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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雅雯 通讯
员 蓝慧中）近日，紧水滩镇石浦
村“又见花开”民宿完成 5000 多
盆的桑蓓斯凤仙花上墙工作。不
久后，这座位于乡野之中的民宿，
将以其满墙芬芳，喜迎八方游客。

“又见花开”民宿是石浦村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近年来，以公园
乡村建设为抓手，石浦村聚焦环境
整治、项目建设、乡村运营等方面
破题，串联民宿、古村、园艺产业
链，全面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将绿色与繁花引入民宿建
筑立面，不仅提升了民宿的美观
度，还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这
些植物不仅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
害物质，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同
时还能降低墙面温度。”民宿负责
人钟政鑫介绍道。

以花为媒，这是石浦村谋划
的兴村富民新路径。

在石浦共富园艺产业园里，
喜林草等 10 余个品种的鲜花即

将迎来绽放期。石浦村党总支书
记彭永生告诉记者，为积极探索
乡村运营之路，去年，石浦村引入
丽水小样乡村运营有限公司，集
中流转 100 余亩农田，重新打造

“石浦花海”，并通过“企业+村集
体+产业+农户”的方式，让多项
产业围绕一块田野“全面开花”，
重新激活村庄发展活力。

“仅民宿项目，每年就可为村
集体增收 20 万元租金收入。”彭
永生说，今年“五一”期间，石浦村
还将举办花卉展，将花卉观赏与
文化体验、消费升级深度融合，打
造一场独具魅力的沉浸式文旅花
卉盛宴，实现“活动引流、文旅变
现、产业增值”。

下一步，石浦村将不断补齐
公园乡村配套功能，联动民宿推
出花卉研学、疗愈体验、花艺培训
等“花季套餐”体验项目，通过做
强“花产业”，提升“花经济”，推动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石浦村以花铺就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雷倩）连日来，
在赤石乡“乡村酒吧小剧场”项目
现场，工人们忙着搬砖头、运水
泥，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因为原先的房子比较老旧，
不太牢固。现在主要工作是巩固
和改造，下阶段就可以开始内部
装修了。”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乡村酒吧小剧场”目前已
经完成 20%的改造任务，预计今
年6月上旬项目能全部建成。

据悉，赤石乡“乡村酒吧小剧
场”项目选址赤石村“嗨周末”文
化街区侧面下坡一处原为老村委
楼的闲置房屋，总面积有 100 多
平方米，内部设置舞台区、吧台

区、观众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装修
风格以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复
古格调为设计定位，打造沉浸式

“演艺+”场景空间。引入社会团
体运营，导入脱口秀、剧本杀、儿
童剧等互动文娱业态，持续优化
创意，开设场景预约、售票观演等
功能，将场景演艺与娱乐、消费结
合起来，构建迎合年轻人追求个
性的网红打卡集结空间。同时，
与艺术机构、院校等建立合作交
流机制，以培训、交流、展演等方
式，吸引演艺人才和演艺爱好者
前来交流，打造“小而美”“小而
精”的演艺文化研学集聚地和实
训基地。

赤石“乡村酒吧小剧场”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 陈雅雯 通讯
员 阙凌杰）近日，在新建南路延
伸工程现场，记者见到多辆挖掘
机正在紧张作业，机器轰鸣，工人
们各司其职不停忙碌，为工程进
度争分夺秒。据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于一周前开工，当前
正进行雨污水管道和桥梁施工。

据了解，新建南路延伸工程
起点位于高速桥下，终点接创新
大道，总投资 9800 余万元，总用
地面积 35071 平方米，新建南路

延伸段全长 978米、宽 30米，创新
大道衔接段全长 136米、宽 32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地
下管线及附属设施等。

该项目作为我县“六纵”东西
道路中的城市主干道，实施完成
后，能使新建路至创新大道道路
全线贯通，是完善城市路网结构、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缓解云和经
开区交通压力的重要举措，惠及
周边众多企业及居民出行。

新建南路延伸工程火热施工中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 通讯员 吴
胜楠 胡柳燕）绿芽新绽的古樟树，泛
着碧波的小梯田，优美逶迤的村间小
路与身穿畲服的“梨享青年”交相辉映
……近日，安溪畲族乡的“梨享青年”
们化身宣讲员，将理论宣讲搬到田园
屋舍，并与当地的流动儿童剧结合起
来，别开生面的宣讲让人耳目一新。

“畲族服饰上的凤凰是什么意思
呢？”“畲族婚嫁为什么会有‘脱草鞋’的
仪式……”活动现场，游客们对畲族文
化和传统习俗充满浓厚兴趣，宣讲员们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将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厚植文化根脉等内容与自身工作生
活经历结合，向游客娓娓道来。宣讲员
还与游客们一起沉浸式参与流动儿童

剧，通过畲族祭祀、婚嫁、畲歌对唱等畲
族非遗文化展示与互动体验，沉浸式感
受畲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是理论宣讲形式的一
种探索，也是黄处畲寨儿童文学村构
建‘人文乡村’的重要实践，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拉近理论宣讲与群众之
间的距离，让理论知识在基层遍地开
花。”安溪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安溪乡将持续开展“梨享青年”系列宣
讲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断
推进理论宣讲走进田间地头，进一步
打造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畲乡温
度”的宣讲阵地。

不久前，元和街道联合县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组织辖区“90”“00”后

青年干部来到元和街道梨庄村的梨花
院子，开展“浙青年・爱学习”暨技能
型干部实践活动。

在梨庄村“梨不开你”共富直播
间，来自丽水市新媒体的营销专家杨
郑汝以“数字化时代的农产品营销”为
主题，为青年干部们带来一堂生动的
直播实操课程。除了专业授课讲解，
在分组模拟环节，青年干部们还化身

“主播”，围绕“如何让百年雪梨触网焕
新”展开创意比拼。“直播带货不仅是
一种很好的销售渠道，更是文化传播
的新载体，我们要善于用年轻的表达
来讲好雪梨故事，让云和雪梨产业发
展搭乘数字快车。”青年干部蔡子琦
表示。

在苏坑梨园，青年干部们沿着梨
园游步道开展沉浸式研学。在一棵超
200 年树龄的古梨树下，当地梨农结
合雪梨种植技术变革，介绍起了老雪
梨的习性、产量、管护过程等。“此次活
动是元和街道开展技能型干部培训的
活动之一，通过‘理论学习+实地研
学’的模式，引导青年干部深入了解雪
梨产业发展脉络。”元和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借助“导师帮
带制”组织青年干部与雪梨种植大户
结对学习管护技术，举办“雪梨产业金
点子比拼”“梨园送宝话共富”系列宣
讲，以及在抖音开设“梨不开你直播
间”，每月推出特色主题活动等，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云和青年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静 通讯员 马国
健）为全面提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
场服务质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积
极探索创新，构建全周期智治管理系
统。自 2024 年 9 月上线全流程“数字
见证”系统以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共见证 99 个项目，其中工程项目 50
个、采购项目 49 个，并生成交易见证
书 74 个，工程项目与采购项目各 37
个，实现了交易服务效能与廉政风险
防控的双重提升。

在传统模式下，代理机构存在人
员租借、履职不规范等管理难题，“人

盯人”现场见证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
廉政风险较高。如今，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通过数字化手段成功破解这些
难题。

该中心建立“双认证+动态追踪”
机制，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需通过

“人脸识别+身份证识别”双重验证
通过门禁机，并且需在取卡机上获取
定位轨迹卡才能进入指定的评标室，
系统实时记录代理人员行动轨迹，配
合评标室音视频监控，实现代理行为
全流程可追溯，有效规范了代理机构
的行为。同时，构建“物理隔离+云

端见证”体系，将传统见证模式升级
为数字化远程监管。设立独立数字
见证室，见证员在专设数字见证室即
可监督评委规范开展评标工作，借助
网络、视频、电话等工具，实时、全景
地提供见证服务，实现见证工作数字
化转型的同时，有效避免见证人员与
现场交易服务对象的接触，降低廉政
风险。

此外，交易中心见证人员在见证
室的大屏前即可对项目交易实施全生
命周期的线上实时见证记录。一旦出
现异常行为，可以配合县住建局、水利

局、交通运输局等行业监督部门查询
异常交易事项。评标结束后，“数字见
证”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化见证视频，为

“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可靠依据，实
现监管工作的数据全面闭环。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数字化
的手段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着力构建更加公正、规范、
高效、廉洁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优
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
交易各方主体，助力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 。”县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负 责 人
表示。

云和“数字见证”打造公平透明交易环境

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 通讯员 刘
倩）又是一年春耕备耕好时节，在安溪
畲族乡的雪梨种植基地，梨农们正精
心开展梨园管理。“今年雪梨种植情况
如何？”“各项惠农补助政策落实了
吗？”近日，安溪乡纪检监察干部走进
梨园，向梨农全面了解春耕备耕情
况。雪梨种植大户洪广平说：“种雪梨
既有政策保障又有技术指导，我们信
心满满。”

近段时间，我县各级纪检监察干
部下沉一线，聚焦惠农政策落实、农资
保供、农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开展监督，推动各部门压实责任，

护航春耕备耕顺应时令“加速跑”。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化肥、农药、

种子等农资储备充足吗？价格相较于
去年如何？”在县农资产品销售点，县纪
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干部联合
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联社等部门，通
过入店调查等形式，检查种子、化肥、农
药等农资产品经销情况。同时，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指导农资经营商家建立健
全进货查验、进销台账等制度，积极引
导农资经营商家规范经营，严防假冒伪
劣农资产品进入市场。

石塘镇是我县的茶产业大镇，随着
气温回暖，镇域内的茶叶种植基地陆续

进入春茶采摘期，镇纪委针对“明前茶”
采摘上市周期短、品质要求高等特点，
立足自身职责，围绕农用水电供给、农
业技术指导、农业安全生产等情况，深
入田间地头、茶叶加工点、茶叶交易市
场等重点区域开展监督检查，了解茶农
生产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督
促镇政府相关职能科室及时开展指导、
解决问题，助力农户丰产增收。

下好春耕备耕先手棋，还需打好
守护耕地主动仗。县纪委监委继续紧
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投标、资金
管理使用、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以有
力监督护航更多“粮田”变“良田”，助

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在监督
过程中，县纪检监察干部走进田间地
头、群众家中了解春耕备耕难点堵点
问题，听取意见建议，收集、化解农户
在春耕备耕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
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节点，
我们将立足监督职责，继续紧盯农业
生产重点内容、关键环节，全力护航春
耕备耕。”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深化运用片区协作机制，督促行
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行业监督职责，
以有力有效的监督确保不误农时，助
力乡村振兴。

监督护“春耕”不负好“春光”

眼下，以“千年水乡，多彩
规溪”为主题的规溪村人居环
境提升工程正如火如荼建设
中，盛开的油菜花将五颜六色
的农舍包围，在青山绿水间，显
得格外漂亮。

刘海波 文/摄

铸就防范长城
擦亮识骗慧眼

本报讯（记者 林静 通讯员
王晶）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最常
见 的 恶 性 肿 瘤 。 近 日 ，云 和 县
2025 年省民生实事结直肠癌筛
查工作全面启动。此次筛查工作
极具创新性，我县紧密结合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采用“点位式”开
展筛查工作，为辖区内居民提供
便捷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可
以享受结直肠癌早期筛查。

在凤凰山街道贵溪村文化礼
堂，白龙山凤凰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开展“与家医
相约 和健康相伴”结直肠癌筛查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前来咨询、
检查的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
心地为村民解答。对符合条件的
人群，工作人员不仅协助他们详
细填写结直肠癌筛查评估问卷，
还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采样
方法，并有序发放试管完成样本
采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村民
们还可以在现场签约家庭医生，
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前
期我们中心对参与结直肠癌筛查
工作的人员开展了专题培训，确
保该项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在
提升筛查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同时

尽可能缩短居民等候检查的时
间。”白龙山凤凰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此外，医护人员还为村民提
供了血糖、血压测量及医疗咨询，
让村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增强了老年人对常
见健康问题的自我管理能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样的免费
筛查活动真是太好了，不用花一
分钱还节约时间，真的是太感谢
了。”贵溪村村民柳阿姨说。

据悉，2024 年我县结直肠癌
筛查工作共筛查 3247 人，其中筛
查出早癌 3 人，癌前病变 158 人、
中晚期癌症 6 人。“接下来，我县
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
渠道进一步扩大结直肠癌筛查的
知晓率，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居
民主动参与筛查。”县卫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加强对筛
查出的异常结果人群的跟踪管
理，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安排家
庭医生定期随访，及时提供进一
步的诊断、治疗建议和转诊服务，
形成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
流程健康管理闭环，切实为居民
的健康筑牢防线。

家门口享健康福利

云和全面开启结直肠癌筛查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4 月 8 日正
午时分，位于县职技校旁一处民居的
鸡棚突发火情，蹿升的火舌裹挟浓烟
直扑树冠。所幸途经此处的周飞、吴
焕鹤两位教师及时出手，第一时间接
通消防水管、拨打报警电话，在最短时
间内协助压制火情，为后续的专业救
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时我正在烧菜，听到外面鸡棚
烧得砰砰响，还以为有人放鞭炮，出来

看的时候火势已经很大了，我想找手
机又找不到，就大声呼救，喊人帮忙报
警，幸好有职技校的两个老师赶过来，
没有他们，待会儿房子都烧起来了。”
屋主林素娟奶奶回忆，当时熊熊大火
包裹了整个鸡棚，灼人的热浪还在向
周边蔓延，鸡棚边上就是林木和其他
房屋，情况十分危急。

恰在这时，刚刚结束授课的教师
周飞、吴焕鹤从教学楼往下走，透过窗

户发现了浓烟，便迅速出校赶往现
场。在帮助报警的过程中，周飞猛然
想起学校里有消火栓，便立刻折返，与
吴焕鹤隔着学校院墙接好水管，及时
遏制住了将要蔓延的火势。

后续，经县消防救援大队的全力
扑救，明火终被扑灭。勘察整个现场，
焦炭味萦绕不散，过火的木质结构仍
不时冒出阵阵浓烟，而周边的树木与
院墙更是被熏黑了一大片。面对险

情，两位老师在关键时刻的专业素养
和担当精神，让惊魂未定的两位老人
感激不已。

从课堂上的消防安全知识到课堂
外准确高效的救援实践，这场突如其
来的火情，不仅检验了基层消防应急
体系的响应速度，更映照出了教育工
作者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基因”，为“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作出了最为炽热的
注解。

隔墙架起“生命水枪”

云和两教师火场救援尽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