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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稻谷金黄季，秋收冬种正当时。日前，市老科协银色助农服务队专家走

进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探讨今年晚稻生产情况，同时开展生产技术指导，指导

晚稻机收，确保颗粒归仓。 融媒记者 贾佳俊 摄
银色助农在行动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俞舒

梦） 11 月 5 日，记者走进华联商厦溪心

店平昌馆，琳琅满目的四川省平昌县特

色农产品映入眼帘，从粮油、土鸡蛋、火

锅底料、青花椒，到地方白酒、腊肉、薯

条等特色农产品一应俱全，成为展示平

昌优质农产品的重要窗口。

“大米、干货卖得比较好，品质优

良，市民回购率高。”华联商厦总经理马

列东介绍，除了溪心店以外，其他门店

也均有平昌商品在售。同时，华联商厦

还与 15 家平昌企业签订直供直销和长

期供货合同，为平昌特色农产品销售搭

建平台。平昌馆开设以来，营业额已近

1000万元。

在永康，类似华联商厦平昌馆这样

的东西部消费帮扶门店并不少。紫微

酒店不仅设有平昌农特产品消费专区，

还推出了以平昌土特产品为原料的菜

品，备受食客青睐。

远在千里之外的平昌县泉河多又

好超市内，一家“永康五金生活馆”成为

当地群众的“新宠”。借助永康“五金之

都”资源优势，该生活馆展销永康五金

产品 600 余种，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不等，将更优质、更实惠、更多样的五金

产品带给平昌百姓。

自新一轮浙川东西部协作开展以

来，永康、平昌两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

作消费帮扶工作，积极签署消费帮扶协

作框架协议，并通过建立定期互访交流

协作机制和工作任务推进机制，共同推

动消费帮扶工作深入开展。

在消费帮扶的推动下，两地签订的

直供直销和长期供货合同有力促进了

订单农业发展。平昌的茶叶、花椒、土

鸡等特色产业在订单引导下，朝着生产

规模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产业链也不

断延伸，开发出茶叶深加工产品、青花

椒泡脚粉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

“消费帮扶实现了两地优势互补，

通过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越来越多的平昌特色品牌走出大山、跨

越山海、融入市场，为平昌群众增收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永康派驻平

昌工作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平昌

农民通过种植茶叶、花椒，养殖土鸡等，

增加了收入来源。消费帮扶还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冷链物流、电商产

业等，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形成了“产品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帮

扶”的良好局面，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搭建起消费帮扶桥梁的同时，两

地积极组织平昌企业参加金华、永康节

庆活动，参加第17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

游产品交易博览会，大力推介平昌文旅

资源和地方特色，引导永康干部群众到

平昌度假、康养，打出“平昌牌”。目前，

平昌菜籽油、青花椒等 300 多种农特产

品“入浙”，金华“两头乌”等品牌“落户”

平昌。平昌农产品销售额每年超过 2.3

亿元。

300多种农特产品“入浙”

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让平昌品牌跨越山海

建设冷链仓储中心
全力开发延伸产品

舟山镇持续推动
方山柿产业发展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一正） 眼

下，方山柿迎来丰收季。在舟山镇，

村民们用传统方式，将刚采收的柿

子制作、晾晒成柿干、柿饼，构成一

幅幅亮丽多彩的“晒秋图”。

家家种柿子，户户做柿饼。舟

山镇大路任村是方山柿的主要产区

之一，种植面积达 2000 多亩，村里

95%以上农户参与方山柿的种植、

经营。

日前，记者走进大路任村，沿路

随处可见柿子树，金灿灿的柿子挂

满枝头，左邻右舍互相帮忙采摘，其

乐融融。摘下的柿子经过挑选，品

相好的当作鲜果出售，品相一般的

用来制作柿干、柿饼。

选果、去蒂、削皮、切块⋯⋯在

大路任村的晾晒场上，村民们围坐

在一起，将处理好的柿子整齐摆放

在圆形竹筛上风干晾晒。一个个摆

满柿子的竹筛整齐排列，一颗颗柿

子金黄透亮。因“柿”与“事”谐音，

有村民还特意摆出“万柿大吉”等字

样，赋予生活美好寓意，呈现出一派

丰收景象。

“方山柿的采摘时间一般在 10

月到 11 月底，最近天气比较好，大

家都忙着做柿干和柿饼，预计今年

可以制作 3000 公斤。”柿农胡仙群

介绍，阳光充足时，新鲜柿子晒成柿

干需要一周左右，柿饼则需要半个

月。

“种植方山柿，每亩能有一两万

元的收入，村民从中尝到了甜头，种

植积极性也变高了。”大路任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任长周说。

柿子产业已成为舟山镇促农增

收致富的重要产业。据悉，舟山镇

方山柿年产量达 800 万-900 万公

斤，经营农户 2000 户左右。近年

来，舟山镇通过生产管理技术升级、

品牌打造、平台搭建、规范标准等举

措，持续推动方山柿产业发展。

目前，舟山镇正加快建设方山

柿冷链仓储中心，推动形成年储存

100 万公斤鲜果的冷链能力。同

时，通过探索“农户+龙头企业（或

合作社）+公司”的共富发展新模

式，全力开发方山柿及其延伸产品，

推动方山柿产业做大做强，助力农

户增收。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11月5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日前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遗工

坊名单，“永康铸铁”非遗工坊和“永康铜

艺”非遗工坊入选。

“永康铸铁”非遗工坊建设主体是浙

江炊大王炊具有限公司，依托永康铸铁

技艺非遗项目，设有博物馆、工艺馆、样

品展厅、游客中心、可参观工艺示范车间

等。该工坊打造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

工艺生产、培训和交流展示空间，为铸铁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场所。

此外，该工坊还开展培训带徒、传承人群

学习交流等活动，成为市民参观、学习、

体验的场所。

“永康铜艺”非遗工坊建设主体是浙

江神雕雕塑工艺有限公司，在永康国际

会展中心二楼设有铜艺博物馆，集收藏、

保护、教育、娱乐、文化和旅游、观光与体

验、认知与创造于一体。该工坊设有传

承体验教室，打造了非遗研学基地，先后

被评为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省中小学

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省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吸引众多市民参观体验。

我市两家非遗工坊入选省级名单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啊，嘴

巴张大一点，再坚持一下哦。”连日来，

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医生格外忙碌，他

们正为适龄儿童提供专业口腔健康筛

查，并对符合窝沟封闭适应症的学生进

行现场封闭操作。

“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龋齿简便而

有效的方法。”市牙病防治办公室联络

员、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副主任周震鑫

介绍，根据最新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我国

5 岁儿童的龋齿患病率高达 70%。为全

面保障适龄儿童的口腔健康，目前我市

面向全市各小学二年级学生实施窝沟封

闭项目，经口腔医生检查符合窝沟封闭

适应症的学生，均可免费接受窝沟封闭

服务。

窝沟封闭是用一种对人体无害的高

分子树脂材料封闭牙齿窝沟，使窝沟底

部变平，以消除死角，使牙齿容易清洁、

细菌和食物不易留存。窝沟封闭就如同

给牙齿穿上一层保护衣，保护牙釉质不

受细菌及代谢产物侵蚀，增强牙齿抗龋

能力，从而达到预防龋病发生的效果。

该项目服务开展时间为每年 10 月

至次年 5 月。作为今年项目定点单位，

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调配医护力量，

采取多种服务方式，为全市适龄儿童开

展该项服务。具体来说，周一至周五 8

时至 16 时由牙科医护人员组队前往城

郊学校上门服务，16 时至 20 时在市妇

幼保健院牙科门诊开展服务；周六、周日

8时至17时在市妇幼保健院牙科门诊开

展服务，家长可根据学校通知进行预

约。同时，该院将对接受窝沟封闭和因

牙齿萌出情况未接受窝沟封闭的学生开

展复查。对于复查不合格的，将免费再

次提供窝沟封闭服务。

医生特别提醒，即使做了窝沟封闭，

也不能忽视日常口腔卫生。儿童应养成

认真刷牙的好习惯，并定期进行口腔检

查。建议每 3 个月到半年前往口腔科进

行一次专业检查，确保口腔健康。

我市开展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
面向全市各小学二年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