的衬衫、西

装，脚下的皮鞋也擦得锃亮，在家里

精心打扮了一番，迟迟才来到拍照

现场，拿到照片那一刻，他非常激

动，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从 2021 年开始为老人免费拍

照，至今已有 4年时间，潘庭聪带领

着队员已经走过了云和 60 多个村

庄，为 2000 余名留守老人免费拍摄

了照片，定格了无数的幸福瞬间。

“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纸质的

实体照片会越来越有仪式感，越来

越有纪念意义。这几年对我来说，

也许是一个开始，我会一直坚持拍

下去……”潘庭聪说。

潘庭聪：用镜头记录乡村留守老人
本报记者 林静

近日，我县组织人员在
县城主要街道安装彩色护
栏，妆靓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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