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我在“源头”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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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钰 余
亚楠） 6月 25日上午，桐村
镇“认养一亩田”签约仪式在
门村村文化礼堂举行，5家
主体代表与门村村现场签订
《稻田认养协议》。“田地有人
认养，农产品的销路不用愁，
村民种植就更有积极性了。”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范骏兴介绍。

2019年，门村村以开展
“非粮化”整治工作为契机，
综合治理撂荒田，恢复耕地，
将全村 600多亩土地统一流
转至村集体所有，进行生态
农业发展探索。如今，全村
已经种植紫苏、小香薯、太秋
甜柿等 7种农产品，还与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合作，与省农科院
结对共建了“共同富裕党建
联盟示范基地”。

发展特色农业让土地
“活”起来，但怎么保持种植
的稳定性？在多方走访和调
研的基础上，今年5月，桐村
镇推出了“认养一亩地”活
动，按照 1800元/亩/年的价
格为稻田寻找“田主”。

“认养模式既让认养人
获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田
地，也让农民通过种植、村集
体通过‘出租土地’增加收
入，实现了三方共赢。”桐村
镇镇长胡亮说，认养后，村里
提供土地、种子、水源、农具、
标识牌等，负责从育苗、插
秧、除草除虫、收割打谷到配
送全过程管理，认养人可以
到田地体验插秧、收割等农
田生活，真正享受农耕乐趣，
还能收获相应价格的稻米、
小香薯、水果玉米和太秋甜
柿。

农民增收挣的也不只是
“土地”的钱，认养还将为村
里带来稳定的客流，从而带
动当地的旅游观光、采摘、农
家乐等项目，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

这两天，通过在“365微
推”“门村你好”等平台发布
认养邀请，活动得到了社会
各方的关注，来自县内外的
企业、乡贤、个人等参与认
养，签约当天就认养土地
106亩，预计能够带动村集
体增收20万元。

记者 朱恬静

开化，山水灵秀境，孕育山
灵栖息，蕴藏资源无数。如何持
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通道，让生态资源“变
现”富民？近年来，开化不断探
索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的
路径，通过完善“钱江源”区域公
用品牌运营体系，撬动生态产品
价值高效转化，助力区域经济高
质量绿色发展。

点亮品牌
催化生态价值转化
近日，走进开化县钱江源品

牌旗舰店，百余种本地生态农产
品摆放齐整、包装精致，其中既
有高端茶、“身份”鱼、有机蜜、放
心油等“钱江源”品牌产品，也有
山珍干菜、米面粮油、肉禽蛋品、
佐餐酱类等具有开化特色的代
销农产品。“目前，品牌正对全系
列产品进行包装迭代升级，新包
装产品已逐步上市，将会更加符
合市场需求。”县两山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经理王绍
波相告。

净水之源，生态之乡。开化
全县森林覆盖率 80%以上，出境
水质常年保持在Ⅰ、Ⅱ类标准，
空气质量常年为优，为发展多样
化的品质农业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但“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开化规模农
业的发展，生态农旅产品品类多
而散，主体多而小，难以在市场
形成真正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发
展”，2019年12月30日，开化正式
启用“钱江源”区域公共品牌，并
专门设立品牌运营公司，确立“开
化限量版生态珍品”的品牌定位。

为了找到品牌发展的突破
口，开化又瞄准了“自带流量”的
美食。2021年 10月，开化正式
对外发布隶属于“钱江源”品牌
体系的“钱江源味道”美食子品
牌和“钱江源味道”门店星级评
定标准（试行），并依据标准逐步
在开化开设 1家“钱江源·味道”
餐厅，在杭州、开化、衢州三地授
权开设 6家门店，每家门店均设
立农产品展示销售区，为消费者
提供“钱江源”品牌购买窗口，探
索“钱江源·味道+农品”的营销
模式，越来越多外地人通过“钱
江源·味道”门店建立起对开化
农产品的良好“初印象”。

产业振兴，品牌先行。作为
衢州市首个农旅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钱江源”带动了价值转化
的跃迁，让绿水青山、好山好水
滋养的开化限量版生态珍品成
为推进乡村振兴，奔向共同富裕
的“香饽饽”。

“量”“质”齐增
焕发品牌生命力
连日来，钱江源品牌农产品

加工厂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其
中，豆腐乳、酱类、蜂蜜、菌菇干、
肉制品、酱腌菜、淀粉类等7条食
品生产线已建成，蔬菜干制品、
菌菇干制品、酱腌菜 3条生产线
已通过审核。等正式投入生产
后，将大大提高产品竞争力。

除了建设加工厂以提升生
产规模，今年以来，开化通过“自
营+共建”的方式打造钱江源品
牌基地，其中，自营基地包括钱
江源未来农业示范园、密赛山水
田园综合体等，共建基地涉及马
金、村头、桐村、池淮等10个乡镇
23个村。 （下转一版）

本报讯 （记者 姚雪）
“嗡嗡嗡……”近日，钱江源
国家公园苏庄片区上空盘旋
着一架无人机，正在沿预定路
线进行日常巡护。十多分钟
后，巡护数据已经上传至钱江
源国家公园无人机巡检系统，
并在系统内完成自动分析。

“根据无人机巡检结果
显示，苏庄片区有疑似松材
线虫病疫木，请巡护员依据
定位上山处置。”在钱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二楼，工作人
员汪昊正根据系统提示，安
排相关人员进行巡护。

去年，针对钱江源国家
公园地域广、地形起伏多变、
人工巡检难的问题，钱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上线无人机
巡检系统，以数字赋能实现
生态智治，大大提高了山林
巡护效率。“1架无人机起飞
巡检1次相当于10名护林员

3天的工作量。”汪昊说。
钱江源国家公园无人机

巡检系统整合后端专业AI
系统，组成具有 AI 智能调
度、数据自动分析等功能的
无人机巡检应用。该应用配
有8台无人机，其中5台无人
机可以实现卡槽内自动更换
电池，平均每台无人机有 15
条飞行航线，飞行半径2至5
公里，实现了 80%以上公园
面积巡护自动化。

“每天都按照预设航线
进行日常巡护，如果有突发
情况可以临时规划路线，实
现应急处置。”汪昊说，通过
值班巡检和回传影像AI识
别，系统能实现可定位的松
材线虫病、森林防火、河道非
法挖沙（捕捞）等 32种场景
进行智能分析预警，整个过
程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

（下转二版）

智能巡检守护
国家公园绿水青山

让“山里货”卖出好价钱
桐村镇：稻田认养打造
乡村产业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夏章琳） 6
月 20日，2023年复旦大学本科
录取通知书全新亮相，录取通知
书以复旦蓝为封面整体色调，正
文部分以开化纸为书写载体，邀
请名师大家和师生共同书写，生
动彰显了百年复旦深厚底蕴与
磅礴气势。“今年录取通知书最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首次采
用了纸寿千年的开化纸，它承载
了古法造纸工艺与复旦先进科
技，展示了‘科技、人文、艺术’三
位一体融合的特点。”复旦大学
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陈
昶安说。

新版通知书整体设计采取
古典风格，正文雅致小楷由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复旦通
识核心课程“中国书法艺术”主
讲老师高翔所手书，正文落款印
章“金力”二字由复旦大学特聘
专家、著名鸟虫篆刻家徐谷甫所

刻，内页印制的复旦实景版画系
复旦大学特聘专家、著名版画家
倪建明所创作……

这不仅是一份通知书，更是
一件艺术品。目前，3000余份通
知书已全部印制完毕，待录取结
果出炉后，新生姓名及专业信息
将由复旦大学书画协会的学生
亲笔书写，随后投递到准复旦学
子的手中。“这次复旦大学新版
录取通知书选用开化纸，是对传
统技艺的融合创新，也是多年合
作的结果。”开化纸传统技艺研
究中心主任黄宏健说。

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而
得名，又称“藤纸”“开花纸”。质
地细腻，颜色洁白，帘纹不显，薄
而柔韧，被誉为中国传统手工纸
皇冠上的明珠。开化纸造纸工
艺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国
古纸的极品。清代同治年间后，
因为战乱以及机器制纸冲击等，

开化纸的核心技艺一度丢失。
2010年以来，开化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开化纸的恢复与发展，先
后成立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
心、“开化纸研究院士工作站”，
邀请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高
级顾问，以科技成果“复活”开化
纸。

如今，开化纸纸样和理化指
标已接近开化古纸水平，纸张保
存寿命可达千年以上。接下来，
开化纸将持续依托高校的跨学
科研究平台，针对性在原材料培
育、设备自动化、产品标准化等
开展项目合作，为开化纸产业的
长远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和建
立高端市场平台。“我们的目标就
是中华古籍保护传承工程能够大
量使用我们开化纸，把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让开化纸发挥更
大的现实意义。”黄宏健介绍。

复旦和开化的这次“牵手”纵贯千年

“田野”故事

揭秘开化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