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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以奋斗
之姿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作为
安溪田园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安溪畲族乡最大的
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1.5亿元的
后塘农旅融合产业园项目自2022
年2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累计完
成投资额近 1 亿元，有望在明年

“五一”假期开启试营业。
芳菲随春去，碧绿入夏来，在

安溪乡后塘自然村，五月的后塘
农旅融合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同
样也是一片绿意盎然。野山樱花
季刚一过，五颜六色的玫瑰在蜿
蜒小路旁相继绽放，红叶李和雪
梨树在酝酿盛夏的果实，各种形
状的奇石冲破地表，与青山相映
成趣。四栋新中式建筑错落分布
在海拔 600 米以上的丘陵缓坡
上，背靠佛儿岩景区，坐拥 1438.3
亩森林负氧离子，面朝田园安溪
迎山风而立，成为大山深处一道
别样的风景。“项目的旅游板块以
点状供地方式挂牌了四个配套地
块，用地面积超 15 亩，建有培训
中心、雪梨培育研究中心、康养中
心、酒店等。”项目负责人郭峥说，
目前，四个配套地块均已结顶，工
人们铆足干劲赶进度，室内装修

施工已陆续进场，力争一年后交
付浙江黄龙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运营使用。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后塘农
旅融合产业园项目主要由农业板
块和旅游板块构成，采用生态化
开发方式，进行山地建筑整体布
局及四季景观打造，同时依托优
良的雪梨产业园，打响雪梨品牌，
发展雪梨产业链，做足“梨养”文
章。“在这里，我们想打造一个可
观光、研学的百年梨树园，从外地
引进这 40 多棵百年树龄的老梨
树，你看这嫩叶和嫩果，长势非常
好！”郭峥介绍，目前，该项目的农
业板块流转土地 1280 亩，完成种
植 云 和 雪 梨 等 山 地 果 园 约 800
亩，花卉、水稻等观赏作物 400 余
亩，雪梨、大米等农产品年产量达
10万斤。

“按照农业展示及培训中心、
雪梨度假核、畲药康养区、田园休
闲区、农业观光区的‘一心、一核、
三区’目标，我们力争在最后一年
时间，将该产业园项目打造成为
集绿色旅游、农事体验、森林康养
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在生态
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中激
活乡村发展动能。”郭峥表示。

安溪后塘农旅融合
产业园项目有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陈雅雯 通讯
员 林慧丽）“五一”假期过后，云
和湖仙宫景区依然热度不减，不
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开启
更加悠闲、舒适的旅行体验。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仙宫
景区，但相比上次有了很大不同，
游客中心换了位置，游船时间拉
长了，游线也更加丰富了。”来自
青田的游客叶莉竖起大拇指说
道。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活乡村
旅游“神经中枢”，今年“五一”前
夕，仙宫景区将游客服务中心搬
迁至紧水滩镇龙门村，并将龙门
乡村博物馆、特色渔街、莲花平台
等村内景点与仙宫湖游船、仙牛
岛体验项目串联成特色文旅体验
圈，全力推动“以景带村、以村促
旅、村景共兴”的乡村振兴发展新
图景。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游客服
务中心设在龙门村党群服务中
心，集票务服务、旅游咨询、志愿
服务于一体，配套景区导览系统，
并结合龙门村“民盟助力乡村振

兴实践基地”，不断提升游客旅游
体验。

“‘五一’期间，景区共接待游
客 1.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7%。
随之而来的是到我们村游玩的游
客比去年明显增多了。”龙门村党
总支书记林宗平告诉记者，随着
仙宫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搬迁，
龙门村依托“公园乡村建设+景
区资源联动”模式，迎来了文旅发
展新拐点，村内 20 余户村民通过
民宿改造、旅游服务、有机鱼销售
等方式参与文旅产业链，共同推
动龙门村从景区“观众席”向旅游

“主阵地”转型，今年“五一”期间
龙门村实现旅游收入超30万元。

“此次游客中心搬迁，是景区
与乡村建设的‘双向奔赴’，不仅
为景区和村庄注入新活力，更探
索出一条‘景区资源下沉、乡村价
值上提’的共富路径。”紧水滩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去，他们还
将以公园乡村建设为抓手，推进

“景村”融合向纵深发展，让绿水
青 山 真 正 成 为 村 民 的“ 幸 福 靠
山”。

紧水滩镇“景村”融合再进一步

本报讯（记者 林静 通讯员
裘富文）夏日初临，万物并秀。五
月伊始，凤凰山街道新岭村的百
亩桃林已染上夏日的浓绿，桃花
源记畲族特色主题餐厅正式开门
迎客。

近日，在新岭村桃花源记畲
族特色主题餐厅，前来品尝特色
美 食 的 客 人 络 绎 不 绝 ，热 闹 非
凡。这座集餐饮、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沉浸式空间，已然成为新岭
村加快农文旅融合、促进集体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餐厅的落地是我们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新岭村
党支部书记徐美阳介绍道。新岭
村积极探索“党建+农文旅”发展
模式，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引入市
场化运营机制。该项目不仅为村
民提供了 30 余个就业岗位，还带
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增加20余万
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漫步如今的新岭村，一幅美
丽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游客们
既可沿着荷塘月色滨水游步道悠
然漫步，欣赏湖光山色；夜幕降

临，还可参与篝火晚会、亲子露营
等特色活动，尽情感受“诗意栖
居”与“活力乡村”的双重魅力。

新岭村的华丽蜕变，是我县
推进“公园乡村”建设的生动写
照。新岭村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
产业开发深度融合，通过景观提
升、文化赋能，将传统村落打造成
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
乡愁”的美丽家园。如今，这里不
仅是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
饭”，日子越过越红火。“接下来，
我 们 将 继 续 深 入 落 实‘ 千 万 工
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强化高质
量发展‘引擎’，持续推动‘周末经
济’‘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同时，
通过‘共富合伙人’计划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村庄运营，让‘沉睡资
源’转化为‘发展活水’，为村民铺
就更宽广的共富之路。”凤凰山街
道负责人表示。

凤凰山街道打造
农文旅融合新样板

本报讯（记者 王凤凤 通讯员 吴
佳佳）前不久，县水源地保护执法队伍
利用新升级的 AI智能识别系统，仅用
半小时就完成了对整片一级保护区的
巡查，精准锁定并处理了一起非法垂
钓事件。这是我县推进“一支队伍管
执法”改革，赋能水源地保护的生动注
脚。

今年以来，我县以县域“一支队伍
管执法”改革为突破口，将水源地保护
纳入综合执法“全链条”场景，构建起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全域共治”的生
态保护新格局，实现执法效能与生态
保护双赢。

我县打破以往水源地保护中多部

门职责交叉、执法力量分散、响应滞后
的局面，整合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
源等 6 个部门 30 项涉水源地执法事
项，组建专业化水源地保护队伍，并配
备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通过“一支队
伍管到底、一张清单明权责、一套标准
抓执法”，并借助数据共享平台实时对
接水质监测、河道监控等系统，形成

“问题发现—快速响应—联动处置”闭
环机制，执法效率提升 60%以上，成功
实现从“九龙治水”到“一网统管”。

在水源地安全防护上，执法队还
聚焦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创新“三
查三治”工作法。运用无人机每周开
展空中巡检，借助 AI自动识别非法垂

钓、排污口、违建等行为，累计发现并
整改问题隐患 42 处；联合环保专家、
河湖长、公益组织，每季度开展水质安
全“把脉会诊”，溯源整治农业面源污
染、生活污水排放等问题；开通饮用水
保护举报渠道热线，设立“生态积分”
奖励机制，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
民共治氛围。同时，执法队与供水企
业建立“执法 +服务”联动机制，指导
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并开展突发污染事
件演练，保障从源头到水龙头的全程
安全。

在长效治理方面，我县秉持“惩防
并举、疏堵结合”理念，对保护区内非
法垂钓、乱排乱倒等行为“零容忍”，事

项划转后已查处违法案件 83 起。与
此同时，推动生态补偿机制落地，沿用

《云和县雾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补偿因水源保护
受影响的组织和个人，让群众从“护
水”中受益。

如今，县域主要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持续保持 100%，实现生态效益与民
生福祉双提升。我县以“一支队伍管
执法”改革“一根针”穿起水源地保护

“千条线”，正成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
生动范例。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

“大综合执法+精准化服务”模式，守
护一泓清水，筑牢群众饮水安全生命
线。

“一支队伍管执法”智护生命之源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日前，一场
火灾逃生自救演练在白龙山街道大坪
社区云甬小区四期展开，由街道、社区
联合县科学技术学会、县应急管理局
等多个专业部门现场授课，为居民讲
授防灾避险知识，让“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的安全理念扎根基层、深入
人心。

上午 9 点 30 分，随着烟雾弹被抛
入楼道，演练正式开始。云甬四期业

委会主任邱世良与社区工作者组成应
急小组，用湿毛巾掩住口鼻，在楼道内
快速往返、逐层排查，引导居民俯身弯
腰撤离。现场虽然紧张感十足，却始
终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
下，散布在各个楼层的居民仅用几分
钟便完成了疏散。

“云甬四期有 16栋房子、700多户
居民，每家每户都是农村过来的，这次
演练让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消火栓和

灭火器、怎么逃生，感觉特别有用。”邱
世良说，演练的内容既紧接地气又明
了易懂，非常适合他们。

在后续的培训环节中，工作人员
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规范操作与心肺
复苏急救技能。不少居民是首次参加
此类活动，大家既紧张，又兴奋，就连
部分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也跃跃欲
试，亲自上手体验灭火流程，短短几分
钟，许多社区居民便完成了消防技能

的“提档升级”。
作为基层防灾减灾的最小单元，

社区的应急能力建设关系着千家万户
的平安幸福。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下
山转移安置社区，后续，大坪社区将始
终以居民安全为先，不断完善社区安
全设施，持续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为
居民的幸福生活筑起防灾减灾的坚实
屏障。

云和开展下山居民专题“防灾减灾课”

本报讯（记者 王凤凤 通讯员 项
大圣）近日，位于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
内的“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外墙屏幕
上，滚动播放的招聘信息吸引了群众
驻足观看。这座由社区就业服务中心
盘活而来的“共富综合体”，正成为大
坪社区探索特色共富模式、助力群众
就业增收的鲜活写照。

2024年 11月，在县妇联的统筹规
划与资源整合下，大坪社区就业服务
中心启动改造升级工程。如今，改造
后的“共富工坊”服务中心构建起四层
立体产业生态：一楼的云和雪梨分拣
中心，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打通

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二楼的来料
加工共富学堂可同时容纳 150 余人，
成为技能提升的“加油站”；三楼的电
子商务中心，让本地农特产品搭上“云
端快车”；四楼集平车“共富工坊”、木
玩“共富工坊”、来料加工陈列展示中
心与商业洽谈区于一体，构建起完整
的共富产业链。县妇联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该中心已提供 100余个集中
来料加工岗位，带动集体经济增收近
3万元，同时帮助 600余名妇女和留守
老人实现“楼上居住、楼下就业”的美
好生活愿景。

大坪社区自 2015 年 10 月成立以

来，承载着全县 10个乡镇（街道）53个
村的 1927户、701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
梦想。近年来，社区以“合和大坪・共
富家园”为建设目标，深度整合木玩企
业、电商达人、“云和师傅”等优质资
源，通过搭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巡回
专场招聘会、打造特色“共富工坊”等
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居民提供培训、交
流、创业、就业“一站式”综合服务，精
准匹配多元化就业需求。

针对老中青困等不同群体，大坪
社区还开展“社企牵手就业协助帮扶”
行动，携手云和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
有限公司，帮助 40 多位老年人、低收

入农户、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同时，
社区打造的盆景产业“共富工坊”，自
2024年以来已开展技能培训 500余人
次，为 1800 余名搬迁群众提供盆景培
育孵化、木玩配件组装等工作岗位，
2024 年，社区搬迁安置农民人均年收
入达6万余元。

“我们将持续完善‘共富工坊’服
务中心、盆景交易市场、和坪邻里公共
服务中心建设，定期举办共富市集活
动，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就
业饭碗’，在共富路上走得更稳、更
实。”大坪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和激活搬迁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经济

近日，一群白鹭在浮
云溪畔觅食嬉戏。随着
近年来我县生态环境的
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
鸟类在我县落户，与人类
和谐相处。

刘海波 文/摄

在云和，有这样一位白衣天使，她
以专业为舟，以爱心为桨，在“浙里护
理”的航道上乘风破浪，为县域百姓送
去健康与希望。她，就是县人民医院主
管护师周慧云。值此护士节，记者走近
这位扎根护理一线 16年的“健康守护
者”，聆听她与患者之间的暖心故事。

自 2022 年底县人民医院启动“互
联网+护理服务”以来，周慧云便化身

“健康使者”，穿梭于县城及山区。截
至目前，她已累计完成居家护理上门
服务 116 次，接受线上咨询 200 余次。

“很多老人行动不便，子女又不在身
边，‘互联网+护理服务’就是他们的

‘及时雨’。”周慧云说，“虽然路上要

花费不少时间，但看到患者康复后的
笑容，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年近九旬的叶大爷因多种疾病在
杭州治疗后居家康复，尾骶部出现严
重压疮。面对这一高难度护理任务，
周慧云迎难而上。她不仅制定了系统
的治疗方案，还创新设计敷料固定方
法。“叶大爷的伤口位置特殊，普通的
固定方式效果不好。”周慧云回忆道，

“我尝试了多种材料和方法，终于找到
了最适合的方案。”经过三个半月的
努力，叶大爷的伤口终于愈合。“周护
士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为父亲的病
情操碎了心。”叶大爷的家属说，她经
常在医院忙碌一整天后利用下班时

间，甚至是在加班后，赶到叶大爷家中
进行清创换药，一次换药就要弯腰半
小时。这样的故事，在周慧云的护理
生涯中不胜枚举。

患者陈阿姨因尾骶部皮肤破溃住
院，在周慧云护士的精心护理下，病情
明显好转。出院后，面对引流管不通
畅的突发情况，家属焦急万分。尽管
已是晚上八点多，且外面下着大雨，接
到求助后的周慧云没有丝毫犹豫，立
即前往陈阿姨家中。到达后，她迅速
分析原因，联系专家会诊，并妥善安排
陈阿姨住院重新置管。“治病救人是我
的职责，看到患者康复就是最好的回
报。”周慧云坚定地说。

周慧云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广泛赞誉，也获
得了诸多荣誉。作为浙江省伤口造
口专科护士，她先后获得了云和县优
秀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明星、
优质护理服务标兵及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但面对荣誉，她始终保持着那
份初心与谦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
做的事情，看到患者康复，就是我最
大的幸福。”

周慧云这样的白衣天使们用脚步
丈量责任，用专业守护健康，用爱心温
暖人心，在“浙里护理”的道路上，持续
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让优质护理
服务洒遍云和每一个角落。

116次上门，200通咨询

周慧云：让护理有速度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林静 通讯员 张洪薇

打造全国山区县域
新型城镇化共富样板

云和湖有机鱼外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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