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成豹
一粒好种子，铺出共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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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快来看看我家地里的甘蔗苗

是不是‘生病’了？”“别担心，是由于长期种

植造成了土壤养分失衡，我给您带了肥料，

可以促进根部生长。”……

近日，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郭秀珠按照惯例来到陶山镇指导

甘蔗栽培技术，面对农户的疑问，她耐心解

答，并给予帮助、指导。

2015年，郭秀珠作为温州市科技特派

员，派驻陶山镇。柑橘、葡萄、甘蔗……这些

当地特色产业在她的科技“传帮带”下焕发

新生机，一棵棵果树成了实实在在的“摇钱

树”。

“陶山甘蔗名气大，离不开当地得天独

厚的生长环境，但生产管理技术仍处于传统

水平，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滞后，影响着甘蔗

产量品质和生产效益。”郭秀珠说，作为科技

特派员，开展陶山甘蔗良种筛选繁育和标准

化栽培技术研发和示范已势在必行。她积

极开展甘蔗优化施肥、病虫害防控、创新育

苗，实现甘蔗种植提质增效。每个月，她都

会下乡指导三四天，积极做好甘蔗新技术引

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希望以己之力带动陶

山甘蔗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在甘蔗园内，记者看到蔗田里铺着一层

白色薄膜，郭秀珠介绍，这是适用于甘蔗的

防草地膜。据悉，蔗田杂草丛生，不但与甘

蔗争水、争肥，还会顶破地膜，影响地膜的保

温、保水、保肥的效果，故杂草的防除非常重

要，而这款防草地膜只除杂草不伤甘蔗，可

有效提升甘蔗种植效率。与此同时，她还引

入铺膜机、割草机等小型机械，示范推广甘

蔗种植机械化，实现每亩地节约人力成本

2000至3000元。

“传统的种植费时费力，我们要用机械

化技术改变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

劳作环境。”在郭秀珠看来，只有通过科技强

农、机械强农，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

发展，才能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 潘鹏程）日前，

2022年“胜华波杯”温州市中国象棋棋王赛

在塘下镇肇平垟下村文化礼堂举行。

本次棋王赛由塘下镇人民政府和温州

市象棋协会联合主办，采用个人积分编排

制，分七轮进行比赛。赛事吸引了温州各县

（市、区）50名象棋高手参加，其中不乏全

国、省、市级象棋比赛冠军选手，年龄最大的

近70岁，最小的仅11岁。

比赛中，棋手两两对阵，有的稳字当先，

有的积极求战，在方寸的棋盘之间展开智力

的搏斗；围观的棋迷们也被现场紧张激烈的

氛围所感染，看得津津有味。

今年18岁的瑞安参赛选手方晔学习中

国象棋已有十余年时间，曾获得2019年全

国业余棋王赛少年组冠军。他说，下象棋可

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这次参赛不是为了拿

名次，而是为了与更多的棋友博弈、学习，提

升自己的棋艺。

经过两天七轮精彩激烈的角逐，比赛圆

满落幕，瑞安选手严建富斩获冠军，获得“温

州棋王”称号。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叶挺国）

随着塘下中心区不断向南拓展，鲍田片区综

合开发（一期）项目启动，塘下鲍田迎来了跨

越赶超发展期。日前，鲍田办事处首届村社

治理书记论坛举行，26名村社党组织书记

齐聚一堂，共话鲍田发展。

本次论坛围绕“村社发展怎么干，旧村

改造如何推”这一话题展开，26名村社党

组织书记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交流思

路、分享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工作做法和发

展模式。

官渎社区是塘下镇第一个全域启动城

中村改造的村社，改造工程分4期推进，每

期均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民房签约、拆

除，合计拆除改造老旧房屋1003间，创造了

城中村改造“官渎速度”。目前，1476套新

楼房已经全部完成建设，其中一期、二期成

功交付，三期、四期正在实施附属配套工程，

预计分别于明年8月和今年年底交付。通

过城中村改造，官渎社区从集体经济“空白

村社”变为年收入近300万元的富裕村社。

“干部团结、村民信任，是城中村改造推

进的关键。”官渎社区党委书记戴世文说，旧

改工作任重而道远，村社“两委”要迎难而

上，通过党建引领，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

使、心往一处想，抓住机遇谋发展。

近年来，上戴、东洲、上马等村社也顺利

启动了旧村改造项目。上戴村党支部书记

戴德良表示，旧村改造要未雨绸缪，多走现

场，多听民意。工作谋划要深入细致，执行

要公开公正，从签约启动、指挥部成立、开工

建设到交付新房，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要

考虑周到，并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东洲村党支部书记刘时胜则表示，旧村改造

全过程繁琐复杂，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前

期需考虑全面，如打桩可能影响周边房屋安

全，建议项目启动前对旧改红线范围周边住

房进行房屋等级鉴定和评估，作为后期评判

周边房屋安全的凭证……

记者看到，村社书记论坛上，与会人员

时而握笔思考、时而奋笔疾书，记下优秀的

经验、做法。

“通过此次村社书记论坛，我们要把优

秀的典型经验转化为鲍田基层的普遍做

法。”鲍田办事处党组书记何云华表示，下一

步将把村社书记论坛作为常态化工作推进，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形成互学、互鉴、互促

的工作氛围，让更多村社主动克服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学习先进村的经验、做法，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长远谋划村级发展规划，

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鲍田村社发展迈

上新高度。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文 特约记

者 徐洪娒/图）六月万物芳华，巾帼齐

心向党。6月8日，塘下镇第十三次妇

女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镇各行各业

的176名妇女代表参加会议，商议妇

女发展大计。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白羽，塘下镇党委副书记高晓斌、党

委委员戴青青出席会议。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该镇妇联第

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及新一届妇联

领导班子，实现平均年龄年轻化、学历

整体有提升、政治面貌有兼顾，进一步

优化新一届妇联队伍建设。

近年来，塘下妇女事业紧扣“智造

商都·共富塘下”发展导向，坚持以“党

建”带“妇建”，挖掘基层巾帼力量，激

发巾帼活力，在助力家乡建设、疫情防

控、平安创建等中心工作和传承良好

家风、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值得一提的是，以巾帼力

量为主的“瑞家港湾”塘下站进驻塘下

矛调中心，以及由优秀妇女组成的“平

安大姐”调解队进驻塘下法庭后，该镇

预防家庭暴力、化解家事纠纷、普法宣

传等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家事调解服

务形成“一站式、多元多层次化解”服

务模式。

高晓斌对过去五年全镇妇女工作

及妇女组织、广大妇女取得的成绩给

予高度肯定。他说，妇女事业任重道

远，妇女工作大有可为，今后各级妇联

要继续认真履职，强化自身建设，密切

联系群众，当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

“娘家”，真正做到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送到妇女儿童的心坎上；广大妇女要

加压奋进，阔步新征程、勇担新使命、

创造新佳绩，不断推动全镇妇女事业

再上新台阶。

新当选的塘下镇妇联主席虞艳表

示，未来五年，她将和新一届妇联班子

团结、动员、组织全镇妇女积极投身塘

下建设发展的各项事业，对标改革争

先，开体制机制新局；对标和谐安康，

开家庭建设新局；对标示范引领，开动

能转换新局；对标民生幸福，开服务优

享新局，擦亮“塘下妇联”品牌，为瑞安

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先行标兵贡献塘下巾帼力量。

妇联换届启新篇巾帼聚力展新颜

塘下镇第十三次
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把典型经验转为普遍做法

塘下鲍田这场村社书记论坛干货多

“胜华波杯”温州市中国象棋棋王赛落幕

瑞安选手严建富获封“温州棋王”

【活力塘下】

论文写在田野上成果留在农民家

科技特派员托起乡村“共富梦”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叶恬汝

建基地、引品种，常年奔走于田间地头；做示范、办培训，把先进农

业科技和现代理念带给农民……近年来，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

科技特派员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不断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创新工作体制机制，激发科技特派员创新

创业活力。目前我市共有“省市县”三级特派员25人，其中省级科技

特派员5人、温州市级科技特派员8人、瑞安市级科技特派员12人。

“论文写在田野上，成果留在农民家”。近日，记者走访了驻扎我

市的3位科技特派员，听听他们在希望田野上谱写的生动故事——

“我在校主攻水稻育种栽培，是带

着我们团队最新的科研成果来曹村

的。”2019年，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副研

究员王成豹作为温州市第十批科技特

派员派驻曹村镇，自此开启了与这片土

地并肩同行的共富之路。

曹村镇辖内的天井垟万亩农田是

我市著名的粮食生产功能区，水稻种植

是当地的主导优势产业。在调研中，王

成豹发现当地稻米品质不一，影响稻谷

收购价和种植效益。

“只有精心选择优良品种相对集中

地种植，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取得最大

效益。”王成豹说。对此，他启动“曹村

田园综合体水稻新品种示范与推广”项

目研究，经过试验筛选，引进了“泰两优

1332”“泰两优217”等优良水稻品种，

并配套优质高效的栽培技术加以示范

推广。

占地400多亩的西玉家庭农场地

处曹村镇许大线，每到丰收季，金灿灿

的田野里稻谷飘香。王成豹介绍，这里

是“泰两优1332”的示范种植基地，每

个星期，他都会来这里转一转，观察水

稻生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并加以指导。

一粒好种子，铺出共富路。示范基

地的“泰两优1332”平均亩产达552公

斤，加上该品种被粮食部门列为“五优

联动”优良品种，收购价较其他品种每

50公斤又多了6.5元，综合亩增效益

200多元。

“有老王传经送宝，大家种田的劲

头更足了。”当地稻农乐呵呵地说。近

两年，曹村镇持续年推广种植泰两优品

种6000多亩，可为稻农年增收入120

多万元。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让稻农

深切体会到科技兴农的强大力量。

近两个月来，湖岭镇坳后及周边村庄的

村民一大早就来到该村茶园采茶。谁曾想

到，现在一片生机的茶园，曾因长期失管，大

多茶树成了原生态的野生茶。

2018年，长期在外经商的当地村民黄

金龙和余辉珍夫妇回乡承包了该茶园，成立

桂峰茶厂，可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他们很快

发现了问题：高山劳动力缺乏，村民保护意

识低，管理成本高，茶叶价值及品牌建设、效

益亟待挖掘提高。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研究员王月英是温州市派驻湖岭镇科

技特派员，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其开展

了针对性的科技帮扶服务。

“为了生态茶园的保护开发与提质增效，

3年来，我为桂峰茶厂成功申请了4个科技与

开发项目，在实现老茶园的有效保护基础上开

展了茶果套种和茶药套种，以此来打造瑞安高

山生态茶园复合栽培的示范基地。”王月英说。

2021年以来，茶园新种植了5公顷的茶

树，并套种了青梅果和香榧果等果树。新茶

树品种为黄观音、肉桂和梅占，适合制作乌

龙茶。目前新茶树的成活率达98%以上，果

树预计4年后会有收成；老茶园里则套种了

白芨和黄精等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的中

药材，目前已在实验阶段。

除了带来种植经验外，王月英还提出要

加强品牌培育与知识产权保护，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目前茶厂已完成“源聚缘”商标注

册，并积极参与各种展会，产品还获得了

2021年上海森博会金奖。

王月英还是马蹄笋产业的“技术大

拿”。作为省马蹄笋团队科技特派员的首席

专家，她围绕马蹄笋提质增效目标，开展新

型栽培模式和高效栽培技术研发示范，总结

提炼出马蹄笋散生化覆土栽培“一亩山万元

钱”模式，成为我市林业十大林技创新模式，

在全省推广并应用。由她带领团队结对服

务的原马屿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马蹄笋专

业村，2021年，当地结对马蹄笋户均收入达

3.5万元，最多的达10多万元。

王月英
林间掘“金”，撑起致富伞

郭秀珠
机械强农，赋能传统产业

创新瑞安
RUI BAO

王月英王月英（（左左））在山间开展技术指导在山间开展技术指导

郭秀珠观察甘蔗生长情况

王成豹观察水稻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