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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光剑

这几日，在仙居县下各镇西六村姚永件家
的杨梅基地，技术工人正在1万多平方米的智能
温控大棚上安装、固定相关配套设施。

在仙居，像这样的智能温控杨梅大棚有近
千亩。该县依托“亲农在线”应用，将远程数据采
集、智能温控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形成
了杨梅智能管护全产业链，带动当地梅农增效
增收和乡村振兴。

让农产业实现提质增量
“年初因为天气影响，仙居的杨梅产量剧

降，我们家的 20亩大棚杨梅依托‘亲农在线’智
能管理系统不减反增，较往年增收了 40 多万
元。”梅农朱铭程说。

2020年底，朱铭程为家中 20亩杨梅林穿上
“新衣”，成为仙居杨梅智能化栽培示范基地之一，
从传统种植转向智能化管理，探索杨梅种植新模
式。去年6月初，他家的大棚杨梅首次出果，卖出每
箱780元的高价，每颗杨梅均价达20元左右。

“我们家今年又新建了20亩杨梅大棚。使用
‘亲农在线’后，浇水、施肥、温度调节都可以在
手机上搞定，管控更精准，产品更甜，产量更
高。”朱铭程一边打开手机演示，一边介绍水肥
一体化调控、避雨设施、太阳能物理捕虫器等智
能化设备。

在种植基地里，不仅日常生产管理有了“智
慧大脑”，农产品还实现“远程看病”。农户一旦
发现农作物出现病症，就能通过“亲农在线”远
程诊断，智能匹配农业专家，实现“云问诊”。

仙居有杨梅面积14万亩，3.15万农户，其中
96%以上为散户。存在区域分布广，散户多，以传
统生产方式占主导的客观现象。生产端存在先
进技术使用难，生产风险大，标准化、商品率低
等问题，导致产量不均衡、增产不增收等现象。

种植分布、气象预警、农业在线指导……
“亲农在线”应用后台，与农业相关的 20多项数
据类别被绘制成独一无二的产业地图，这些数
据来自税务、气象、银行等 12个部门单位，通过
不断分析、整合、应用，反哺农业发展。

依托“亲农在线”，仙居开展了5个杨梅智能
化栽培示范项目，通过智能大棚、智能管理系统
的推广应用，让农民实现靠“数”生产，杨梅产
量、质量和效益都明显提升。相比应用上线前，
杨梅商品果率平均提升 60%，生产减灾 52%，产
值增长 23.5%；2022年杨梅收购单价平均提升
133%，梅农户均增收3.32万元。

“‘亲农在线’应用通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
务，承担起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
划算的生产环节，将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组
织形式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农业，促进小
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引导小农户实
现增产增收。”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
农艺师朱水星说。

让小农户拥抱大市场
今年6月，“中国杨梅60元一颗出口迪拜”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带火了主

角——仙居东魁杨梅。
近年来，仙居归集杨梅产量、产地价格、网销物流等数据，建立杨梅市场与

价格指数模型，对接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真正让小农户衔接大市场。
当地果农90后郭帅，从17岁开始接手管理家中的果园，到现在已经有15

年种植经验，如今是可心杨梅基地负责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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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伟华）10月 7日，
天台县泳溪乡北山村，2022天台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泳溪乡第十二届香米丰
收节举行，全乡3800多亩高山梯田水
稻开镰收割。

“三、二、一，开始……”只听一声
号令，来自全乡各地的农耕高手们，在
稻田里挥镰收割，传送稻穗。

“300单已经售空，再上100单……”
“香米代言人”网络主播们，则忙碌于
北山梯田的红色直播台上，冒雨向网
友推介泳溪香米等农产品，不断有客
户下单。当天，天台赤城、白鹤等乡镇
（街道）的“红色村播”们也来到现场，

一起直播助农。泳溪还与多家单位联
手，通过发布梯田保护开发规划、启动

“红色村播”助农、成立“共富工坊”联
盟等系列活动，架起群众家门口的共
富桥梁。

在香米节上，舞蹈《美丽中国》拉
开了演出序幕。表演唱《我在天台等你
来》、民俗表演《农耕走秀》等节目，精
彩纷呈；稻米专家、种植大户和各地游
客欢聚于此，以稻为媒，共庆丰收、同
享喜悦。

“10年前，我们村的香米，最多卖
2元一斤，现在能卖七八元一斤了。而
且，精品香米还卖到 15元一斤。香米

价格不断上涨、面积逐年增多，拓宽了
山区群众的增收致富路。”天台苍海桑
田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达贵说，
目前全乡香米种植户有1000多户，而
他的合作社种植高山稻米面积有 300
亩，预计亩产超过1000斤。

“泳溪乡将以这次香米丰收节为契
机，走好香米等特色农产品标准化、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之路，闯出一条具有
泳溪辨识度和贡献度的共同富裕新路
径。”泳溪乡党委书记蒋挺说，除了香米
销售喜人之外，眼下的泳溪也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赏泳溪“鎏金梯田”、品
泳溪生态香米、享泳溪农家大礼。

北山梯田稻子开镰

泳溪：“一粒米”谱写“共富曲”

陈飞鹏

有人说，世界上最短的距离，
是从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纵有
万般不舍，国庆长假已过，轻松的
神经重新绷紧，奋斗的脚步再次
踏出。

放飞容易收心难。作别“放假
模式”，立刻切换到工作状态，有
些人由于心理和生理上的“惯
性”，难免患上“假期综合征”。当
治不治，必受其乱。一方面，从纪
律角度作出明确要求，进行“集体
提醒”，督促大家收心进岗，引导
工作步入正轨；另一方面，从责任
层面倒逼，节后收心不光是精神

状态问题，也是事业心责任感的
问题，亮出问责“利剑”，让“身到”
与“心到”同步，确保既定的工作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节后收心，也是为了冲刺收官，
得拼韧劲。我们要以收心的高标准，
保证收官的高质量；以收心的切换
速度，定调收官的冲刺速度。收心攒
劲，保持韧劲，加速奔跑，既要咬定
目标、一着不让，抢抓四季度重大事
件、重大政策、重大机遇带来的“关
键变量”，实现“攀高跃升”的新突
破；也要开动脑筋、善作善成，准确
把握时与势，集中精力提高工作的
创造性、落实的穿透力，在新一轮竞
争中抢占制高点；更要持之以恒、克
难攻坚，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啃下“硬骨头”，补上短
板，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为“三
高三新”开局年收好官，推动“两个
先行”起好步。

节后收心 冲刺收官

本报记者卢靖愉

千载州府神韵，台学文脉流徽。
回望千年，一部临海史几近台州史，
特别是在宋代，临海作为王畿辅郡，
一跃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浙左股
肱”、教育发达的“富教名区”、学术崛
起的“东南邹鲁”。

赓续千年府城的历史荣光，成了
百万临海人的时代使命和美好愿景。

今年 7月，临海首次以市委的名
义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实
施文化先行战略，着力打造府城宋
韵文化高地、桃渚古城抗倭文化高
地和户外运动文化高地，将临海打
造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标杆、文化润
富先行市、文明实践示范窗口、文化

融合创新城市。

以文塑韵，传承府城记忆
“现在的紫阳街区，就是宋代台

州的CBD，宋仁宗时期打破了坊市限
制，实现了居民区和交易区融合，现
在紫阳街上仍保留着这种前铺后宅
的特色。”日前，一场题为《宋时有月
照台州》的宋韵文化历史讲座在城墙
边的再望书店开讲，主讲人何薇薇娓
娓讲述宋代文化浸润下的台州模样。

提起宋韵，台州府城是全省保存
最完好，最能体现宋代州城肌理、文
化脉络和生活气息的古城，即使在当
代临海人的生活中，也能感受一二，
这里不仅留存了宋风宋韵的城墙、街
巷、园林，就是方言也是从南宋时期

演变而来的。
临海提出建设“历史名城、制造

强市、共富高地”，高度重视文化工
作，不仅系统谋划建设府城记忆工
程、道宗溯源工程等历史名城十大标
志性成果，还将重点打造府城宋韵文
化、桃渚古城抗倭文化、户外运动文
化三大标识。

前不久，当地举办了一场台州府
城宋韵文化艺术特展，为重现宋韵生
活美学写下了生动注脚。通过展陈宋
人文房的书画文物、雅草盆景、日常
器物，再现宋时雅致宁静的文化、艺
术和生活。

“宋韵指宋代的文化底蕴和精神
气质，其外延又拓展为从宋代传承至
今的文学、思想、艺术、礼俗、民情等贴

近民众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
临海市文广旅体局局长王荣杰说，临
海将围绕“宋韵临海”这一主线，打造
最具辨识度的府城宋韵文化。

以文兴城，推进产业融合
从央视跨年晚会实力“出圈”，到

举办首届“朱自清文学奖”吸引全球
华文作家关注，再到第28届全国摄影
艺术展览云集众多摄影大家，今年，
临海频频走进全国公众的视野，知名
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作为文化大市，“文化”二字深深
镌刻在临海人的基因图谱里。如何将
文化软实力转化为产业硬实力？临海
积极在文旅和文创产业中寻找解题

“密钥”。 （下转第二版）

赓续千年府城的历史荣光

临海：“文化先行”擦亮历史名城底色

本报记者张 荣 金 迪

在加工车间，50多名残疾人正组
装着简易配件；在心理疏导室、多功能
厅，配备了心理医师、健身器材等，全
方位服务残疾人……近日，实地参观
玉环市“侨爱助残共富工坊”后，省侨
联党组书记、主席庄莉萍给予充分肯
定，称赞这是推动侨助共富的好做法。

在“共富”先行的探路中，玉环积
极发动侨界人士、海归人士投身其
中，聚焦产业造血带富、工坊助残享
富、助学兴教润富，探索出一条侨助

共富的“玉环路径”。

产业造血带富，帮扶结
对求共赢

9月 16日，浙江博盛塑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金富标带着一款磨砂
材质塑料瓶样品，再次来到芦浦金山
村小微园区，与下游供应商梁世熙商
讨合作事宜。“这款塑料瓶售价是普
通型的四五倍，我们当地还鲜有加工
厂能制造，这次订单又是新的工艺挑
战。”梁世熙说。

梁世熙与博盛塑业的“结缘”，源

于一场结对帮扶。
2021 年，由玉环市委统战部牵

头，玉环市海创会与金山村签订了结
对帮扶协议。

结对帮扶，帮什么？“金山村到处
是新房，村民并不贫，但村集体经济
薄弱。”玉环市海创会会长詹小远前
期调研发现，村里的企业以个体塑料
加工为主，大多家庭作坊，存在缺订
单、技术弱、管理差等劣势。

找准痛点，玉环市海创会发挥成
员企业的资源优势，以订单扶持的方
式为金山村的企业输血，带动产业提

升，并将采购额2%转化为村集体收益。
詹小远的浙江澳兴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主攻健康食品，需要大量的
外包装。经过考察，詹小远将博盛塑
业纳为外包装供货商，今年下单量已
100多万元。

“受疫情影响，这两年芦浦的塑
料厂不少经营困难，得益于澳兴生物
的稳定订单，我们形势还不错。”金富
标说。

良性的发展态势，在产业链上延
伸。作为部分日化瓶的下游供货商，
梁世熙在博盛塑业的带动下不断提
升生产能力，承接越来越多订单。

“共富不是扶贫，我们真正要实
现的是共赢。”詹小远说，玉环市海创
会将继续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带动产
业提升造血能力，助推金山村实现

“民富村强”走向共富。（下转第七版）

产业造血带富 工坊助残享富 助学兴教润富

侨助共富的“玉环路径”

本报记者章海英

省人大机关结对帮扶三门县花
桥镇已进入第 16个年头，派出的八
任农村工作指导员一任接着一任干，
为助力花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
立下了汗马功劳。

2021年 8月，邵建新接过“接力
棒”，成为第九任指导员。一年来，他
的身份一变再变：党建联盟的发起
员、防疫小门的守门员、农产品销售
的推销员、庭院绿化的美容师、纾困
扶弱的好朋友，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农
村、对村民深厚的感情。

在他的努力下，寺前村村貌大变
样，村民生活更丰富，鲜甜产业销路
更广。2021年，寺前村被评为省级民

主法治村。今年 6月，寺前村通过了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验收。

进村入户 抓关键环节
邵建新在部队服役 26 年，两次

荣立三等功，2019年 12月转业进入
省人大机关，现任省人大办公厅行政
接待处一级主任科员。去年 8月，省
人大机关党组准备派邵建新去花桥
挂职，当时他面临诸多困难：父亲患
有严重脑中风后遗症、女儿上学需要
接送、妻子在医院参加疫情防控任务
重等困难。但作为一名转业干部，他
没有半点推托，义无反顾地从杭州奔
赴花桥镇寺前村。

寺前村是个搬迁村，有村民 972
人，其中党员 24人。“前八任指导员

为村里、为村民做了那么多事，我也
要干出个样子，不辜负组织的信
任。”这是到花桥前邵建新给自己定
的目标。

到岗后，他第一时间入户走访，
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

疫情防控值守时，他发现村里“守
小门”存在漏洞，马上着手改进，并组
建美丽寺前志愿者服务队，制定规则、
定制马甲、定期活动。志愿服务队在村
疫情防控、防台救灾、庭院美化、安全
巡查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感情，在一件件小事中累积，邵
建新对村民的牵挂日渐深厚。去年在
防范台风“灿都”“圆规”时，他第一时
间冒着大雨驱车 4个多小时从杭州
赶回村里值班，对低洼住户、施工现

场、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确保万无一失。

紧盯项目 促产业发展
邵建新还是花桥镇“醉鲜甜”党

建联盟副理事长、五支帮帮团的团
长，他不但心系花桥，还为三门发展
当好联络员。 （下转第七版）

一任接着一任干 接力帮扶促共富

邵建新：一片丹心续华章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10 月 7 日，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
峰，在甬莞高速公路玉环互通出口，
玉环市龙溪镇组织外来流动党员、志
愿者等，参与当地疫情防控查验、登
记和“落地检”等工作，共同守牢“玉
门关”，守护群众健康平安。

本报通讯员詹 智摄

数字化改革 现代化先行

第
七
届

彰显核心价值观·““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返程返岗
勿忘防疫

“无糖”不等于零糖 食用前看清配料表 3版>>>>

台州电影市场国庆档票房超990万元 4版>>>>

今日导读

椒江心海小学将增2160个学位 2版>>>>
邵建新在清扫垃圾邵建新在清扫垃圾。。（（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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