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谢甜泉 共享联盟·
永嘉 董秀燕） 11月的温州市永嘉县岩
头镇苍坡村变身一幅彩色丰收风景画，
红豆、绿豆、黑豆、玉米粒等农作物化身
多彩油墨，大面积晾晒的稻谷、辣椒、玉
米、柿子等秋收作物装点古村。11 月
28 日，记者来到苍坡村，刚进村就被扑
面而来的秋收氛围包裹了，随手一拍，
都是秋日绝美的“美拉德”大片。

“晒秋”是城市里难得一见的农俗
景观。每年进入 11 月，苍坡村村民会
把收获的粮食拿出来晾晒。今年秋收
节，苍坡村以“千年宋庄·苍坡秋收”为
主题，不仅在古村内植入精美的秋收和
晒秋场景元素，还增加了田园间的乡愁
记忆打卡点、新增和招引文旅新业态
等，拓展古村和稻田结合的新游线。绿
水青山间，白云朵朵、酒桶巨架、欧风草
垛、田园迷宫等特色场景尽显田园美
学，引得游人争相打卡。不少年轻人在
田野间吃起了小火锅，或在网红咖啡馆
品尝着麦饼。村民自制的柿子饼、番薯
条、萝卜丝等楠溪特色美食和土特产，
让游人大饱口福。

这是属于苍坡村的一场盛会。每
年这个时候，村里热闹得像过大年。

“‘秋收’就是我们的节日。现在村子
美、游客多，连工作日都来了不少人，我

们也有钱赚！”在苍坡笔街，记者见到了
正在挂晒素面的村民滕碎英，今年她将
彩色素面晒在院子里，游客来了可以拍
照打卡。玩累了，还能招呼大家来屋内
品尝热腾腾的素面汤，如果对味了，可
以直接拎一袋包装好的素面当伴手
礼。这段时间，滕碎英和丈夫忙得不可
开交，素面馆生意红火，“最多时一天能
卖出七八十碗。”

楠溪江畔的苍坡古村有着千年历
史底蕴，村内以“文房四宝”为理念布局
建造，耕读文化浓厚，漫步古村能看到
原汁原味的宋代建筑。近年来，苍坡村
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在整治提升村
内环境的同时，坚持古村落活化利用、
以用促保，在稻田设置乡村年代场景
等，同时引导村民在村内布置农作物晾
晒场景、开设农家乐，促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

据统计，自 11 月 14 日开展秋收节
活动以来，截至 27 日，苍坡村接待游客
3.71万人次，门票收入20.13万元，村民
农产品和餐饮收入超 73 万元，村集体
增收6.1万元。

“以前游客来这里只能拍拍晒秋的
图，最多也就待上两三个小时。现在我
们引入业态、串联场景，游客能玩上一整
天，还有不少人觉得不过瘾，留下来住在
民宿。”永嘉县旅投集团董事长李新聪
说，今后苍坡村还会继续围绕秋收策划
活动，让“晒秋”经济吸睛又吸“金”。

绝美的永嘉苍坡村引来众多游客

晒秋，给千年古村上个色
秋色·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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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苍坡村的晒秋场景。 拍友 金肖武 朱忠胜 摄

本报讯 （记者 叶锦霞 共享联盟·
青田 舒旭影） 日前，在第五届华侨进
口商品博览会暨青田进口葡萄酒交易
会、第三届国际咖啡博览会上，世界青
田哈蒙产业发展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
政府搭台、市场助力促进“哈蒙”产业发
展取得新成果，青田“哈蒙”产业发展迈
上了新台阶。

“哈蒙”是西班牙火腿的音译。一
直以来，进口“哈蒙”只能整腿销售，不
允许切片加工销售，成为制约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大瓶颈。“消费者对于切片

‘哈蒙’有需求，商家也希望能通过切片
包装扩大消费市场。”青田县市场监管
局局长叶祖康表示，自开展主题教育以
来，为破解“哈蒙”产业多年“卡脖子”难
题，他们成立了“哈蒙”产业发展服务小
组，通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
解题”活动，认真研究、整理、吸纳“哈
蒙”商户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梳理
问题清单，着力将问题找准、情况摸透。

“我们主动与国家、省、市的市场监
管部门对接争取支持，共同探讨‘哈蒙’
切片可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路
径。”叶祖康说。在省、市技术专家合力
攻关下，今年 7 月，青田县市场监管局
发布了《青田县进口即食发酵火腿制品
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对进口即
食发酵火腿制品的生产场所、设备设
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试制产品检
验等方面都作出具体要求，“我们出台

《方案》，目的也是为切片生产许可、企
业建设标准、产品品质把控等提供相应
支撑，助力青田‘哈蒙’切片生产产业发
展。”叶祖康说。

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经
过多轮项目论证、安全评价、意见征求，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新版的《肉
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正式将青
田建议的进口火腿生产加工规范纳
入。青田抢抓政策利好“窗口期”，不仅
获批成为全国唯一进口火腿制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试点，还颁发全国首本进口
即食发酵火腿制品生产许可证。企业
获得该证件后，所生产的西班牙火腿切
片可作为预包装食品，在超市、商场、直
播间等渠道合法上架。

“有了这本证，不仅市场开阔了，销
量也上去了，现在每个月能卖出五千多
包切片‘哈蒙’。”连日来，青田县铭溢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静忙着打
包片装“哈蒙”，销往全国各地的超市、
商店。

许可证的落地只是青田“哈蒙”产
业破题破局的第一步。“想要进一步释
放市场消费潜力，将更多高品质、可溯
源的‘哈蒙’送上消费者的餐桌，需要积
极延伸和拓展产业链。”青田县华侨经
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发展中心副主
任洪微告诉记者，青田已成立全国首个

“哈蒙”切片厂，专业流水线可以完成切
割、人工摆盘、真空压缩等全流程操作，
实现工厂化加工。同时，借助“青田西

餐大师”侨乡特色技能人才品牌，培养
了 200 余名专业“哈蒙”切片师，最大限
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此外，青田还梯度培育 20 余家“哈
蒙”进口企业和 200 余家销售企业，从
产品包装、商标注册、广告营销、电商直
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靶向施策、综
合赋能，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做精。

办好一件事，服务一方产业。“多种
规格包装的切片‘哈蒙’吸引了众多消
费者下单，与以往相比，销量增长了
70%以上。”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潘炎说。目前，青田
全县集聚40家“哈蒙”经营户、300家外
地代理商，在成功破解销售问题后，年
销售额将从2亿元增至5亿元。

接下来，青田还将实施进口西班牙
火腿的鼓励性政策，引导青田籍企业家
将企业回迁。同时，建造智慧化集中冷
库，打造进口火腿“共享冷库”，降低企业
仓储成本，推动“哈蒙”产业行稳致远。

青田着力破解进口火腿销售瓶颈

切片后，“哈蒙”更好卖了

本报讯（记者 丁珊 通讯员 戴玲爱
曹义） 眼下，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东
山农贸市场正在升级改造。在距离改
造现场不远处的东山弄社区，一个关于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民生问题的“小院议
事厅”也开张了。一系列居民的担心
事、烦恼事，都汇聚在这里，被讨论、商
议、解决。

近日，社区干部、网格员、施工方、居
民代表和商铺代表坐在了一起，“菜市场
改造，噪音太大了，我们两口子都70多
岁了，中午都睡不好。”居民李静芝先提
议。商铺代表金富根则认为，居民常在
脚手架下走来走去，他最担心改造过程
中的安全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在面对
面的沟通中，一个个心结也打开了。

经商议，农贸市场施工方作出调
整—— 午 休、晚 上 6 时 30 分 之 后 停
工；双层加固脚手架，志愿者、保安 24
小时巡逻确保安全。自 10 月底东山
农贸市场改造以来，“小院议事厅”共
计协商 7 次，改进问题 10 余处。

“小院议事厅”是灵隐街道推动“民
呼我为”工作机制的实践。“为更好摸清
居民的服务需求，畅通便捷的民意表达
渠道，灵隐街道发挥党员、居民等在网
格内的社区治理作用，并依托7个社区
的空间场地资源，打造‘小院议事厅’解
决居民大小事。”灵隐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主任郦雨霞介绍，“搬几张凳子坐下
随时随地就可商议，居民在这里不受拘
束，往往更能打开话匣子。”

西湖区“小院议事厅”解决群众大小事

搬几张凳子坐下就可商议

本报讯 （记者 徐添城 通讯员
曹佳慧 诸米兰）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福
全街道2023年度第三期青年干部“145
创造营”培养行动启动，23名青年干部入
营。训练期内，他们除了要接受业务培
训外，还将通过主题演讲、直播带货、视
频摄制等形式进行竞赛，以此全面提升
青年干部在处理业务难题、宣传本地文
化、推广特色产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今年以来，福全街道积极探索人才
培养机制，创新打造“145 创造营”青年
干部培养模式，将教育培训、素质拓展、
实践锻炼同干部储备选拔融为一体，为
街道高质量发展赋能。

“我们结合青年干部的个性特点和

能力特长，将重点项目作为锻炼平台，
让优秀的年轻人在实践中快速成长，同
时把村社后备年轻干部也吸纳进来，镇
村两级干部培养同步发力。”该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145 创造营”
培养机制已初见成效，例如，成员们在
接手街道文旅品牌推广项目时，创新组
建了一支“福小丫”团队，目前已拍摄创
意视频18期，带火了“合义徐山”“云泉
大雾尖”等本地景点。

以福全街道为典型，今年，柯桥区
不断加强青年干部队伍建设，鼓励各部
门、镇街创新方式，优化青年干部“成长
路径”，搭建青年干部“练兵舞台”，全方
位、多领域锻炼基层年轻力量。

柯桥全方位多领域锻炼青年干部

创造营里，年轻人快速成长

作为宁波五条生态海岸带先行段之一，宁波梅山湾水生态良好，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
栖息环境，吸引大量候鸟前来越冬。近年来，宁波市北仑区完善生态修复“1+N”治理体系，
开展岸线整治、生态复湿等生态治理工程，营造生物栖息地 21 万平方米，前来越冬的鸟类
明显增多。图为最近大批候鸟在梅山湾越冬栖息。 本报记者 周松华 拍友 章益民 摄

候鸟蹁跹

本报杭州 11 月 29 日讯 （记者
刘俏言 通讯员 陈豪） 29 日，记者从
杭州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动员部署会暨重大项目开工仪式
上获悉，围绕“医食住行”领域，杭州
发布了“平急两用”四大类项目清单，
建设一批具有隔离功能的旅游居住
设施，一批具备快速中转能力的城郊
大型仓储基地，一批配套医疗卫生服
务设施，以及一批具有开放式功能的
高速公路服务区。这四大类项目清
单 里 包 含 了 116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770.35 亿元。

“平急两用”是指公共基础设施在
“平时”用作旅游、康养、休闲等功能，
“急时”可转换为隔离场所，满足应急
隔离、临时安置、物资保障等需求。在
四大类项目清单中，医疗服务设施共
计 32 个，预计 2025 年底前实现三甲规

模医院全覆盖；城郊大仓项目共计 12
个，重点围绕生活必需品保供能力建
设卫星仓；旅游居住设施项目共计 68
个，重点围绕“三江两岸”水上黄金旅
游带进行布局；高速公路服务区项目 4
个，将打造国内首个“开放式服务区+

田园综合体”示范项目。如临安总投
资 45.9 亿元的天目未来谷配套酒店项
目在平时集旅游、研学、康养等功能于
一体，急时便可转换为隔离场所，满足
临时安置等需求。

目前，杭州已发布旅游居住建筑、
医疗应急服务点、城郊大仓基地、高速
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四类公共基础
设施“平急两用”设计指南，在现行国
家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立足杭州建设
实际情况，形成杭州标准。据了解，在
全国 21 个超大特大城市中，以上四类
标准杭州均为率先发布。

总投资770亿元，覆盖医食住行

杭州116个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开工

本报讯 （记者 何伊伲 共享联盟·
定海 韩地枰 刘琪琳） 近日，舟山市定
海区东海百里文廊产业推介会在上海
同济大学举行，雪岭云泉天然饮用水项
目、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小微企业园
水产品加工入驻项目、东海百里文廊规
划咨询服务项目、东海福泉村温泉体验
馆（含温泉餐厅）项目、鹅鼻岭景区露营
基地项目5个项目成功签约。

去年以来，定海区以深化“千万工
程”为牵引，启动和美乡村建设，创新实
施“暖岙”文化生态旅游共富工程，串联
生态山岙区域，将美丽乡村、古寺古庙、

古遗古迹、河湖水库、云顶风景等乡村
“宝藏”元素串珠成链，打造了全长
100.5 公里的东海百里文廊。今年 5
月，这条集农文旅于一体的文化生态共
富廊道全线开放，贯穿 8 个镇（街道）、
32 个村，串联 196 处文化景观节点，让

“养在深闺”的宝贵乡村资源展现在人
们面前。文廊沿线，各类文旅产业遍地
开花。

据了解，随着东海百里文廊全线贯
通，定海区以项目为引领，加快形成“村
村共享、抱团共进、组团共富”片区化共
富矩阵。

定海在沪推介东海百里文廊产业
5个项目现场签约

“今年浙江·台湾合作周温州分会
场活动举办后，到温州交流的 100 名台
湾地区青年中，已有 31 位博士和博士
生向工作地在温州的心仪岗位递交了
简历。”最近，台湾青年许晋铭很高兴，
因为在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台湾地
区青年将来到温州，开启筑梦之旅。

出生于台湾高雄的许晋铭，长相文
气，现在是温州大学法学院的一名老
师。他对大陆、对温州的热爱，要从上
学时期说起。

许晋铭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也非常
有自己的想法。在台湾政治大学就读
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活
动。当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的机
遇多，发展前景广阔，于是一直想到大
陆继续求学。

2013 年，已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东
亚所硕士学位的许晋铭，终于如愿来到
大陆，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
这里，他努力学习，并更加积极地参加
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大

陆的了解。他发现，大陆和他在台湾地
区时听到的、想象的不一样，一个念头
在他心中萌芽：要通过自己这座“桥”，
让更多台湾地区的年轻人认识真实的
大陆。

从那时起，他总是一边和大陆同学
分享台湾地区的特色美食，一边热心地
带着来大陆的台湾地区同学领略大陆的
山水人文和风土民情。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通过参加台湾青年人才参访活动，许
晋铭有机会来到温州，他立即喜欢上了
这个与台湾地区距离近、气候和饮食习
惯又很相似的城市。这种像“回到家”的
感觉，让许晋铭决心留下来。

两岸青年对接交流的“桥”也架到
了温州。在温州市台办和温州台湾青
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的支持下，许晋铭
除了在高校工作外，还和在大陆就读的
台湾地区青年一起成立了“筑梦温州”
台湾青年联谊会，并担任总会长。

“其实很多台湾地区青年并不了解
大陆，即使有到大陆发展的意愿，也需
要有人牵线搭桥，并提供指导。”从线下
到线上，许晋铭成了台湾地区青年的学
长大哥，也当起了他们生活上的“老娘

舅”。他手机里有上百个群，都是帮老
乡们解决各种问题的，事无巨细，有学
业上的指导、就业上的帮助、心理上的
宽慰和情感上的关怀，还有诸如“外卖
软件怎么下载”“公交车怎么坐”“居住
证如何办理”等。

在这个过程中，许晋铭深切感受到了
近年来台湾地区青年来大陆发展的趋势，
更体会到自己作为“前辈”肩头的重任。
在他看来，鼓励台湾地区青年到大陆发
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让台湾地区
的年轻人增强对大陆的认同感，首先要
让他们迈出到大陆来看一看的第一步。

不少台湾地区新生刚到大陆入学，
许晋铭会邀请他们到温州实习、参与社
会实践。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城市，许晋
铭也会约他们出来聚一聚，鼓励他们在
大陆追梦、筑梦，为推动两岸命运共同
体出力。

台湾的年轻学生说，许晋铭有时像
大哥哥，帮学弟学妹们解决生活难题；
有时像老师，帮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解
决考研、考博困惑；有时像就业导师，不
厌其烦地一遍遍介绍温州的就业环境、
人才政策⋯⋯

如今，“筑梦温州”台湾青年联谊会
已在杭州、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厦
门、郑州等多个城市设立分会或联络
站，每年都会多次举办台青联谊、人才
对接会、暑期实习、创业项目洽谈等活
动，不仅让更多来大陆的台湾地区青年
深入了解这片土地，还为他们找到了更
多在大陆尤其是在温州的就业、创业机
会，已成为在大陆和台湾青年中极具活
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团体。

“我们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传授
经验，比如有的同学想报考大陆的高
校，我们会分享择校和备考经验；有的
同学在大陆找工作时写简历没有重点，
也不了解大陆的企业，我们会帮助介绍
情况并修改简历等。”许晋铭说，大陆为
台湾地区青年提供同等待遇，台湾地区
青年要努力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才
能在大陆筑梦、圆梦。

被许晋铭帮助过的台湾地区青年，
如今也在帮助更多新来大陆的台湾学
生，薪火相传地接续鼓励台湾青年到大
陆来。越来越多台湾地区的年轻人来
到大陆参访、实习、就业、创业，在一次
次交流中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台湾青年许晋铭扎根温州——

做更多台湾青年筑梦大陆的一座桥
本报记者 钱 祎 戚祥浩 通讯员 章 严 郑海新

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