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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事
本报嵊州 3 月 21 日电 （记者

祝梅 通讯员 裘云峰）21日上午，嵊州
国际展览中心飘出阵阵茶香，2023“越
乡杯”浙江省龙井茶炒制大赛在此举
行。来自全省18个龙井茶生产县（市、
区）的70名选手展开手工炒制、机械炒
制的角逐。

这是浙江第 23次举办全省性的
龙井茶炒制大赛。与此前不同的是，
本次比赛首次采取手工炒制和机械炒
制同台竞技、同台比拼的方式。“这次
我们只比拼‘手艺’。”省农业农村厅茶
叶首席专家陆德彪介绍，茶叶是浙江
农业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而浙江也是茶机制造大省。目前，全
省龙井茶机械炒制率达 99%以上，
2022年全省龙井茶炒制机保有量达
24万余台套。

上午8时，两个赛区的擂台正式开
打。从比赛时间和总量看，手工炒制需
要2.5小时、鲜叶800克，机械炒制需要

1.5小时，鲜叶则可以炒到1.5公斤，最
终，手工组和机械组分别要交出180克
和320克样品，按外形、滋味、香气、汤
色和叶底的不同权重来PK。

“人机大战”，谁更胜一筹？在本次
专家组组长、浙江大学农学院茶学系教
授龚淑英看来，手工炒制茶叶香气馥
郁、更有层次，而从茶叶外形扁平光滑

的角度，机械炒制更稳定。“机械茶的水
平正在往手工茶靠拢。今天比赛用的
是单机，在实际生产中我们有模仿手工
青锅、手工辉锅的机器，机械化水平会
比现场更高。”她说，茶产业的“机器换
人”是大趋势，而手工炒制已入选非遗
技艺，未来会作为小众的存在丰富产业
的多元性。

“手工炒茶，对温度、茶叶变化比较
敏感，在不同时候会有手势动作的变
化，更好释放茶叶的香气。”来自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的胡嘉俊是90后，子承
父业。他前年也曾来“打擂”，这次拿到
了“2023浙江省十大龙井茶手工炒制
能手”。

“从2020年开始，我们开展西湖龙
井茶年轻人手工炒制技艺集训，邀请规
模茶叶企业和西湖龙井茶手工炒制大
师工作室为年轻人上课，胡嘉俊也是其
中一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服
务中心农艺师黄小萍说，从开始的12
人到去年215名学员参与，景区的年轻
人纷纷加入了产业振兴队伍，他们大部
分是“茶二代”，也有新想法。

我省举办龙井茶炒制大赛

人机比拼，看看谁是炒茶王

90后胡嘉俊在手工炒茶。 拍友 蔡希师 摄90后胡嘉俊在手工炒茶。 拍友 蔡希师 摄

本报安吉 3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世超 共享联盟·安吉 章婧）21日，
安吉白茶正式开采，全县30%的茶园已进
入采摘期，将逐步全面开采。据初步估算，
今年安吉白茶产量将达2300吨左右。

在溪龙乡黄杜村的万亩茶园里，采
茶工眼不离叶、手不停歇，轻轻采下由

“一芽一叶”组成的青叶，装进背篓里。
自1月以来，安吉阳光充足，雨量也较
充沛，利于茶树营养物质积累和茶芽萌
发，今年安吉白茶品质优于往年。此
外，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农茶商蜂拥而
至，青叶、干茶交易市场均迎来近3年

最热闹的时节。
近年来，安吉坚持数字赋能，深化

茶旅融合，统筹推进茶文化弘扬、茶产
业发展、茶科技创新，持续助推安吉白
茶“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安吉白茶
从一株母株“白茶祖”发展到全县茶园

面积达20.06万亩、产值达32亿元，为
全县农民人均增收8800余元，成为名
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在“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同
时，安吉逐步推进“一片叶子再富多方
百姓”的目标。开采当天，黄杜村还连

线贵州省普安县、湖南省古丈县，了解
当地的“白叶1号”采摘情况。“今年，我
们在做好自身数字赋能迭代升级的基
础上，将把安吉白茶的数字化改革成
果推广至‘三省五县’，让受捐地共享

‘安吉白茶产业大脑’应用场景。”安吉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将
积极打造“三省五
县 乡 村 振 兴 致 富
茶”系列产品，并通
过“安吉优品汇”平
台进行销售，携手
奔共富。

携手三省五县奔共富

安吉白茶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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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伊伲 共享联盟·
舟山中心 胡园园 嵊泗 陈结 菜园
陈雨迪）近日，102岁的嵊泗老人邵香
云从东库岛搬进了泗礁本岛的新
家——位于菜园镇金平村的“幸福驿
家”。亮堂的房间、簇新的床柜、齐全的
电器，邵香云越看越喜欢，说：“这里条
件太好了！没想到我102岁了，还能享
受这样的待遇……”

在嵊泗，依然有不少像东库这样偏
远的小岛。东库岛上多为60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享
性较差。如何让小岛上的老人优先享
受共富成果？嵊泗县启动新时代“小岛
迁、大岛建”工程，工作专班多次前往东
库岛、绿华岛展开调研，了解民意、倾听
民声。经过长达半年的思想动员工作，
首批13户14位居民正式搬迁，成功入
住“幸福驿家”。

搬进新家的还有72岁的老人潘亚
飞。潘亚飞长期独自生活在岛上。她
的房子多年前被台风吹塌，她就寄宿在
亲戚闲置的老房子里，这让女儿张艺君
很不放心。“我住在定海，每次想回东库

看老人，需要转乘两三趟船，非常不方
便。”对于母亲能入住“幸福驿家”，张艺
君很高兴。“这里有工作人员照顾，我来
看望也方便了很多。”她说。

“阿拉变成城里人嘞！”谈及新生
活，潘亚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为
做通老人的思想工作，菜园镇工作人员
多次来到东库岛宣传政策，还贴心地将
新家的图片、视频带给老人看。入驻新
房以来，潘亚飞感到格外新鲜：“住宿环
境和医疗条件好多了，做梦也没想过能
过上这样的日子。”

据悉，金平村“幸福驿家”作为新时
代“小岛迁、大岛建”过渡性安置用房，
主要是对金平原村委两栋建筑进行改
造修缮，共改造房间17间，配备生活、
娱乐、医疗等设施用房，每个月住宿费
200元、伙食费400元。

据悉，菜园镇绿华村在册人口784
户1654人，长期住岛群众193户302
人。今年以来，菜园镇锚定“迁得出、住
得牢、过得好”的工作目标，启动新时代

“小岛迁、大岛建”工程，引导小岛居民
向中心城镇转移，实现城乡共享共富。

嵊泗偏远小岛14位居民迁新家

“阿拉变成城里人嘞”

本报讯（记者 沈烨婷 共享联盟·
嘉兴 周佩佳 通讯员 谢佳萍）在买房
过程中，预告登记这个手续往往容易被
人遗忘。而这几天，不少嘉兴市民在购
买新建商品房时发现了新变化，在网签
页面上可以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

“以前业主付款网签备案后，业主需
要自行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预告登
记的业务。”嘉兴市房管中心房地产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商品房预告登记是依申
请办理的一项业务，但在实际情况中，全
款购买新房的业主可能因为不清楚流
程，而常常会遗漏预告登记的环节。

“预告登记可以理解为购房者对物
权效力的一种提前介入，法律支持购房
者对未建成的房产进行保障，原则上该
房产不能被开发商再次销售，也不能被
法院查封或作其他处置。”嘉兴市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调查确权登记处工作人
员表示。如果开发商经营不善，面临查

封或清算的情况，没有进行预告登记的
房产可能面临被处置的风险。

为保障购房者的财产权益，从去年
下半年以来，嘉兴房管部门和不动产登
记部门就开始深度整合系统和服务资
源，在全省率先实现新建商品房网签合
同备案与预告登记联办，打破办事部门
限制和信息孤岛。3月20日起，嘉兴
市本级全面实施新建商品房预售合同
备案和预告登记同步办理，进一步保障
购房人的财产安全和提升群众办事的
便利度。

“以前对预告登记还真不了解，这
下不仅能少跑腿，买房也更安心了。”
嘉兴市民杨先生购买的新建商品房正
在进行网签备案，他的房屋信息在完
成网签备案后，将通过后台直接推送
至不动产登记部门，而在接收申请后，
不动产登记部门将通过短信向购房者
自动核发预告登记电子证照。

保障购房者财产权益

嘉兴新建商品房网签与预告登记联办
保障购房者财产权益

嘉兴新建商品房网签与预告登记联办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林怡）这几
天，短视频平台上一位叫“张教官”的战
术救援教官引发网友关注。他是一名
百万博主，发布的叙利亚地震救援系列
视频，已获得超过50万点赞量，网友纷
纷点赞“平凡的人做着不平凡的事”。

他是来自四川天府新区急务救援
队的张健豪。不久前，张健豪独自前往
叙利亚提供医疗援助服务，15天内，共
为30名地震灾民在疑难杂症远程会
诊、义肢制作等方面提供帮助。而这支

“单人”救援队的背后，离不开两家杭州
公司提供的“黑科技”——远程急救AR
眼镜和三维扫描设备。

在叙利亚的半个多月，张教官所带
的“黑科技”发挥了什么作用？近日，潮
新闻记者分别采访了张健豪以及救援
设备的供应商——杭州灵伴科技有限
公司和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到达叙利亚灾区后，看到眼前的景
象，张健豪才真实感受到一场地震对于
城市和生活全方位的摧毁。“在震后第
一阶段的生命救援完成后，我们还需要
关注后续阶段灾民的疾病医治和生活
重建。”张健豪向潮新闻记者介绍，“实
际上，我虽然是一个人，其实也是一支

队伍，身后有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专家
团队的远程支持。”

张健豪此次救援有两个主要任务，
一是远程会诊，通过AR眼镜与医院的
专家团队建立联系、实时传递现场影
像，从而由医生为一些疑难杂症患者提
供诊疗建议；二是通过三维扫描设备，
帮助当地残疾人制作义肢。利用手持
三维扫描仪对断肢进行扫描，采集相关
数据，再发回国内的义肢加工厂，为伤
者量身定制义肢。

“大家每天的时间都花在怎么找瓦
斯和汽油上。”张健豪说，这为他们开展
医疗救助增加了很多阻碍，每天都需要
应对汽油短缺、电力不稳、网络信号差
等难题，“远程会诊需要连接用电的医
疗设备，但是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每天都是来2个小时的电，然后停4个
小时，最后只能用车辆作为电源储备。”

“让他抬一下腿”“让他指一下哪里
痛”……通过AR眼镜传输的现场画面，成
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医疗组的医生不断向
张健豪发出指令，再由翻译转述给患者。

这是在此次远程会诊中，一名患有
地震复合伤的12岁儿童接受治疗。通
过AR眼镜，数张骨折拍片被一张张传

回。“由于当地医生无法判断他是否需要
手术，我们的医生就通过AR眼镜的现
场观察，结合他的影像学图片进行诊
断。最后判断其骨盆骨折没有明显移
位，建议卧床休息并配合营养神经治
疗。”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部部长江
英强说。

为此次救援行动提供AR眼镜的
是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据该公司
技术负责人介绍，通过这副AR眼镜，
不仅能够一键远程呼叫，将实时的第一
视角画面进行传输，还能在视频画面上
进行标注，做出及时的医疗诊断。

“AR眼镜能够让医生以第一视角
看到病人的情况，与图片、视频会议等
形式相比，诊疗效果要好很多，并且能
让远程医师更准确掌握病情，给出更恰
当的医学专业建议。”江英强表示。

而对于当地肢体残疾群体的救助，
张健豪提出利用另一项高科技手段，就
是用三维扫描技术帮助患者定制义肢，
能够让他们在灾难结束后更好地融入
社会。扫描设备的提供方是总部位于
杭州的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三维扫描仪
可以数字化获取断肢的三维数据，以此

为基础，可以实现义肢制作的全流程数
字化，相较于传统石膏取模方式，三维
扫描仪能够有效提高制作效率，提升患
者体验。”

事实上，智能设备在地震救援中发
挥的力量愈发显著。比如，此前“中国照
明无人机点亮地震救援现场”的话题登
上微博热搜。这架由浙江极客桥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照明无人机，为
救援行动的开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又比如，一群同济大学学子看到土
耳其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募集救援物资
的消息后，立即制作了应急光伏储能电
源箱。该项目负责人白浩然是一名来
自温州的00后。他向记者介绍，这套设
备可采用光伏充电，充满电后，能够让配
有的LED灯连续照明40至50个小时，
从而为地震逃生者赢得宝贵的时间。

眼下，仍有数以千计的灾民拥挤在
阿勒颇、哈马、拉塔基亚等地的临时庇
护地中，而这些地方的生活和卫生条件
很恶劣。目前，张健豪正在全国各地寻
找愿意提供义肢的机构。再过2个月，
他将再次启程前往叙利亚，把义肢、药
品、帐篷等物资为地震灾民运过去，帮
助他们重建家园。

一名百万博主赴叙利亚地震灾区参与救援

杭州黑科技立功了
一名百万博主赴叙利亚地震灾区参与救援

杭州黑科技立功了

3月21日，在3月23日世界气象日来临之际，武义县新宅镇中心小学邀请县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普及气象知识。
拍友 张建成 李云升 摄气象科普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徐惠文 共享联盟·
海宁 董维刚 通讯员 于龄）粉紫、橘
红、米黄、花白、碧绿……3月 16日，
在海宁市袁花镇新袁村的查爷爷有
机农场，20多亩彩色油菜花在阳光下
盛开。除了好看，这片油菜还“好
吃”，等种子成熟后可以榨油，榨过油
的菜饼又将作为有机肥料用来肥田，
然后再种植有机大米，最终实现绿色
有机循环。

“这些彩色油菜是我们3年前从四
川省农科院引进的，去年试种后效果不
错，所以就留了种子，今年是第一年大
规模种植。”查爷爷有机农场工作人员
代纪坤告诉记者，这几年周边的村庄都
在做农文旅产业，农场希望尝试做出自
己的特色。

从去年9月播种到今年3月盛开，
这片花田费了工作人员不少心思。前
期需要定时检测调整土壤，找到各色油

菜适合生长的环境；苗期，要根据不同
的气温和湿度，定期浇水和施有机肥；
出花苞后，更要时不时观察花蕾多不
多、密不密……代纪坤说，七彩油菜花
的花期将一直持续到4月初，含油率接
近50%，“可以达到甚至高于黄色油菜
花的水平，并且菜籽油中的营养成分也
比较高。”

七彩油菜花成为了今年农场的
“金招牌”。“我们公司特地从苏州赶来
进行团建活动，就想看看七彩油菜
花。”苏州游客林女士说。自油菜花盛
开的一周以来，查爷爷有机农场已接
到十几个团队的电话预订。

今年以来，
海宁乡村旅游
持续火爆，不
少乡村的日游
客量突破1000
人次。

海宁七彩油菜花成了农场金招牌

本报讯（记者 金晨 共享联盟·
临海 单群力）3月20日，步入临海市
上盘镇土改村，一座崭新的占地4000
平方米的“玻璃屋”赫然出现在眼前，犹
如一个白色魔方。记者走进白色魔方，
一簇簇小番茄正由绿转红，仿佛置身于
植物园。

突然，闪烁的大屏显示室内温度偏
低，响起预警，头顶卷膜徐徐拉开，充分
接收着阳光，不一会儿，室内温度便稳
定为25摄氏度。环顾四周，却看不见
人影。原来，白色魔方的主人陈学仇正
在3公里外的家中点点手机，便完成了
这一操作。

通过摄像头，看到记者的身影，匆
匆赶来的陈学仇介绍起这座白色魔方：

“这是我们投资400万元建设的盛绿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采用了升降温自
动调节系统，使室内常年保持在25摄
氏度。”

在种植区，种植架一字排开，码放
着一个个小小的栽培袋。“你看，里头装
的不是土，是进口的基质。”陈学仇告诉
记者，这些基质是根据上盘镇的气候环
境定制的，无污染、无病虫害，还能反复
使用。番茄便从基质里“破土而出”，沿

着H形轨道有力地攀爬而上，最高的
能长到5米多。

扎根基质中的还有一根根标签、导
管，番茄们看上去像打着吊瓶一般。“这
是集压力补偿、水肥等于一体的数字水
肥循环系统，通过它可以‘对话植物’，
实现营养补给精准到滴。”只见陈学仇
打开手机小程序，红色的字体显示着每
一株番茄缺少的微量元素，点点屏幕，
四滴钾、五滴氮便通过导管输送，调节
番茄生长的基质环境。

“原来我们只能凭借眼力观察农作
物的生长状况，比如出现病虫害，再通
过用肥、用药进行救治。现在，我们借
助数字化系统‘治未病’，改变了传统的
耕作模式。”陈学仇表示，目前，番茄已
进入熟果期，两天采摘一次，每株结20
多个果实，产量及产值是传统温室的3
至5倍。

从种植区移步育苗区，一排排果
蔬秧苗分门别类地生长在棋盘格形的
苗床里。这里不仅是番茄园，更是数
字化育苗的基地。陈学仇介绍，白色
魔方通过数字化育苗，将出成率从
80%提高至 98%，并且节约了人工
费用。

临海番茄住“魔方”产量翻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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