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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联连看融媒联连看

本报讯 （记者 邬敏 共享联盟
景宁站 陈韶文）“一二三四、二二三
四……”近日，海拔上千米的景宁畲族
自治县大漈乡大漈村文化礼堂里传出
阵阵节拍声，30余名大漈乡文化志愿者
正跟着大众艺术广场舞公益培训课程
的老师学习新舞蹈。

“村里的文化志愿者都热衷于舞蹈
表演，但平时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排
一个节目要花费很长时间。”景宁县大
漈乡文化管理员潘亮英表示，现在有了

“畲乡文化物流”，广场舞公益培训老师
“接单”后直接下乡教学，她们在家门口
就能学习到更专业的舞蹈。

“在景宁，高山远山群众对文化活
动的渴求强烈，原有的自上而下的送文
化下乡作为单向供给模式，无法真正满
足群众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
不高、文化载体创造力不足、文化覆盖
人群相对固化等问题逐渐显现。”景宁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满
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景宁创新推

出“畲乡文化物流”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项目，面向乡镇、村（社区）及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群体，根据具体需求，精准配
送演艺类、展示展览类、培训类、策划
类、阅读类等相关文化产品和服务。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搭建仓储中心、
快递员中心、文化服务转换等三大平台，
创新点单式“畲乡文化物流”多跨场景应
用，实现景宁文化人才的充分流通、文化
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文化服务的精准对
接。山区群众通过开放式点单“约文化”
后，一键形成文化订单，文化部门对上报
订单整合分类、实地论证后，由专门的

“文化快递员”进行点对点精准配送。
目前，景宁文化仓储中心有文化人

才30余人，精品节目60余个，精品业余
团队50余支，包含电影、送戏下乡、送
书下乡等各类文化资源100余项，全县
参与文化派送的“文化快递员”包括非
遗传承人、文化员、社会机构培训教师
等近300人，已为各乡镇和企业配送文
化产品130余个。

景宁创新推出点单式“畲乡文化物流”

村里点的文化包裹已送达

景宁县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团队在大漈乡开展“文化物流——送教下乡”活动。
拍友 朱海华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
上虞站 冯洁娜）轻快的脚步、灿烂的
笑容，日前，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文化活动中心舞蹈训练室内，拉丁舞者
正练习着舞步。这是一个公益拉丁舞
培训班，开设时间已达10年以上。“以
前要找个合适的排练场地并不容易，得
益于政府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文化设施配套越来越多，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舞蹈室，学员从10多
人一下子壮大到300多人。”教练沈成
刚开心地说。该文化活动中心还有音
乐演奏室、武术传承馆、书画室、戏迷角
等场馆，居民可以在这里享受多种文化
服务。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
就是要激活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潜能，挖
掘公共资源潜力，促进公共文化网络向

基层延伸。”上虞区文广旅游局局长王
银苗告诉记者，上虞区各级文化馆积极
开展面向群众的艺术培训，包含书画、
唱歌、民乐、剪纸、舞蹈等。该区还经常
性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建设文艺精品创
编和文艺群众普及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艺术品位。“文艺
惠民”“文化走亲”活动不断开展，无论
在城市还是乡村，高品质、多样化的艺

术服务就在居民身边。
眼下，上虞区已建成97个“15分钟

品质文化生活圈”，覆盖服务84万人，
圈内共有598个文化社团、891名文艺
骨干，面向群众免费开放场馆设施达
946个。今年以来，上虞区已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6195次，真正实现将公共文
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极大丰富了居
民的精神生活。

上虞打造近百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乐享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本报讯（通讯员 田馨）“谢谢你
们，往后我一定好好生活！”近日，群众
张某将一面锦旗送到永康市公安局古
山派出所，感谢民警挽救了自己的生
命。今年4月，张某因自身疾病被工厂
解聘，失业后他多次找老板讨要说法均
无果，并因此产生了轻生念头。古山派
出所接到平台指令后，民警协同镇网格
员、驻村干部联动走访核查，及时阻止
了张某轻生的念头。之后又联动市民
政、卫健等部门，上门进行帮扶，帮其找
到新工作，重拾生活信心。

指派指令的平台正是永康市公安
局为了应对各类矛盾风险，创新推出
的“人员风险治理”综合应用。为提升
风险预判力，该局自2019年以来围绕
显性、隐性纠纷排查化解，陆续推出

“一警情三推送”“婚恋感情纠纷风险
感知预警”等创新机制和工作模型。
今年，该局通过数字化改革迭代升级

“公安大脑”建设，“人员风险治理”综
合应用应运而生，并成为全省首批试
点单位。

永康作为制造业大市，流动人口比
重高达50%以上，各类潜在人员风险
隐患也随之增加，如何提前感知、主动
防控也成了永康市公安局急需解决的
问题。在应用场景的建设过程中，打通
了公安、法院、妇联、卫健等共56个部
门的数据，平台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
析，建立分类人员风险的档案底库，实
现对风险人员的全量感知，力争把重大
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
叠加、演变、升级。

永康

智能预警，让治理先一步

本报嘉兴9月7日电（记者 李茸
共享联盟南湖站、新丰镇微融站
朱水木 孙卓）“这片田不一样，等丰
收了，每斤大米的价格起码5元以上。”
7日上午，看着自家稻田里超过半人高
的秧苗不少已能看到稻穗，嘉兴市南
湖区新丰镇丰硕家庭农场负责人蔡建
良喜上眉梢。

蔡建良的底气，来自农场采用的
“黑科技”——黑膜覆盖机插秧新技
术。他给记者展示了一段6月中旬晚
稻插秧的视频：插秧机所过之地，黑色
的地膜和秧苗整整齐齐。

这是蔡建良去年从外地学来的新
技术，插秧的同时铺上生物黑色地膜，
地膜一个多月就能自动降解。去年，他
做了小规模试验，发现用上新技术的田
里没有杂草，还能防止稻田肥料流失，
保证土地肥力，种出来的大米更好吃。
因此今年他在130亩地上大规模使用，
并打算把大米价格再提高一些。

走在田埂上，只见用了地膜的稻田
里一根杂草都看不到，而不远处的另一
片稻田里则有不少高矮不等的杂草和
野稻。前段时间持续高温，杂草疯长，

有些稻田里甚至三分之一都是杂草，需
要喷洒除草剂，除不掉的还得进行人工
除草。

蔡建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普通稻
田除草费亩均200多元，用了这项技术
后省下除草费但新增覆膜成本320元，
而加上有机肥的营养“加持”，水稻亩均
产量预计比普通稻田高200斤，加工成
优质稻米后，亩均收入最少增加2500
元，这绝对划得来。蔡建良表示：“明年
我想带动周边大户一起干，大家的产量
高上去，百姓也能吃上放心粮。”

而这仅仅是经济账。从长远来
看，使用黑膜覆盖机插秧新技术代替
喷洒除草剂，既能有效缓解农业面源
污染，又能提升农产品质量。“不施化
学药剂除草，能够有效减少化学药剂
除草对晚稻生长的抑制，从而加快晚
稻生长，为晚稻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而且这项技术操作比较简单，成本也
较低，效益明显，接下
来我们计划向全镇大
户推广。”新丰镇农技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于
丽华说。

南湖稻田用上插秧新技术

杂草不见影 省力又高产
南湖稻田用上插秧新技术

杂草不见影 省力又高产

蔡建良的稻田用黑膜覆盖机插秧新技术进行插秧。 共享联盟新丰镇微融站供图蔡建良的稻田用黑膜覆盖机插秧新技术进行插秧。 共享联盟新丰镇微融站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白露到，竹竿摇。9月7日，杭州市临安区又迎来了山核桃采收季。当天，临安的很多村民早早起床，上山开打山核桃。临安山核桃首席
专家丁立忠表示，虽然受前段时间高温干旱影响，但考虑到今年是山核桃大年，预计临安山核桃产量可能会比去年略高。山核桃目前处于“尝
鲜期”，大量上市“放开吃”要等到9月中旬左右。图为临安区昌化镇后营村村民正在林间采收山核桃。

本报记者 唐骏垚 通讯员 江萍 拍友 胡建强 文/摄

竹竿摇 打核桃

本报讯 （记者 陆欣 共享联盟
婺城站 傅伟炎）近日，金华市婺城区
乾西乡栅川工业区内，昔日化工企业连
片的厂房已经变成平地，总投资达30
亿元的大唐天然气发电项目落户该地
块；同样是在栅川工业区，一处闲置多
年、面积达45亩的工业地块，引入浙江
海螺万家调味品有限公司，建设年产5
万吨调味品综合生产型智能工厂，让这
一地块重新焕发生机。

今年以来，金华市婺城区以“产业
项目攻坚年”为抓手，全面推进低效用
地整治，深化稳进提质，深入实施新一
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
动，进一步盘活要素资源，拓宽发展空
间，提升发展能级，加快制造业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该区通过正

向激励、反向倒逼等措施，锁定闲置低
效项目地块，采取“消除障碍动工一批、
帮扶解困开发一批、采取措施用好一
批”等举措，促“低效存量”变“发展增
量”。近两年来，已清出亩均税收3万
元以下低效企业155家，盘活土地面积
3110亩。

腾换并举，以换促腾，产业重塑带
来的效益显而易见。记者在婺城经济
开发区邵家地块看到，不久前引进的
浙江仁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厂
区已经竣工投产，目前已经形成年产
30万套智慧电气设备的产能。浙江锦
凯智塑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60
亿套APET直饮容器及3万吨光学级
BOPET 项目，利用低效企业腾退的
220亩土地，建成后预计年营收26亿

元，亩均产出1182万元，亩均税收72
万元。这些都是婺城通过“腾笼换鸟”
推动空间形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的
缩影。

一腾一换间，婺城为优质项目腾出
了宝贵的发展空间，产业结构更趋优
化。“腾出空间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加快空间转型、数字化转型、绿色
低碳转型。”婺城区经济商务局局长赵
锡生介绍，该区围绕产业布局，重点招
引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生物
健康、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项目，加快“俊
鸟”落地。据统计，近两年来，婺城“腾
笼换鸟”引入投资额1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现代服务业项目20多个，其中10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签约8个，目前落
地4个。

崭新的厂房、宽敞的道路、齐全的
配套设施……在婺城经济开发区临江
区块，某彩印公司90余亩的厂区通过
低效产能出清，“换”来了金华乐嘉厨具
有限公司这只“俊鸟”，建起了新厂房，
上了新技改项目，企业发展顺势迈上快
车道，已发展成为浙中地区最大的锅具
外贸出口企业之一。

据悉，今年，婺城低效工业企业整
治提升全年计划完成3500亩，其中集
中连片专项整治面积1700亩。1月至
8月，全区低效工业用地供而未用专项
整治完成599亩，完成年度任务114%；
完成低效工业企业整治提升116家、
2006.92 亩，其中集中连片专项整治
927亩，为承接新项目腾出了土地、用
能、环境容量等要素空间。

婺城盘活低效用地拓宽发展空间

一腾一换间，引来“俊鸟”产业兴

本报讯（记者 应磊 通讯员 徐如霞）
前不久，由象山法院打造的“星光影视”
共享法庭成功调解一起涉影视纠纷，帮
助影视企业正常经营。今年以来，“星
光影视”共享法庭调解结束涉及影视产
业的案件9件，执结13件，为影视企业
执行到位金额282.45万元。

共享法庭是架构在数字空间的虚
拟法庭，它“不增编、不建房”就能有效
提升司法服务。象山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受疫情影响，象山影视产业发展
受阻，不少企业遇到发展难题。为此，
象山法院联合象山影视城管委会、属地
乡镇等多部门力量，打造“星光影视”共
享法庭，每个共享法庭配备一名联系法
官和一名庭务主任。

在象山“星光影视”共享法庭受理的
一起涉影视纠纷中，原告某道具公司起诉
要求被告某影视文化公司支付拖欠的影
视材料货款250万余元，并申请保全被告
银行账户及出资搭建的2个影视场景。
承办法官随即联系影视城管委会，了解到
案涉的两个影视场景当前正承接剧组拍
摄任务，一旦查封将损失巨大。法官第一
时间召集双方当事人、影视城管委会等相
关人员通过“星光影视”共享法庭开展诉
前调解工作。最后，以保全被告基本银行
账户及应收款为前提，双方达成一致。

今年以来，“星光影视”共享法庭通
过“影视说事”“法官说法”，为影视产业
从业人员提供法律指导、提前介入纠纷
化解，已为群众提供在线服务60余次。

象山

共享法庭为影视企业解难

本报讯（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
普陀站 陈璐瑶 通讯员 倪晓介）近
日，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
勤集团有限公司与普陀蚂蚁岛管委会
签订结对共建协议。根据协议，未来3
年，这两家省属国有企业和蚂蚁岛管
委会将在党建结对共建、产业转型发
展、产品提质增值、群众增收致富等多
领域开展合作，协力推动蚂蚁岛精神
红色教育基地发展。

据了解，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盈通餐饮
目前正在和蚂蚁岛管委会进行对接，
计划完成第一批产品采购，3年内力
争采购额 500万元。”省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勇说，他们将助推
蚂蚁岛特色渔农产品的销售。浙江
浙勤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3年结对期间，他们将每年安排一定
专项经费扶持蚂蚁岛开展全岛共富
共建。

普陀

蚂蚁岛与两家省属国企结对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