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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庆元11月12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陈传敏

“龙爪粟不仅穗长得像龙爪，
而且它的根也像龙爪一样能把地
牢牢抓住，很难拔起来！”在庆元
县岭头乡大池洋村 200 亩旱粮基
地中，66 岁的黄立高弓着腰，双
手使劲在拔一株枯黄的龙爪粟。

在他身后的几个山头上，一
垄一垄的龙爪粟在阴暗的天色
下，看上去跟深秋的野草没有多
大区别。“你们看，它的根很细很
多，里面都是泥土。”老黄边说边
抖着那株费老大劲才拔下的龙爪
粟根，沙土纷纷落下。

老黄所在的旱粮基地原是集
体开荒开出来的，后来又荒了20多
年。2008年，他征求村里同意拿来
重新开发。“这块地面积比较大，坡
度比较陡，种龙爪粟正合适。我再
在龙爪粟中间种油茶。”老黄骄傲
地说，“现在我们县的龙爪粟，种子
大都是从我这里拿去的。”

老黄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新
中国成立前夕，原来的水稻品种
产量不高，村里人都会种点龙爪
粟、玉米等充当粮食。上世纪 60
年代，粮食紧张，龙爪粟成了特殊
的食物。“那个时候，我们把龙爪
粟拿来，用石磨磨成粉，加水揉成
鸡蛋大小，里面裹红糖，做成汤
圆，还专门当营养品给产妇吃。”
老黄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粮食充足了，大
家就都不再种它了。1998 年我
开始种的时候，乡里几乎没有种
子。我也是在家里的角落里找出
来二三十斤种子。没想到隔了近

20年，它还能发芽。”
那一年，老黄在屏都街道试

种了 30 亩龙爪粟，清明下种，10
月收获。收来的龙爪粟不仅做了
汤圆，还加工成了面条，酿成了
酒。附近的贤良、张村等乡镇都
有人过来问他要种子，老黄大方
地送出了百来斤。如今，在安南
乡上余村，种植面积已有上百亩。

“尽管龙爪粟在哪都能活，但
最好是在五六百米的山上，那样
不会有虫子，根本不用打农药。”
种子送多了，得到的反馈信息也
多了，老黄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
来：“现在我们种龙爪粟就像种稻
子一样，先在苗圃里育种，然后插
到地里，成活率提高不少。”

为此，他雇了本村和邻近村
的村民来基地帮忙。种粟、锄草、
收割⋯⋯最多的时候要三四十
人，去年一年人工费就付了 3 万
多元，有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甚至
把自家的地免费送给老黄耕种。

“地里没人管，草就长房子那么
高，很难处理的。给了我，我到时
送点面和酒给他们尝尝，大家都
欢喜。”老黄比划着说道。

为了更好地销售龙爪粟，在
县供销社工作多年的老黄又在
2007 年搞了个专业合作社，取名

“庆元县千钟粟农业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出产的龙爪粟面条
可以卖到 10 元一筒（8 两装），52
度的龙爪粟酿可以卖 258 一瓶（5

斤装）。去年县里开了个美食节，
他在 3 天里卖出了 3 万元的龙爪
粟汤圆。与此同时，合作社还收
购其他农民种植的龙爪粟，每斤
收购价 4 元。合作社目前每年可
生产3万斤面和1万斤酒。

庆元县农业局首席粮食专家
兰洲介绍说，龙爪粟具有抗旱、耐
贫瘠的特点，其发达的根系具有
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烂在地里
的根茎又是很好的有机肥，而种
植成本仅为水稻的约四分之一。
现在庆元全县种植面积已有 700
多亩，亩产 400 斤左右，如果与油
茶套种，将使油茶成活率提高二
三十个百分点。接下来，庆元县
将进一步推广龙爪粟的种植。

庆元推广龙爪粟保水土促增收

山有千钟粟 粒粒皆是宝

走基层 话增收

黄立高在地里查看龙爪粟。 金春华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悦） 记者从
杭州市政府获悉，杭州市已下发

《2015 年春节期间市区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确定
2015 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
时间只有3天。

根据该方案，2015 年春节期间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
湖区、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以下
简称市区），烟花爆竹销售时间为 2
月 16 日至 2 月 19 日（农历十二月二
十八至正月初一）。

燃放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8 日、
19 日和 3 月 5 日（农历十二月三十，
正月初一、十五）。

当然，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也
要关注空气质量。当大气重污染程
度达到规定的Ⅱ级预警（橙色预警）
以上级别时，市区范围内严禁燃放
烟花爆竹。

另外，国家机关办公场所，文
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易燃
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山林等重点防火区，医
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
院、宗教活动场所，车站、码头、飞
机场等交通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
保护区等地为杭州市区禁止燃放
区域。

春节燃烟花 杭城有规矩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良喜）进入
11 月份以来，来千岛湖休闲、度假、
观光的游客惊喜地发现，只要用手机
下载安装由千岛湖传媒中心推出的

“掌上千岛湖”手机客户端，就能在指
尖上尽览天下事，轻松“玩转”千岛

湖。“掌上千岛湖”包括综合平台和网
商电商平台，是全省县级率先推出的
新媒体，开设新闻、旅游、酒店、美食、
文化、购物、养生、娱乐、企业和便民
等十大功能模块，为广大用户提供准
确、全面的信息服务。

掌上千岛湖 贴心当向导

本报讯 （记者 何苏鸣 县委报
道组 张肖斌） 秋冬换季的日子里，
每天清晨的户外清理工作，依旧是
仙居溪港乡仁庄村村民金彩仙的必
修课。近日，指着自家院子外一片
十几余平方米的空地，她告诉记者，

“这是我的责任田，我负责！”
今年以来，仙居县开展“百河百

村、水陆共清”专项整治行动，以治
理 100 条垃圾河为重点，对全县所
有河道进行大清理。和金彩仙一
样，农村妇女成为主力军，她们每人
都认领了属于自己的“家庭治污责
任田”，对自家门前屋后的场地负责
全天候保洁，承诺不随地乱扔垃圾、
不乱堆放杂物、不向沟渠河道倾倒
垃圾污水。

户户有动员，家家有标杆。在
湫山乡杨岸村，394 户农户召开家

庭代表会议，用现场观摩、照片对
比等形式，找出差距，明确每家的
整改目标。在大战乡大溪村，村委
会副主任泮娟芳带领全村妇女打
造“美丽庭院”，门前种排花，屋后
栽棵树。

全县每个村的妇代会还在村域
范围内认领一条“责任河”，村妇代
会主任任“河长”，排出时间表，每周
安排志愿者清理水面漂浮物和岸边
垃圾。溪港乡仁庄村的 50 多名妇
女，组成了一支治污突击队，在大家
的努力下，原本垃圾猪粪遍地的河
道两旁回复了洁净，村民们又能到
这条千余米长的河边散步了。据统
计，目前仙居全县农村妇女已参与
清理大小池塘 326 口，清理门前屋
后污水沟渠近 100 公里，清理垃圾
7000多吨。

巾帼不松懈 治水美仙居

本报讯（记者 林上军 通讯员
敬强）水面航行、水下调试、海底观
察、水下定高定向航行、水下定位、海
缆路由探测⋯⋯11 月上旬，舟山供
电公司海洋输电技术研究中心联合
北京国网富达，在海缆基地码头完成
了水下机器人（ROV）第一次现场海
域试验，填补了我国自主研发水下机
器人进行海缆运维技术的空白。

此次海域试验历时 18 天，系统
地检验了 ROV 系统的各项功能，为
其正式转入运行应用提供了技术准
备。将水下机器人用于海缆运维作
业，可以取代以往潜水员水下作业
的工作模式，解决人工作业时间短、
安全风险高的问题，同时也突破了
深水区海缆无法巡检的瓶颈，可大
幅提高海缆运检的智能化水平。

水下机器人 舟山忙海试

本报兰溪 11月 12日电 （记者
徐贤飞 通讯员 王寅锋 楼婷） 尽
管已过立冬，兰溪兰江街道五里亭
小区小游园的几簇常春花，娇艳绽
放。即将开败的蔷薇，尽力吐露出
最后的芬芳。红枫的叶子已经染
红，在冬日里格外生机勃勃。

市民老韩和几位棋友在院子里
坐着，晒着太阳，享受着美景。“还是
家门口的花园实在。以前，要看到
鲜花，还有红枫，都要跑到市区几个
大公园去。我们腿脚不便，现在好
了，在楼下就能观赏四季变化。”老
韩说。

兰溪老小区多，城区寸土寸金。
虽城市边边角角也有些绿化，但以前
大多种植常绿植物。像老韩说的，推

开窗户，都感觉不到四季变化。
近些年，兰溪市委、市政府把社

区小游园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重点
项目之中，进一步改造提升老旧小
区，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充满
色彩。兰溪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的园林工作人员结合各小游园的实
际，因地制宜，凸显特色，把“立体绿
化”和“城市颜色”作为重点，除常规
绿化的种植树木外，在边边角角中，
撒籽种花。据介绍，像波斯菊、石竹
这些常见花种，一斤种子售价七八
十元，但能让200至300平方米的空
地开满鲜花。

眼下，兰溪已完成了 80 个小游
园的改造，城区边边角角都充满了
美丽。

兰溪建成80个社区小游园

撒籽种鲜花 城区景色佳

本报磐安 11月 12日电 （记者
翁浩浩 县委报道组 吴警兵 卢伟
星）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
本结束了，整改落实到不到位？党
代表们看在眼里，有话要说。今天
上午，27 名磐安县党代表参加了一
场特殊的现场询问会。3 个多小
时，他们和县委常委面对面，就整改
情况提问、评议。

上午 8 时 30 分，一番简短的开
场白后，党代表们把问题一个接一
个地抛向县委常委们。

“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县‘三改

一拆’工作成效明显，但有部分违建
被暂缓拆除，老百姓都很关注。对
这些暂缓拆除的违建，县委、县政府
如何考虑？”来自方前镇岙口村的县
党代表孔万昌提问很尖锐。县委相
关负责人现场解释：暂缓拆迁对象
涉及部分经营性农家乐和批少建多
的违建等，主要考虑旅游业长远发
展及房屋安全等因素。对于这些违
建，县委、县政府将通过限期拆除等
措施依法妥善处理。

“眼下，有群众反映，党员干部队
伍还存在庸懒散的状况，怎样才能根

治‘四风’顽疾？”安文小学教师张雪
兰问。“存在庸懒散的状况，至少说明
两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党员干部执行
不力，二是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县委
相关负责人主动表示“有责任”，“我
们县会继续加大作风效能建设专项
整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制度建设，促
进党员干部作风根本转变。”

“‘五水共治’中的社会捐助款
是如何使用的？”“怎样防止农村文
化礼堂建而不用？”“现在，一些村民
党员素质不高，如何加强农村党员
队伍建设？”党代表们的问题个个一

针见血，会场气氛热烈坦诚。询问
会现场，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还
就网友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截至目前，磐安县四套班子在
教育实践活动中梳理出的 169 项整
改事项，已完成整改 127 项；机关部
门和乡镇班子梳理出的 3455 项和
1578 项整改事项，已分别完成 3121
项和1385项。

据了解，对询问会上党代表们
所提问题，磐安县将认真梳理研究，
并将对承诺事项不认真落实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

磐安党代表现场询问县委常委

切切问 细细答

本报天台11月12日电
记者 陈敢 县委报道组 徐平

一大早，天台县泳溪乡杨家岙
村农民丁志远就和几名雇来的小
工一道上山收割稻子。海拔 700
多米的山坡上，梯田层层，金黄的
稻子随风摇曳，一派喜人景象。

“这几天好天气，我要将 320
亩成熟了的稻子收割完。”48 岁
的丁志远开心地说。原本在宁波
做生意的丁志远，去年回乡在高
山上开荒种粮，成为泳溪乡种植
香米稻单户面积最大的农户，今
年喜获丰收。

杨家岙村是天台泳溪乡海拔
最高的自然村之一，属苍华村管
辖。上世纪 90 年代，村里的壮劳
力一批批外出，丁志远也离开家
乡，到宁波打工。曾经兴旺的苍
华村渐渐衰败下来，大片土地荒
芜。

如今，丁志远在宁波事业有
成，生活稳定富足，但回乡的路，
他还是经常走的。近年来，他欣
喜地发现，家乡的高山蔬菜、泳溪
香米、山茶油、毛竹、小狗牛肉、水

果坚果、有机茶等特色农业产业
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由泳溪乡
党委、政府打造的香米节，把曾经
只在周边小有名气的泳溪香米打
出了品牌，名气和售价都水涨船
高。当地农民稻谷一割下，不用
晾晒，就有金穗稻米合作社以每
公斤4.2元的价格直接上门收走，
市面上泳溪香米的售价高达每公

斤10元以上。
“去年 10 月，我就动了回乡

种粮的念头。”丁志远合计着，按
当地合作社的收购价，如果他种
上 300 多亩稻子，只要销路没问
题，起码就能有三四十万元的收
入，这可比他在外做生意还要
好。

说干说干。丁志远看中的那

片 320 亩荒田，涉及到近百位户
主，有的户主还出远门打工了。
他一户户上门洽谈，花了近两个
月时间，才与全部相关人员签订
好土地流转合同。荒芜多年的稻
田，全在海拔 600 米以上的高山，
丁志远又买来多台手扶拖拉机，
并雇人来犁田，7 台手扶拖拉机
最后犁坏了 6 台。水稻播种季
节，他又雇了 30 多人来帮忙插
秧。

常听当地老农说，香米是喝
无污染的山泉水长大的，此话一
点也不假。丁志远在种粮过程中
发现，全乡约 3500 亩的香米稻全
部种在高山上，山上没有一座水
库，田里的水却终年不会枯竭。
原来，山坑水、冷水潭水、山体里
渗出来的水都会自动灌溉稻田。
同时，由于山高、水冷，这里的稻
子一年只能产一季，生长期比平
原水稻延长45天左右。

“估计四五天后，我家的稻子
能全部收割完毕。”丁志远说。当
我们问他收入能不能达到预期的
30 来万元时，他自信地回答说：

“应该没问题！”

天台农民荒山种稻喜获丰收

泳溪出香米 担担不愁销

300多亩香米稻种在海拔约700米的高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