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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杨雅索）日前，记者从丽水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了解到，瓯江山水工程——青
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修复项目成功入选

“联合国生态恢复十年”优秀案例，是目
前浙江省唯一入选案例，正通过联合国
官方平台——生态系统监测框架
（FERM）网站向全球展示。

2021年，联合国启动了“生态系统
恢复十年”行动，致力于预防、制止和扭
转生态系统退化，旨在复兴涵盖陆地及
水域在内的数十亿公顷的生态系统，同
时汇集各方力量，扩大成功的试点恢复

举措。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已有1300多年

历史，200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
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
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
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浙江大学农业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帮助下，改进了传
统模式，创新升级为“种养并重”的数字
标准化“稻鱼共生2.0”，将种稻养鱼的
亩均效益提高了10倍。2023年，全县
稻鱼共生系统面积达6.54万亩，稻鱼
产业总产值达3.04亿元，比上一年增
长8.57%。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修复项目入选
“联合国生态恢复十年”优秀案例

融媒联连看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温州 5 月 13 日电 （记者
周琳子 通讯员 王科特）13日上午11
时不到，温州上空出现难得一见的日
晕景象。太阳周围围绕着一圈巨大的
环形彩虹，就像是给太阳戴上“彩虹美
瞳”。这一独特的天文现象，引得当地
人集体围观。

在温州外国语小学，学校组织部分
四五年级学生暂停日常课程，在教室外
集合。一堂日晕下的科学课在校园广
场上热闹开始。

“同学们，日晕是一种大气光学现
象，在古代，人们将其称为佛光普照，而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日光通过卷层云
时，受到冰晶的折射或反射而形成的。
冰晶能将同一种颜色的光折射到人的
眼睛里，形成内红外紫的晕环。”五年级
科学老师陈通瑞现场授课，“日晕的出
现是一种天气变化的预兆，未来24至
48小时内可能会有暴风雨到来，大家
可以观察起来。”他结合小学科学五年
级上册中“光的折射”知识点，向同学们

分析起了眼前的现象。
抓住日晕现象把课堂搬到室外，目

的是激发学生们对探究天文现象背后
科学原理的积极性。陈通瑞为了给同
学们解释日晕形成的原因，还带来了试
验工具三棱镜，和同学们现场“造”起了
日晕。同为科学老师的郑思思则向学
生们科普了观赏日晕的技巧：“眼睛直
接长时间观察太阳会导致视物模糊、眼
部疼痛、视力损伤、黄斑部灼伤甚至永
久性失明。所以同学们要记得用手遮
挡着观察，时间不要太长。”

这场临时又特别的科学课，不仅让
同学们了解了“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
风”的天气现象，更懂得了光的折射原
理。509班学生张小稀课后仍旧非常
兴奋，她说：“一边看着
彩虹圈一般的日晕，一
边听着老师的讲解，这
样的科学课满足了我
对天文的好奇心，太爱
这样的科学课了！”

太阳戴“美瞳”学生长知识

一堂日晕下的科学课

温州外国语小学的学生在日晕下上科学课。 通讯员 王科特 摄

温州向西 2000 公里、海拔向上
2000米，这是乐清市驻四川阿坝州理
县帮扶工作队扎根的大致坐标。

乐清干部以催生当地可持续发展
内生动力的目标来到这里。眼下，援川
三年进入倒计时。近日，记者再赴理
县，走进一户户农户牧民家中，一个个
乡村振兴项目点上，一群群党政干部忙
碌的身影间，再探援川干部为当地留下
了什么。

留下好风景
“窗口的好风景，养活了全家人”

距离成都160公里的孟屯河谷，风
貌犹如仙境，被人们称为“梦开始的地
方”。对于从小在这里长大的90后藏
族小伙何新丹而言，他的“圆梦之旅”是
从对口支援工作队到来后开始的。

何新丹的家在孟屯河谷所在的上
孟乡塔斯村村口，“吾乡酒店”是他家的
新招牌。

“赶紧进来喝茶、晒太阳。”何新丹
热情地招呼我们在小阳台坐下。半人
高的窗外，两座高山挺拔耸立，其间一
条小河缓缓奔来，框出了一幅“孟屯河
谷山川图”。

何新丹熟练地指了指通往河谷边游
步道的路，推荐我们一会儿去走走。他
说，来住店的客人都是奔着这景来的，所
指的方向，是两年前才探出的新路。

彼时，这里还是片荒地，游客透过

车窗看看风景，或是下车拍个照就算来
过了。直到两年前，对口支援理县的乐
清工作队前来考察。“他们说用闲置土
地连片流转的方式，招引农旅项目来村
里开发。”上孟乡宣传委员何蔚回忆道，
这些名词对当地人来说有点陌生，但几
个关键信息很吸引人：盘活土地，不需
要自己种地，能赚钱，还有好风景……

2022年下半年，“遇见塔斯”农旅
观光休闲园项目准备启动。次年，村集
体闲置土地开始流转，工作队引入运营
方，以每亩1200元的价格租用土地，第
四年起租金涨价并开始分红，随后每年
增加10%的比例持续分红。

如今，村里45亩荒地摇身成为妮
娜公主葡萄、高原芬芳李种植采摘园，
其间点缀着藏羌风格的园艺小品，旅游
业态一下子丰满起来。

从去年夏天开始，村里114户民宿
订单火爆，3920张床位在高峰期几乎
全部抢空，日均游客量破万。

何新丹的民宿在2023年营收超过
了20万元。更欣喜的是，村里家家户
户都和他一样，齐心协力动起来，充满
对美好未来满满的期待。

留下好经验
“脑袋里装着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塔斯村的变化，源自浙江的“千万
工程”经验。2021年乐清对口支援工
作队抵达后，对理县11个乡镇、14个重

点部门和71个村全面走访调研，决定
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改善基础设
施，提升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三年间，对口支援的乐清驻理县工作
队持续投入3500余万元，先后对丘地、甘
堡、卡子、塔斯、日波等村子进行重点打造。

援川干部、理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挂职）朱小恭介绍，少数民族地区和东
部沿海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为此工作队
注重向理县干部、群众请教学习，依“理
县所需”倾“乐清所能”，努力将浙江的改
革创业经验，结合当地实际落地生效。

“光靠资金投入其实远远不够，浙江
干部有好眼光和强执行力。”日波村“一
肩挑”干部杨友明这样解读村子的改变。

2021年起，对口支援工作队投入
上千万元资金，在孟屯河两岸依势建起
河堤、小桥、亭子、游步道，现在都成了
村民和游客最爱的打卡点。

当前，阿坝州正分批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点。日波村的经验在周边村迅速
传播，开始复制推广。三年间，“趣味乡
村”通化乡卡子村、“河谷秘境”上孟乡
塔斯村、“屯兵故里”甘堡乡甘堡村、“藏
式婚礼目的地”古尔沟镇丘地村一一涌
现……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名片”，村
子的振兴路越走越宽。

留下好作风
“为找人才一天跑了700公里”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对工作队干

部的初印象，“不理解”“不适应”在受
访的当地干部群众口中出现频率非
常高。

发改是对口支援工作的线口部
门，理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万航与
工作队的接触非常多。在万航的记忆
中，马不停蹄是工作队工作的常态。

“三年间，工作队把理县11个乡镇71
个村（社）走了许多遍。经常白天下乡
看进展，中午、晚上休息时间开会优化
方案、细化任务。”万航感慨，刚开始不
太适应，但现在本地干部也在转变，干
劲也上来了。

“为了找一个人才，一天跑了700
公里往返若尔盖，聊了2小时，当天就
要返程。”同行的当地驾驶员回想起这
趟出车，有些不理解。“实际上是瞄准一
个好项目，就有一定要拿下的决心。”理
县经信局局长谢一璨这样评价。从若
尔盖，工作队招引到了乐清商人章纪钱
团队，带回了海拔2300米以上无法种
植经济作物的解决方案，激活理县高半
山一万多亩闲置土地。成功试种出的
高原“香香李”和“雪域明珠李”，预计亩
产可达2000斤左右，是现有理县水果
亩均收益的2至3倍。

“正是因为他们的敬业、认真，让援
建资金在高原投出了大效益，才能收获
老百姓的满满好评。”谢一璨这样评价，

“我们也边做边看边学先进的发展思
路、认真的干事态度，这是工作队即使
离开也会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乐清携手理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优势——

在阿坝高原留下满满的期待
本报记者 周琳子

本报讯 （记者 褚晶君 通讯员
姚思怡）5月12日，2024年“寻找美丽
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海宁站
在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举行，近500名
中外选手同场竞技。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
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
定向运动协会主办，设竞技组（成年男
子、成年女子、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

子）、大众组以及国际友人组。本次赛
事将定向越野路线潜藏于大美尖山，线
路设计中融入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让
运动员在美丽乡村中比赛，感受黄湾镇
的淳朴人文和乡村振兴成果。

据了解，今年的比赛首次设置国
际友人组，吸引来自摩洛哥、土耳其、
也门等多个国家的30余名外国选手
参赛。

中外定向选手海宁同场竞技中外定向选手海宁同场竞技

本报讯 （记者 叶梦婷 通讯员
单光辉 王东勇）“我们箬阳乡常年云
雾缭绕，茶叶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
高山上，新茶有一股自然的清香。”5月
12日，在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坡阳古
街的“八婺共富·百镇优选”金东体验
店，婺城区箬阳乡新农人余志洪带着新
鲜摘下的茶叶，摆起茶桌，向游客推荐
家乡土特产。

近日，金华首家“八婺共富·百镇优
选”体验店在坡阳古街开张。走进体验
店，10余个展架上分别陈列着来自金
华百个结对乡镇的120多款产品，兰溪
的小萝卜、东阳的香榧、磐安的菌菇等
在这里很畅销。

近年来，金华全面实施“百镇共建
强基”行动，以经济强镇和山区乡镇两
两结对共建的方式，组织100个乡镇
（街道）结对共建，促进组织共建、产业
共兴，形成诸多“土特产”品牌。如何进
一步打响这些“土特产”品牌，金华各地
选择了一批文创手作、乡野特产、特色
美食，共同打造“八婺共富·百镇优选”
体验店。

金东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金东还将以“八婺共富·百镇优
选”体验店为核心，建设乡村CEO培育
点、“新农人”实训点、百镇文旅路线推
介点等，推动山区乡镇群众增收、集体
创富。

金华首家“百镇优选”体验店开张

温州外国语小学校温州外国语小学校
园内见到的日晕园内见到的日晕。。

通讯员通讯员 王科特王科特 摄摄

作为基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县
域高中是无数乡镇县城孩子走向广阔
人生的桥梁。近日，浙江第二批山区26
县和海岛县县域普通高中结对帮扶安
排名单公布，共有48所结对帮扶学校。

2022年9月，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印发
《浙江省山区26县和海岛县“县中崛起”行
动计划》，加强薄弱地区的县域普通高中
建设，推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中崛起”行动计划出台近两年，
做了哪些工作？新一批结对学校会有
哪些新动向？我们试图以嵊泗、景宁两
地为观察样本，看“县中崛起”变在哪，
又难在哪。

学生留下来，好起来

每月中旬，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
的6名老师就坐上大巴，先到舟山嵊泗县
的沈家湾码头，再乘船前往嵊泗本岛。

“顺利的话，6个多小时能到，要是赶上天
气不好，就不好说了。”学军中学海创园
学校副校长徐小芳一直在两地往返。

浙江省嵊泗中学，是首批“县中崛起”
行动中受帮扶学校之一。2023年3月，杭
州学军中学与嵊泗中学正式建立“一对一”
结对帮扶关系。事实上，一系列教育教学
教研等帮扶活动从2022年9月就开始了。

每次出发前两三天，两所学校的老师
们就忙碌了起来。学军中学的老师们会
提前拿到一份嵊泗中学的需求表，上面详
细列着近期面临的教学和教研难点。学
军的老师们一到学校，紧锣密鼓的讲课
和讲座就开始了。“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提供详细的指导，比如给高一学生讲职
业生涯规划，给高二学生讲选课后的阶
段性学习规划，高三学生则是三位一体强
基计划的笔试面试技巧等，有时还会针对
个别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徐小芳说。

为了让指导更有针对性，嵊泗中学
每个年级开设了2个“嵊泗中学学军
班”。此外，学生也有机会到杭州交
流。嵊泗中学每年选送5名学生赴学军
中学海创园学校进行阶段性研学，还组
织150名学生赴杭开展暑期学科研学。

“这样的帮扶既是接地气的，也是
实打实的。”嵊泗中学校长许军海说，学
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
一些教师开始主动反思并转变教育教
学理念和方法，内生动力得到激发。

眼下，嵊泗当地初中毕业生就读嵊泗
中学的意向有明显递增，今年春季开学已
有在外就读的本地学生回流县内就读。

2023年3月，杭州第二中学和丽水
景宁中学签订帮扶协议。景宁中学校长
夏建民说，杭二中的到来，让景宁中学办
学的顶层设计、办学理念、教风学风都有
了明显提升。“县中想要崛起，需要有崛
起路径。杭二中校长蔡小雄带着骨干给
学校把脉，明确了景宁中学未来的办学
路径，这很关键。”夏建民说，在杭二中的
帮助下，景宁中学不但整体成绩有所提
高，还评上了浙江省现代化学校。

据两地教育部门统计，“县中崛起”
行动计划实行以来，景宁中学、嵊泗中学
的高考成绩和全省位次均有较大提高。

老师走出去，学起来

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县中崛起”帮扶
的重点内容之一。以杭二中和景宁中学
的合作为例，杭二中派遣支教副校长、支
教教师来景宁中学工作，景宁中学也会派
教师到杭二中跟岗锻炼，两校还有计划地
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备课活动。

2023年，3名景宁中学的新教师来
到杭二中跟岗锻炼。“一方面，我要跟着
师傅学习教学方法、讲课技巧；另一方

面，杭二中的老师们能更敏锐地察觉到
高考的变化。”数学老师涂佳燕除了学
习之外，还带回了一些重要新信息。

和涂佳燕相比，生物老师林蓉跟岗
锻炼的时间更长。根据安排，她将在杭
二中跟着国际生物奥赛金牌教练黄雄
伟学习两年。

在杭二中的帮扶下，景宁中学成了
浙江学科竞赛赛道的一匹黑马。去年，
景宁中学有2名学生分别获得信息学
和化学奥赛省一等奖。今年4月初刚
公布的全国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竞赛
中，景宁中学女生张林莉在入围选手中
排名全省第四。

“学校一直重视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过去因为缺少专业竞赛教练的指
导，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有了
杭二中作为外援，学校的竞赛成绩也按
下了‘加速键’。”夏建民说。

除了名校的定向帮扶，针对山区海
岛名优教师“引进难、培育难、留用难”
问题，省教育厅建立了定向培养评聘教
师机制。例如，率先实施“戴帽下达，人
走帽留”机制，设置特级教师、中学正高
教师定向评聘计划。过去两年，景宁和
嵊泗分别评上3名正高级教师、1名特
级教师，有效缓解了以往紧缺岗位招不
到人、留不住人的情况。

县中崛起，需扩容

经过一系列政策倾斜，县中正在步
入良性循环的状态。不过，有校长早已
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并且思考，县中崛
起，未来怎么办？

“帮扶工作三年一期，我们希望帮
扶结束后，一些好的政策依然能够延续
下去。”一位县中校长告诉记者。

即便师资情况和前些年相比有了

明显好转，县中的校长们依然期待能有
更多年轻人到来。“能否打破现有人事
机制，更加灵活地为山区海岛中学引
才？”一位业内人士提出建议，由负责帮
扶的知名高中出面招聘名校毕业生，这
些新教师先去对口的山区海岛学校服
务3到5年再回本校。

然而，不少专家和校长们也意识
到，县中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并不能真
正解决县中未来长远发展的问题，更需
要建立自己的“造血”机制。

夏建民就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景宁中学要抓住这三年宝贵的时间，
着力培养自己的师资团队。”他举例道，
再过一年多，林蓉将以生物奥赛教练的
新身份回到景宁中学组建团队，把生物
竞赛抓起来。

“高考新课标对学生的综合素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县中来说是个新的
挑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云星说，在
帮扶期内，县中不仅要从生源、师资等
关键问题入手，更要从内部治理体系、
管理水平上下功夫，打开视野和格局。

此外，在以往的政策执行中，很多
人认为县中主要特指县域头部的“县一
中”，县域第二梯队及以下的高中学校
常常被排除在政策重心之外，存在一定
的主体局限性。

不过，省教育厅公布的第二批帮扶
名单，更多县域第二梯队高中被纳入帮
扶计划，补上了“县中崛起”的重要一环。

“从现实与长远来看，县域第二梯队
高中毕业生绝大部分会留在家乡，是未
来县域发展的重要人才。”李云星认为，

“县中崛起”不仅仅是个别头部高中清北
率、重点高水平大学升学率的回升，更是
县域中学教育的整体转型和全面变革，
更需要统筹考虑县域普通高中的规模，
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外部“输血”步入良性循环 自身“造血”谋求未来发展

县中崛起的变与难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纪驭亚

5月13日，杭州九溪烟树景
区附近，众多观鸟爱好者和游客
正在拍摄一窝住在树洞里的猫头
鹰。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
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周佳俊介
绍，这种猫头鹰是领角鸮，常在树
洞里做窝，好奇心强，并不怕人。
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根据鸟窝附
近道路和茶园地势，辟出一片区
域，并加派安保人员管理秩序，疏
导交通，保证游客正常观赏。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远观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