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 30 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 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 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

财富榜财富榜64 2021年6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李雅 ▏编辑 金邦寅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瑞安支行贯彻银

行业协会“2021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

动”和人民银行“2021年普及金融知识，守

住‘钱袋子’活动”要求，主动面向服务客

户、服务社会公众，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

方便社会公众信息获取，组织开展金融进

社区、进企业活动，积极主动开展以普及金

融知识、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征

信知识等为重点的金融宣传活动，提升工

行瑞安支行大行形象。

19家营业网点
开展多种形式宣传

工商银行瑞安支行充分发挥基层营业

网点阵地优势，通过在网点举办厅堂微沙

龙、播放警示教育片、放置海报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展示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提升宣

教实效。辖内19家网点在其电子显示屏播

放“2021年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活

动”以及宣传口号。

为了加大宣传资源投放力度，工商银

行瑞安支行还充分利用驻点宣传渠道，向

前来网点办理业务的金融消费者和周边人

群普及金融知识。6月份，该行在万松路上

驻点宣传，以“普及金融知识 守护钱袋子”

为主题，现场摆放宣传展示台、设置宣传资

料取阅点等方式，通过发传单、发小礼品等

多种方式吸引群众，有效扩大了金融知识

普及的辐射面，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另外，工行瑞安支行积极拓宽宣传渠

道，借助媒体辐射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

灵活运用微信群、朋友圈等各种方式向社

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宣教生动性和

直观性，扩大宣教受众面，树立工行良好的

社会形象。

下乡入企进校
开展现场宣传活动

工行瑞安支行积极组织开展“离行式”

现场宣传活动，通过服务企业、服务乡镇，

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讲送金融知识进乡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推动宣教活动

走入基层、走近群众，并注重向低净值群体

倾斜，着力增强群众的金融素养和安全意

识。

工商银行瑞安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阶段，该行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把金融

知识宣传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主动、规

范、系统的开展各类主题宣教，不断创新金

融知识宣传形式，努力把更多的金融知识

送到百姓身边。

（通讯员 李俐智）

位于湖岭镇的瑞安市鹿木马蹄笋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2年8月，现有

社员107人，基地100公顷，带动示范

基地300公顷，以马蹄笋种植、加工和

购销为主。去年，该合作社马蹄笋产

量达3000多吨，年产值900多万元。

据介绍，鹿木马蹄笋产业培优做

强，离不开科技的推动。2020年，鹿

木马蹄笋合作社与浙江省亚热带作物

研究所合作“马蹄笋产业提升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课题，获得浙江省第二

十届科技兴林奖二等奖。还与亚作所

合作开展了由温州市科技局立项的

“湖岭镇马蹄笋低产林改造技术推广

与示范”研究。该项目于2019年底完

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推广和示范效果。

近年来，该合作社获得国家级示

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瑞安市“十佳示范

合作社”称号等，“瑞绿”牌马蹄笋拿下

了义乌森博会“金奖”。

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 通讯员 钟晨晨）近日，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三批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品

名单，由瑞安市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木活字

笔筒《读书》、瑞安市李大同（老五房）食品有限公司出

品的白糖双炊糕榜上有名。

据悉，此次评选旨在推选一批红色非遗旅游商品、

百年老字号商品，经专家组评审和综合评估，共有100

项优秀非遗旅游商品入选，其中温州地区入选12项，我

市占2席。

此次由瑞安市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木活

字笔筒《读书》，运用木活字字模表现手法，在木质笔筒

上点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爱读书”、“读好书”和

“善读书”等读书名句，寓意深远，古朴大气。

据了解，瑞安市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温州市级

非遗体验基地，以木活字文创为支柱，研发产品包括木活

字文化创意旅游纪念品、高端活字工艺品、中国元素活字

创意背景，并开发毕昇活字体验馆加盟，以及承接活字体

验场馆设计及建设、组织大型非遗手工研学体验活动等。

目前，毕昇活字体验馆在全国已有几十家连锁加盟馆。

白糖双炊糕由瑞安市李大同（老五房）食品有限公

司出品，细、软、韧、香、甜，捏一块入口，口感软韧、甜

香，曾被评为“中华名小吃”。据了解，瑞安市李大同

（老五房）食品有限公司前身为瑞安市李大同茶食品

店，始创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李大同第三

代传人李观成发扬“大同精神”，恢宏祖业，重塑老字号

金字招牌。2006年10月被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

华老字号”；2007年，李大同茶食品列入首批瑞安市非

遗保护名录；2015年，“李大同”牌注册商标被评为浙江

省著名商标。

近年来，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积极谋划，鼓励

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积极把“非遗”项目转化为产品，

借助市场力量保护非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旅游

产品的载体融入当代生活，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目前，我市已有4个商品列入浙江省优秀非遗

旅游商品名单，除了此次上榜的2个，还有蓝夹缬蓝染T

恤、木活字字模伴手礼。

省首批“一亩山万元钱”科技推广高质量示范基地出炉

我市3家基地上榜
■记者 潘敏洁

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首批“一亩山万元钱”科技推广高质量示范

基地名单，温州红双油茶专业合作社的油茶高效生态栽培基地、瑞安

市鹿木马蹄笋专业合作社的马蹄笋散生化覆土栽培基地、瑞安市梅屿

马屿斡绿竹专业合作社的马蹄笋覆土栽培基地等3个基地上榜。

据了解，为做大做强“一亩山万元钱”林业科技富民模式，培育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效益突出、示范带动作用强的高质量示范基地，省

林业局根据基地建设要求组织开展认定工作。获认定的示范基地均

满足经济效益高、示范带动强、规模面积大、管理技术新、环境质量好

和帮扶机制实6个条件，以形成可看、可学、可查证、可推广的示范模

式，切实提高“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的创新性和示范性。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工行瑞安支行开展2021年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我市2个商品入选
“第三批浙江省优秀
非遗旅游商品名单”

马蹄笋

油茶油茶

温州红双油茶专业合作社位于高

楼镇红头巾村，创建于2010年。据该

合作社负责人周宗宁介绍，当时村干

部发动村民对抛荒的原老茶林园和山

园进行了开垦、开发，全新培育了新一

代优良无性系高质换冠油茶林。

2011年初，合作社引进油茶“长

林系列”品种进行试种，栽培面积26

多公顷，栽培成活率高，油茶品质好。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在原有的基础

上，多次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基地油

茶种植面积达60多公顷，其中成熟林

面积30多公顷，亩产值达6000元以

上，年收入300多万元。

为了培育高效、高产的优质油茶

产品，合作社邀请了中国林科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和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专家为顾问和技术指导，还多次

派人参加相关油茶栽培和管理的技术

培训。“通过学习，广大农户积累了丰

富的栽培经验和技术方法，切实解决

了种植中遇到的难题。”周宗宁说。此

外，合作社还获得瑞安市农推基金会

试验示范和浙江省农推基金会试验示

范的资助，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

持。

开垦荒山，红双油茶年收入300万元

6月至9月正是马蹄笋上市的时

间，其填补了夏秋季鲜笋市场供应空

白。这段时间，每逢午夜时分，马屿镇

江北村马屿斡附近山上就会传来敲敲

打打的声响，还有零星灯光散落在竹

林中。记者了解到，这是瑞安市梅屿

马屿斡绿竹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挖

马蹄笋。

据悉，该合作社以种植大户为主

体，于2015年以股份制形式自愿组

建，拥有社员280人。“近年来，我们合

作社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更

新了合作社成员的竹笋培育知识，提

高了生产管理技术水平，竹笋产量和

品质均有较大提升。”该合作社负责人

洪启高说。

目前，该合作社拥有马蹄笋核心

示范基地13多公顷，2018至2020年

年均产量8.5吨，亩产值1.2万元；同时

在每年的全省林产品质量安全抽检

中，产品全部符合林产品质量安全要

求。

合作社先后被评为2015年“温州

市现代农业园区马蹄笋精品园”，2018

年温州市“一亩山万元钱”示范基地、

2020年度温州市“十佳农民专业合作

社”；马屿斡马蹄笋获得“第十届中国

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优质奖”“第

三届中国森林食品交易博览会金奖”

等荣誉。

提高管理，马屿斡马蹄笋产量品质均提升

科技助力，鹿木马蹄笋年产值9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