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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勇争先

本报讯（记者 余立成
汪亮亮）今年，承载着复旦
大学新生梦想的录取通知
书，再次选用了细腻洁白、薄
中见韧，被誉为“中国传统手
工纸皇冠上的明珠”的开化
纸。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录
取通知书内页还印有复旦大
学 logo的防伪水印，这标志
着开化纸在高端防伪与个性
化定制领域实现了质的飞
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家定
制专属纸张”。

“开化纸的复原和创新
都十分具有挑战性，要始终
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尝试。”6
月 24日，在开化纸传统技艺
工坊，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
中心主任黄宏健向记者介
绍，“今年开化纸用于复旦大
学录取通知书，最大的技术
亮点就是增加了水印 logo。”

如何在确保开化纸纤维
稳定性、滤水性、薄韧如玉等
核心品质的前提下实现水印

logo的高清晰度，成为了此
次技术突破的一大难点。为
此，黄宏健遍访各地专家，并
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复试
验。最终，他找到了解决方
案——将3D打印、激光雕刻
等现代尖端技术，融入到开
化纸 72道传统手工工序之
中，成功实现水印技术与传
统的中国长纤维手工纸结
合。

“通过三年的不断尝试，
我们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现
在 logo的线条、图案都非常
精细。”黄宏健说，这项技术
的成功突破，为开化纸这颗

“明珠”赋予了新的光芒。它
不仅让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
拥有了难以仿制的“复旦印
记”，更极大地拓宽了开化纸
的应用场景，打开了高端个
性化定制市场的大门。

“如今，开化纸可以为高
端书画、特色文创、重要证书
等提供专属标识定制服务。”

黄宏健说，开化纸还可以融
入无色荧光二维码技术，通
过扫码即可追溯纸张的“前
世今生”，清楚了解纸张的原
料来源、制作工匠、生产批次
等信息，确保每一张开化纸
的品质。

从濒临失传到成功“复
活”，从古籍修复珍品到复旦
大学录取通知书内页的“常
客”，再到如今实现高端水印

防伪定制与隐形荧光溯源，
开化纸的复兴之路，正是传
承人黄宏健及其团队秉持科
学态度，将传统工艺精髓与
现代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生
动写照。这张承载着千年文
脉的薄纸，正以科技为笔，在
新时代书写着更广阔的文化
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传奇。

本报讯（记者 程方哲
见习记者 姜佳燕） 6月 24
日，在中村乡曹门村螺丝椒
种植基地，十余位村民正在
采摘成熟的辣椒。“我们平均
三 天 摘 一 次 ，一 次 能 摘
6000多斤。不摘辣椒的时
候，我们要浇水、打顶、施
肥。”曹门村村民华友庭向记
者说道。

曹门村原来以种植油
菜、高粱为主，但效益不是很
理想。2024年，随着百亩方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
项目竣工，村里发展也迎来
了转机。“开化县农业农村局
派了指导员为村里量身打造

‘一村一品’，指导我们改种
螺丝椒和线椒。”曹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邵红法
说，螺丝椒亩产可达 6000至
7000斤，线椒高达10000斤，

产量是普通青椒的两三倍。
为了帮村里找销路，指

导员刘照还联系了宁波市农
副产品物流中心内的丽君蔬
菜批发部。“我们摘多少，他
们收多少，村里完全没有后
顾之忧。今年预计总产量能
达到 20万斤，能为村集体增
收 10万元左右。”邵红法说
道。

而在距离曹门村 9公里
外的光明村同样也是一片丰
收场景。为发展村集体经
济，今年光明村与神椒农业
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神椒公司”）开展合作，
种植10亩“衢州神椒一号”。

“衢州神椒一号”是衢州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研究
所通过杂交选育的特色白辣
椒新品种，是国内首个白辣
椒杂交种。这种辣椒早熟高

产、鲜辣可口，因品种独特很
受大众欢迎。今年 4月份，
神椒公司上门提供辣椒苗和
种植技术，种下的第一批辣
椒在 6月初就迎来了收获。
4000斤辣椒十分畅销，这让
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可观的
亩产预期更坚定了他们发展

辣椒产业的决心。
“曹门村与光明村今年

发展辣椒产业效益很不错，
未来我们还会考虑往深加工
方向发展，扩大种植面积，争
取让小辣椒越走越远、越做
越大。”中村乡党建工作办公
室主任王珍珍表示。

本报讯（记者 余立成
童亚文） 6月 23日，在开化
县池淮镇白渡村水库，水库
巡查员邓作明正手持手机，
按照规定路线仔细巡查水
库，每到一处关键点位，便打
开手机巡查APP记录情况。

“一天最少巡查两次，早
上一次下午一次。今天水库
水位上涨了 10公分，总体情
况还好。”邓作明告诉记者，
梅汛期间，他每天都要来巡
查水库，如果雨量较大，一天
要巡查五六遍，并将巡查的
相关信息通过水利工程管家
手机端实时上传。

同一时间，在县水利局

水库水电服务中心的水库监
管平台屏幕上，全县水库的
水位、雨量、蓄水情况等数据
也在不断实时跳动更新。“通
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实时
掌握全县 34座水库的水位
雨量以及蓄水情况，为水库
调度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县
水利局水库水电服务中心主
任余元良介绍，“我们依靠线
上线下协同合作，实现信息
的实时共享和高效流转，共
同守牢水库安全底线。”

今年入汛以来，县水利
局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线上规范水库巡查管理，实
现科学精准调控；线下加强

巡查培训宣传，实现责任人
应急能力提升，全力保障我
县水库安全度汛。同时，县
水利局还不定时对责任人履
职情况开展电话抽查 100人

次，对全县水库开展 50人次
现场指导服务，及时整改问
题15处，并针对其中31座小
型水库实行公司物业化管
理。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为切实提
升县域急救服务能力，连日来，开化县
中医院医共体开展了“智慧流动医院”
巡回诊疗院前急救专项培训。通过系
统学习，全面掌握急救核心技能，为县
域急救网络注入新动能。

本次培训由开化县中医院急诊科
一线医师组成讲师团，以“理论+实操”
双轨模式展开教学。通过《急诊医学科
建设与常见急症识别》《院前急救标准
化全流程》《创伤急救实战技巧》等课
程，向基层医护人员传授快速识别危险
信号的临床经验，以及从现场评估到安
全转运的规范操作要点等实操技术。

“通过‘理论+实操+考核’模式，确
保了技能掌握无死角。”开化县中医院
副院长张卫表示，下步将建立“急救技
能下乡”长效机制，每月开展“急救技
能下乡”活动，创新推广“移动急救课
堂”，让优质急救资源进一步下沉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 开组） 6月21日，
由县委组织部（人才办）、县总工会、团县
委、县妇联、县交通运输局主办的“青春
有型·毅路同行”开化县青年职工人才青
轻交友活动在开化东方广场举行。

活动中，40余名单身青年迎着夏日
的晨光，以一场融合健康毅行、趣味互动
与轻享交流的独特旅程，响应国家卫健
委科学体重管理的号召，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寻觅志同道合的伙伴，感受开化
尊才爱才的暖心关怀。

夏日的阳光洒在毅行的道路上，青
春的汗水映照着彼此的笑脸。终点站，
一场健康知识擂台火热开赛，大家在轻
松的氛围中交流互动。

本次活动是开化建设青年发展型县
域的务实之举。通过“健康+社交”创新
模式，以毅行破冰、智慧互动、自然交流，
有效拓宽青年人才社交圈层，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青年们在协作与共享中深化
联结，凝聚起扎根开化、共赴未来的青春
力量。

开化纸三“入”复旦
成为“名家定制专属”

中村乡量身打造“一村一品”辣椒产业红红火火

开化全力筑牢水库安全底线

8公里健康毅行
拓展开化青年朋友圈

开化县中医院提升
县域急救服务能力

理论+实操+考核

本报讯（记者 闵晓婷 余亚楠） 6
月24日，浙江树人学院与开化传媒集团
实习实训基地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
代表共同签署协议，标志着这一致力于
培养全媒体时代实战型人才的校地合作
平台在钱江源头正式落地。

仪式上，双方互聘实践教学导师并
颁发聘书，为深化合作奠定师资基础。

“学院从2024年开始便与开化县政府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未来和开化传
媒集团开展深度合作。”浙江树人学院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晓江表示，开化作为

“生态高地”与“文化富矿”，其丰富的基
层实践场景是培育全媒体人才的“天然
训练场”，能为学生提供探索经验、贴近
基层的宝贵素材。

根据合作内容，首批入驻实训基地
的学生团队将深入根缘小镇、浙西革命
斗争纪念馆等历史文化地标，运用传媒
专业技能，创作短视频、图文等融媒体作
品，展现开化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共建实训基地
共育全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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