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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虹 通讯员 施蓓蓓）“一

个肉菜、一份海鲜、一份蔬菜还有一个汤，你

们 4 个人基本差不多。如果不够，中途还可

以加菜。”11月23日中午，位于罗阳大道的二

粒米餐厅，佩戴着“文明用餐引导员”袖章的

服务员正在引导顾客按需点餐。

“这样的引导还不错，有时候我们对餐厅

菜量大小无法知晓，通过文明用餐引导员的

介绍，我们就能按需点餐不浪费。”来店就餐

的顾客张先生说道。

在瑞安，“就餐不浪费”“聚餐用公筷”“光

盘行动”“光瓶行动”等文明宣传标语随处可

见，默默提醒群众养成文明就餐习惯。“‘文明

用餐引导员’则是让餐饮店服务员以面对面、

动态的方式提醒用餐客人文明用餐，袖章上

‘珍惜粮食 拒绝浪费’的宣传标语也是一目了

然。”市市场监管局安阳所副所长张增介绍，

连日来，该局不仅陆续为我市各餐饮店分发

“文明用餐引导员”袖章，同时还为前来办理

营业执照的新餐饮店送上“文明礼包”，里面

除了各类文明用餐海报外，还有“文明用餐引

导员”袖章，引导餐饮店主积极宣传文明用餐

理念。

“小袖章”引领“大文明”，市精神文明指

导建设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分发“文明用餐

引导员”袖章，旨在倡导餐饮行业从业者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做“文明餐桌行动”的倡

导者、示范者、推动者、践行者和传承者，引导

人们养成文明用餐习惯，形成节约粮食、俭以

养德、低碳环保的理念。

文明贵在细节，习惯重在养成。近年来，

瑞安在温州率先推出“浙江有礼·瑞安先行”

文明新风弘扬行动，推广点餐适量、喝酒适

度、轻言慢语等“文明餐桌”礼仪，积极利用

“小餐桌、大文明”“小手拉大手”等载体，聚力

打造“餐有礼”的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阮玲

玲）日前，瑞安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收到了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籍友人卡玛

尔的感谢信。

“住院期间，我在医院感受到了家

一样的关怀，在此向所有医护人员表示

感谢！刚受伤入院时，我感觉自己的梦

想都要破碎了，但是医院这个大家庭让

我重拾了希望。他们用精湛的技术悉

心为我治疗，细致的沟通交流给予我温

暖⋯⋯”感谢信上短短数语，道尽卡玛

尔就医期间的起伏心情。

10 月 30 日，40 多岁的卡玛尔乘坐

国际航班抵温，在前往本地一家公司签

署商务合同的路上不幸发生车祸，导致

胸肋骨骨折，鼻梁骨骨折移位，因为鼻

中隔骨折歪曲导致不能正常呼吸，他被

送往瑞安市人民医院紧急救治。因胸

肋骨未发生移位，可保守治疗。3 天

后，他从心胸外科转入耳鼻咽喉科等待

手术。

“患者当时很焦虑，怕手术后鼻子

出现异样，被家人知道发生车祸而担

心，而且他担心赶不上回程航班，一直

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手术。此外，

他也不放心在异国他乡治疗，担心有风

险。”了解到卡玛尔的种种顾虑后，卡玛

尔的主诊医师、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

主任医师陈小奉向科主任周静和护士

长林金艳及时反馈，一起商量如何尽可

能满足他的诉求，让患者安心治疗。

11月2日，耳鼻咽喉科病区为刚转

科的卡玛尔安排了病房，贴心的护士还

与医院膳食科联系，为其定制清真饮食。

同时，还安排科里英语水平较好的护理

人员与其沟通，倾听想法，疏导心理。

为了让卡玛尔赶上既定行程，该院

耳鼻喉科积极统筹安排，让卡玛尔在

11 月 3 日做手术。经过 1 个小时的鼻

内镜手术，主刀医生陈小奉为他复位了

鼻梁骨和鼻中隔，术后鼻外观恢复如

初，鼻腔也能正常顺畅呼吸。11 月 6

日，卡玛尔顺利出院。第二天，他赶到

上海如愿搭上了回国的航班。

“他对手术效果很满意，认可了我

们的专业技术，达到了他的预期。”该院

耳鼻咽喉科主任周静表示，想患者之所

想，急患者之所急，将“以病人为中心”

贯穿医疗服务各环节，把良好的服务融

入到为病人诊疗的细节里，是医院一以

贯之的工作理念。

据悉，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倡

导开展“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

主题活动以来，我市各大医院以改善医

疗服务为主线，聚焦患者就医全过程全

流程，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服务，

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善患者就医感

受，提升就医体验。

湖岭镇坳后村地处海拔高度 600 多米，连

绵 20 多公顷的高山茶园终年云雾缭绕。很多

人不知道，这个现在一片生机的茶园，曾经因长

期失管，大多茶树成了原生态的野生茶。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2018 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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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茶树终年不施肥、不打农药，属于

纯自然生长模式，这片山林里有着杜鹃花、金樱

子花、竹子等，茶叶里有着独特的清香。”在王月

英看来，每个地方的茶叶都有自己的“生态密

码”，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微量

元素构成了茶叶独特的个性，坳后村茶园出产

的茶叶天然纯净，正是做好茶的好材料。

为了生态茶园的保护开发与提质增效，王

月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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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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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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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带来种植经验之外，王月英还提出要

加强品牌培育与知识产权保护，经半年多的努

力，目前茶厂已完成了“源聚缘”商标注册，并积

极参与各种展会，还获得了2021年上海森博会

金奖。“我们对现已发现的百年以上的古茶树进

行挂牌保护，挂牌量达800多个。”王月英说。

近年来，王月英还在帮扶、培育“茶二代”上

下足功夫，与茶厂两位“茶二代”签订师徒帮扶

协议。眼下，两位“茶二代”都走上了与制茶相

关的职业道路，其中一位取得了中国供销合作

社颁发的三级制茶师专业技术证书，另一人通

过学习茶叶加工已出师。

用科技的力量点“绿”成“金”

科技特派员上茶山开“良方”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叶恬汝

瑞安自然条件优越，适合茶树生长发育，高楼、湖岭、平阳坑等西部山区更是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茶产业发展的“摇篮”。

科技强农，绿叶子成了“金叶子”。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好“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一批批科技特派员的加入、一项项科技特派员项目的实施，提

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农增收，为我市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

高楼镇以茶产业为农业支柱产业，出产的

清明早茶等茶叶以品质高、口感佳而享誉中

外。可长期以来，管理粗放、采茶用工难、人力

成本高、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制约着高楼茶产

业发展。

2021 年，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副教授王玉春作为浙江省第 15 批科技特派员，

被派驻至高楼镇。下派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展

实地走访，了解当地茶园种植的茶树品种、栽培

管理方式、加工技术和产销结构等。

“一般的茶树都是一丛丛的，这里的茶树怎

么是一根根的？”调研中，他发现，高楼镇的部分

茶树芽头瘦弱，问了当地茶农后才知道，为了省

钱省事，他们在每年春茶生产结束后都要做台

刈修剪，这极大造成了树势衰弱，倒伏严重，直

接影响品质和产量。此外，当地茶类结构单一，

每年仅制作春茶，由于品种发芽早，茶农多把采

摘下来的鲜叶直接销售给松阳等周边县域茶叶

市场或茶企，影响了收益。

“栽培方式一定要标准化，在品种结构上也

要做调整。”王玉春下定决心要帮助茶农做出改

变，提高效益。今年 3 月，他选取了温州玉海春

早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连片老茶园，一分为二

进行对比试验。一块试验田采用当地原始模式

进行修剪和管理，另一块试验田则改变栽培技

术，对茶树树冠进行每年2至3次修剪。他还引

种了一批新选育的优良早生优质茶树品种，为

后续茶园品种替换提供参考。

在今年 10 月的实地走访中，茶农欣喜地向

王玉春反馈，改变修剪方式后，茶树有了更多分

支，芽头也肉眼可见地变粗壮了。“期待明年的

好收成！”茶农们兴奋不已。

眼下，王玉春正依托高楼镇已成规模的万

亩茶园，引导当地茶农主动加入茶园改造的行

列，为下一步茶旅融合发展打下基础。

“高楼土壤里有丰富的硒含量，是茶树培植

的优势所在。”王玉春表示，他下一步打算通过

引种适宜当地种植的茶树新品种，开发配套的

加工技术，打造地方精品茶产品，助力当地建成

集中连片的万亩观光茶园示范基地，深度挖掘

当地独特的茶旅融合品牌模式，以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

青钱柳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曾被国

家列为“珍稀濒危”树种。在平阳坑镇的大山深

处，市云顶农业专业合作社建有一片 350 亩的

青钱柳基地。

2017 年，来自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

茶叶研究所的吕杨俊第一次以科技特派员的身

份来到平阳坑镇时，就对这片基地格外关注。

“青钱柳跟茶叶一样，可以直接用来泡饮，

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药理作用。”吕杨俊对青钱

柳的价值如数家珍，他认为，青钱柳树又名“摇

钱树”，有极大的市场价值，可要种出效益来，并

不容易。

调研中，吕杨俊了解到，为了保证品质，基地

的青钱柳采用有机栽种，每亩地每年就要消耗

1000元左右的有机肥，栽培成本较高。如何在保

证品质的同时降低用肥成本，一直困扰着茶企。

“当时，我在走访时发现山脚下有个养猪

场，养猪场产生的沼液刚好可以用作青钱柳的

有机肥。”这个发现让吕杨俊兴奋不已。得到市

科技局、平阳坑镇与企业方的认可后，吕杨俊随

即启动了“沼液在青钱柳有机栽种中的应用技

术研究”项目，开展沼液栽培对青钱柳品质及产

量的影响等研究。

实验证明，沼液能显著提高青钱柳总黄酮、

粗多糖等有效成分的含量，且利于青钱柳生长，

提高其产量。在他的牵头下，基地很快建起了

沼液滴灌系统工程，构建了“猪-沼-青钱柳”生

态循环种养模式，为青钱柳资源的高效栽种与

增值利用及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

效依据。

茶叶品种要占领市场，还需要提升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为此，吕杨俊提出青钱柳资源深

加工及延伸化产品开发的重要性。他积极推进

茶科技在茶领域的应用，开展青钱柳压制、有效

成分提取等工艺研究，研发青钱柳+绿茶饼、青

钱柳+老白茶饼等产品，帮助企业解决青钱柳

外观粗简、产品单一、附加值低等问题。通过持

续更替的技术革新，唤醒了青钱柳这一沉睡在

青山绿水间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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