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新建的红旅路，一排排古屋错落有致，清
一色黑瓦白墙，进村道路平坦、整洁。近日，笔者
来到温州平阳县怀溪镇石城村了解该村省 2A级
景区村庄创建情况。谁曾想，两年前这里还是“脏
乱差”的代名词。

石城村的突变与来自宁海的帮扶干部魏晓飞
有关。结对石城村以来，他驻地抓整治、抓项目、
抓经济，积极引进外地美丽乡村建设经验，邀请高
校、知名设计团队进行规划、设计，逐步让“石头”
开出花来。

抓整治
把“脏乱差”变成“白净美”

怀溪镇位于平阳县的西北部，下辖16个行政
村，是浙南革命老区。其中，石城村位于怀溪镇西
面，与文成县相邻，离怀溪镇尚有 4公里，是典型
的贫困山区。

2019年年初，作为省级扶贫结对帮扶团组的
一员，魏晓飞来到怀溪，挂职怀溪镇党委副书记，
对接帮扶的正是石城村。

“刚来那会儿，我真的懵了，当时这个村连村
书记、村主任都没有。”魏晓飞说，由于缺少主心
骨，村庄治理状况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屋
前屋后到处是棚子，棚顶颜色还都不一样，鸡鸭乱
跑，到处是粪便、垃圾，臭烘烘的，一到晚上就是一
片黑，根本摸不到路。

结对后，魏晓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环
境。他召集村民开了一次大会，了解他们的诉
求。“他们对周边的水口村特别羡慕，觉得石城村
的条件更好，可以发展得更好。”魏晓飞说，这一信
息让他找到团结村民的路子，“他们渴望发展，只
要能让村庄真正发展起来，他们都愿意付出。”

统一村民思想以后，魏晓飞带领大家很快完
成村居改造：裸露的红砖外墙全部刷白，屋顶统一
铺设黑瓦，形成黑瓦白墙古居风格。同时，他们对
旅游接待中心、标识标牌的风格进行统一，完成路
灯设置、垃圾桶布置、停车场绿化等。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还引进“宁海元素”打造了两个村民
聊天长廊，展开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

活。
2019年11月，石城村成功通过省A级景区村

庄创建。“我们前后投入20万元改造，后来获得的
奖励也是20万元。”魏晓飞笑着说。

“真的不敢相信，现在，旅游大巴都开进来了，
两年前，一般人没事都不愿意来。”石城村的变化，
村民感受最深。今年65岁的王爱娥说，最明显的
是，每到周末就会有很多人过来游玩，“这一切多
亏了魏书记，他真心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园，才能
搞得这么好。”

抓项目
让随处可见的石墙开起花

走访时，石城村村内溪流正在施工。溪流改
造是石城村在实施的两大项目之一。“基础设施改
善以后，我们专门请来温大旅游研究中心、宁波的
设计团队进行整体规划、设计。”魏晓飞告诉笔者，
溪流上游由他们负责，将打造成亲子休闲嬉水场
所，“正常情况下，这条溪水流不大，蓄水有限，按
照设计，我们将在中间设置一个水深约40公分的
流动水池，可以让孩子在里面涉水玩耍，两侧是鹅
卵石步道，沿岸打造烧烤休闲区和木屋。”

还有一个项目是登山步道。石城村背靠风景
秀丽的南雁荡山，通过步道可以到达明王峰景
区。“石城村可用耕地、林地不多，在自身发展项目
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觉得要用好南雁这个资源，通
过步道，我们可以将游玩项目进行延伸，这样才可
以留住客人。”魏晓飞带着笔者一边往山上走一边
说。

石城村盘山而建，大多住户门前都垒有石墙，
乍看，有长城的感觉。沿途，笔者发现一些石墙缝
上种着多肉植物。见笔者好奇，魏晓飞解释说，这
是他在丽水景宁考察时学到的，多肉长大后会悬
挂下来，就像石头会开花一样，非常漂亮。考察结
束后，他专门邀请设计师到石城村参观，设计师当
即就说可以种植，于是，他们先行在一面约100米
长的石墙上进行试验。

“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多肉确实长大了不
少，如果真能成功，我们将在所有石墙上种植，以
后肯定会成为网红打卡点。”魏晓飞略带期盼地
说，石城村房子所用材料多为溪石，本身就很有特
点，“如果还能‘开花’，那我想这样的 IP是很有卖
点的。”

“这些水泥路接下来要全部改成步道”“村尾
上山处要打造一个明王峰景区入口门面”“登山步
道两侧要配置一些护栏”“山里多峡谷，可以打造
一条栈道，增加游览项目”……一路上，每谈到一
个项目，魏晓飞都能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同行

的大学生村官、石城村新当选的村委副书记潘星
星说：“魏书记亲力亲为，对村里的各项规划、设计
都非常熟悉，就像在脑子里藏了一幅图纸一样。”

抓经济
入股小微园让村民富起来

村庄变美，游客日渐增多，原先外出的村民陆
续回流。2019年石城村村民人均收入比前年增长
一倍。外出务工近30年的潘顶言，之前每年回家
不超过三次。“做梦也没想到，我还会回到偏僻的
小山村。”看着不断涌入的游客，在外创业已经小
有成就的潘顶言听从母亲的建议，准备回村开办
农家乐。最近，他和朋友正与村内一座古宅的主
人商量租房和装修事宜。

常年在外办厂的潘维沙也回到了村里。他
说，石城村美化后客流增多，土鸡蛋、茶叶、笋干和
番薯粉等走俏，“现在，回家开个小店也能做生意，
还轻松，何乐不为？”

环境好了带来的效益很明显。魏晓飞说，光
卖土特产这一块就给村民增收不少，从他掌握的
情况来看，卖得好的一年赚 1万多元不成问题，

“以前留守村民基本上没什么收入的，多是自给自
足。”

在壮大集体经济方面，魏晓飞借平阳出台产
业入股政策的机会，为石城村争取到造血项目。
石城村投入 15万元，将达到 150万元的效果。目
前，该村已参与水头、麻布两镇的小微产业园项
目，预计每年可带来10万元的收益。

此外，魏晓飞还在为石城村谋划入股当地农
产品企业事宜。怀溪镇以番鸭闻名，魏晓飞建议
企业开发礼盒包装。在他的建议下，平阳县白露
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朱永旦注册了“欣白露”商标，
用于真空包装的成品番鸭礼盒，还在2020年温州
文博会上展出。“参加文博会后，最近温州来预订
的客人特别多。”朱永旦说。

“因为是常驻，晓飞对村民的需求可以说是非
常了解。同时，他的思路特别开阔，总能给大家带
来一些耳目一新的点子。”怀溪镇委副书记叶友勇
对魏晓飞的评价颇高。魏晓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表现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怀溪镇是平阳县的
重疫区，确诊病例数居全县第二。他说，今年年初
疫情暴发后，正在宁海过年的魏晓飞毅然选择回
到怀溪，投入到防疫一线，有条不紊地指导开展专
班管控、人员排查、宣传发动、人流管制、密集接触
者安置转移、24小时卡点值守等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在农家乐、民宿上发力，争取
让村民的腰包更鼓一些。”采访结束前，魏晓飞这
样盘算着。

魏晓飞，男，1981年4月
出生，宁波宁海人，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现任宁波市
宁海县跃龙街道宣传干事。

宁海干部魏晓飞宁海干部魏晓飞
扎根贫困山区聚力献策扎根贫困山区聚力献策

平阳石城村上演平阳石城村上演
““石头开花石头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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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爱吃的花椰菜和西兰花，有了更多好
吃的新品种。12月14日至15日，第二十四届中国
南方种业 （温州） 博览会暨长三角现代种业技术
创新产教联盟成立大会在浙江温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举行。40多家国内科研院所、知名种企带来
了 800多个花椰菜、西兰花种业行业标杆品种展
示，14位国家菜花、花椰菜及西兰花育种专家在
会议举办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藤桥基地——温州
种子种苗科技园实地评测“选美”。

大会还选拔出了花椰菜、西兰花各 15个新优
品种作为大会推介品种。当天，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也给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希望此次成立的
长三角现代种业技术创新产教联盟，今后要强化
开放性和凝聚力，加强农科教、产学研深度融
合，不断提高“三农”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增强
现代种业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助力现代农业产业
健康发展，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据悉，南方种业博览会自 1984年起由温州市

三角种业有限公司主办，时称“花椰菜新品种田
间展示会”，温州种子通过这个平台迎来全国各地
种商。随着种业不断发展，南方种业博览会也逐
渐由企业主办转向政府主导，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新模式、新成果在这里交相辉映，成就
了如今以高标准田间展示为基础、现代农业科技
为支撑的种业博览盛会。

通过博览会这一重要平台，近年来温州本地
核心特色的花椰菜、西兰花种子产业不断走出
去，国内外新品种也不断引进来。目前，温州市
年产花椰菜种子近 25吨，产值近亿元，花椰菜种
子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东南亚国家。经过
花椰菜栽培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近
年来温州花椰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10万亩左右，农
户种植生产效益高，平均每亩单产达到 4000斤左
右。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浙江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揭牌仪式，园区管委会负责人与浙江庆一种苗

有限公司、浙江科诚种业有限公司、浙江神良种
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神鹿种业有限公司、温州肇
丰种苗有限公司等五家种业企业代表签订入驻浙
江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议。

据悉，自 2018年浙江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批复以来，园区以种子种苗农业“芯片”自主创
新为主线，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加快构建育、
繁、推一体的新型种业科技体系，引导农业创新
创业要素向园区集聚，使园区成为一、二、三产
衔接联动、多种功能有机融合的农业产业链联动
区，全面提升温州市具有优势的优质粮油、蔬菜
瓜果、中药材、园艺花卉、海水养殖等农业支柱
产业。园区已建立 3个核心区、13个示范区，审
定国家级新品种6个、省级新品种或确定为省种植
业主导品种18个，推广新品种（种质） 60个，生
产瓜菜草莓、铁皮石斛等种苗 3000 万苗 （株、
盆），水产种苗152亿颗（尾）。

本报记者 徐慧敏

第24届中国南方种业（温州）博览会举行

700多个行业标杆品种“选美”

今年以来，武义县以“智慧乡村、数字田园”为发展方
向，积极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提高农作
物产业生产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引领着武义高效农业的现
代化进程。

在武义县桐琴镇品高种植基地，技术员轻轻摁下启动
键，灌溉系统自动为温室大棚内的石斛进行灌溉。该基地
种植石斛、灵芝等经济作物一千多亩，并在智能化设施上投
入一千多万元，引进了自动卷帘、自动喷灌、阴天补光等多
种智慧农业技术，使平均每亩产量提升，而用工却比传统种
植方式减少许多。作为市级农旅融合示范基地，该基地在
周边建设了玻璃栈道、游泳池等设施，并开设石斛展览和石
斛、灵芝种植技术培训项目，提高产业附加效益。同时，该
基地还运用岩壁种植的方式培养仿野生石斛，提高石斛的
品质，提升经济竞争力。

智慧农业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
和土地产出率，使农业生产高质量、高效益推进，为现代农
业提质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明年，我们公司会打造两个
大棚，一个是灵芝的大棚，一个是石斛的大棚，恒温的，预期
效益会更加的好，品质将更加稳定，产量会更加的高。”该基
地负责人傅成松介绍道。

今年，武义县聚焦“有机、品牌、智慧”，深入实施农业提
质行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积极开展省级数字乡村建设
试点建设，已建成省级数字化工厂示范点1个，新增省级数
字化工厂示范创建点3个，新增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5个，
落实数字化种养基地改造 12个。积极推进国家有机食品
生产基地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2020年新增 4个国家有机
食品生产基地，全县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达到 6个。同
时，持续开展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目前已完成全部园区
建设任务，白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有序推进中，继续推
进省、市级特色农业强镇提升建设。 陈欢 姜亮

全国现代农业装备高峰论坛暨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科创中国”成果转化路演大会日前在台州市
路桥区举行。100多位来自全国农机行业的专家学
者以及台州农机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农机
领域科技创新。

大会通过设置专家作学术报告、发布百项农业
装备科技成果、举办优秀农机科技成果进行转化路
演等多项议程，搭建前沿科技、项目、人才与台州农
机产业对接的平台，促进科研创新成果的落地转
化，推动台州农机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
家陈学庚作“5G技术推动中国智慧农业的发展”的
主旨报告，带来农机产业信息化应用的前沿信息。
当日，陈学庚还走进企业，就院士专家合作项目进
行前期对接和交流。

近年来，路桥区全力做强创新服务平台，成立
植保机械与机电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人才共
享、产品共研、成果共转的运作模式，全力推动植保
机械与机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此次论坛上，浙江大
学智能农业装备研究所王俊等 15位工程师被聘任

为该协同创新中心兼职工程师。
据悉，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科

创中国”智能农业装备成果汇编首发仪式，涵盖耕
整种植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智能农机及
其它相关技术等五大板块100个项目科技成果。

同时，大会还举行全国首次“科创中国”智能农
业装备成果路演，农业水泵用同步磁阻电机及变频
器研发及产业化等8个优秀科技成果进行项目路演
对接。

范宇斌 李平

全国现代农业装备高峰论坛举行

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提起普陀山，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香火
缭绕的寺院和余音袅袅的诵经声，但除了灿
烂的文化景观外，普陀山还是一座名副其实
的植物基因宝库，许多濒危的名贵古树在这
里繁衍生息，壮大种群，产生了不少举世罕见
的古树群落。最近，普陀山古树保护再添强
效机制，12月8日，舟山市普陀山公用事业管
理中心与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检察院
普陀山检察室联合竖起一块罗汉松古树群
保护牌。

原始森林般的视觉震撼
12月 9日，笔者跟随普陀山公用事业管

理中心的林业工程师刘春涛探访了这片古
树群落，它位于普陀山杨枝庵左侧山坡。

走进古树保护区，目之所及尽是需要多
人合抱的参天巨树，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巨树
在这里仿佛扎堆一般连着挨着，只能用壮观
和震撼来形容。

正值下午2时，阳光强烈，但进入保护区
域，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明显感受到光线
弱了一点，古树巨大的树冠和茂密的树叶将
天空和阳光尽数遮住。与一般的普陀山林
荫道相比，古树保护区域除了给人清幽的感
觉，更能让人从树干的纹路中感受到自然和
岁月的魅力。

刘春涛告诉笔者，这块罗汉松保护区域
占地约 1 公顷，包含 17 株百年以上古罗汉
松，其中一级古树 5棵，二级 3棵，三级 9棵，
平均树龄超270年，最长树龄560年。

科研活动的绝佳样本
除了高龄古树多以外，这片古树群更为

可贵的是“老中青”三代同堂。不少巨树的
根系附近长了很多小罗汉松苗，长度从小腿
高到一人高不等，手指粗细的纤细枝条上挂
着许多叶片，让人难以想象要经过多少岁月
和风霜才能长成胸围3米多的参天巨树。还
有一些大腿粗的小树围绕着参天巨树层层
生长，整个系统仿佛一个层级分明的大家
庭。

“这片罗汉松古树群平均树龄之长，种
群密度之高，百年以上古树数量之多，在全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它
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普陀山生态站站长刘
海告诉笔者，“古树的生长记录着气候和地质
条件的变迁，对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研究
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

用“科技+法律”保护古树
据了解，以这片古树为样本的科研活动早已开展。

2016年5月，普陀山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签
署共建协议，建立的野外观测研究平台——普陀山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于 2017年 11月入选中国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CFERN成员站），并正式命名为
舟山群岛普陀山森林生态站（简称普陀山生态站）。

此前，华东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古树保护区域
内设置了多个气象观测仪、生长记录仪等先进仪器，通过
定期观察记录和积累古树生长数据，为古树保护提供科技
支持。而这片林区也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科研成果，截至目
前，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有40余名硕博研究生到普陀山进行
研究，普陀山生态站已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6篇，获国家发
明专利3个，获市级、国家级支持科技项目5项。

除了科技支撑外，普陀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法律手段给
古树保护又加上一道双保险。检察院会在日常管理中监
督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古树的责任，对于人为破坏古树的行
为，将提起公益诉讼。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我们会对
古树保护工作进行定期巡查，一旦发现问题马上通知管理
部门整改，也欢迎各位游客和植物爱好者发现危害古树的
问题及时通过检察服务热线12309向我们反映。”

据了解，普陀山现有古树1320株，除了罗汉松树群外，
还保存着红山茶和台湾蚊母树等珍稀古树群。其中，最稀
有的当属1930年发现的普陀鹅耳枥，曾是全球野生状态下
仅存的一株，被称为“地球独子”。目前，普陀山已成为我
国海岛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阿乐 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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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
聚焦智能化变革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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