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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佳佳 通讯员 李建

锡）4月27日晚上，温州大罗山田螺背户

外区域上演了一场紧张而高效的救援行

动，瑞安市叁叁零公益救援中心、瑞安市

民安公益救援中心、瑞安市飞豹公益救援

中心通力合作，成功救助3名被困的户外

驴友。

当天18时3分，瑞安市叁叁零公益

救援中心接到了一位户外驴友的紧急求

助。原来，3名驴友在大罗山田螺背开展

户外活动时，1名驴友不慎脚部受伤，一

行人无法自行下山。接到求助后，叁叁零

救援队伍迅速响应，立即组织专业救援队

员携带急救包、担架等救援装备，火速赶

往田螺背。

由于当时天色昏暗，下着雨，且山里

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救援队伍通过与受伤驴友电话沟通确定

其大致位置，并借助卫星定位和当地地形

信息，规划救援路线。经过40多分钟的

寻找，救援队伍终于发现几名驴友的身

影。而当时担架等救援设备还未到场，第

一梯队救援队员当机立断，决定采取人工

背负的方式先行救援。在简单固定伤者

受伤部位后，救援队员胡承刚小心翼翼地

将其背起。田螺背山路狭窄陡峭，部分路

段近乎垂直，每一步都伴随着风险。胡承

刚在队友们的照明和保护下，屏气凝神、

一步一探，凭借丰富的救援经验和过人的

意志力，顺利将受伤驴友背下来。另两名

未受伤的驴友也在救援人员的帮助和护

送下，成功脱险。

待携带担架的救援力量抵达后，众人

迅速完成交接，改用担架转运，成功将伤

者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转交给120急

救人员。伤者随后被送到附近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和治疗。经检查，伤者生命体征

平稳，脚部伤情也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据悉，此次救援行动充分展现了我市

公益救援队伍快速响应、专业协作的能

力，也为户外爱好者敲响了安全警钟。在

此，提醒广大驴友，

在 进 行 户 外 活 动

时，务必提前做好

充分准备，了解活

动区域地形和天气

情况，确保自身安

全。

大罗山雨夜“惊魂”

我市多支救援队伍合力解救3名被困驴友

扫一扫，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陈峥）麦浪翻滚，金黄

一片，4月28日，塘下镇种粮大户刘光明

的61亩冬大麦迎来了丰收，让他收获了

不错的效益。

记者来到刘光明的大麦种植田内，

只见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

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一气呵

成。刘光明告诉记者，去年11月，他采

用“间作套种”模式首次种植冬大麦，如

今大麦已经成熟。

从实割数据来看，大麦亩产达到400

公斤至500公斤。“冬种大麦，每亩地有

210元的补贴，补贴拿过来刚好可以用于

购买种子、化肥。如果一亩地可以收400

多公斤的大麦，就能卖800多元，减掉收

割、烘干的费用，还有600多元的利润，比

种水稻还要好。”刘光明笑着说。

据悉，大麦具有耐寒、少病虫害的显

著优点，冬季田管相对轻松，只需施肥一

次就可以满足生长需求。刘光明首次试

种冬大麦就获得了比较可观的效益。

记者在现场看到，田间一边在收割

麦子，另一边旋耕机已在田头忙碌起来，

为下一季早稻插秧做准备。“大麦适合冬

种，特别是种两季水稻，第三季可以种大

麦，大麦生育期比小麦短半个月，冬大麦

种植和插早稻互不影响。”刘光明说，冬大

麦首种成功不仅让他收获了实实在在的

经济效益，还积累了宝贵的种植经验。他

计划在收割完大麦后，继续种植两季水

稻，之后再种大麦，形成全年不歇的循环

种植模式，进一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据了解，为充分利用冬季种植空窗

期，激活“农闲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塘

下镇积极鼓励农户发展冬小麦、冬大麦、

油菜花、花椰菜等冬季特色经济作物种

植，有效减少“撂荒地”。农户也通过“稻菜

轮作”“稻油轮作”“稻麦轮作”等多样化的

冬种模式，进一步提高了耕地质量和种植

效益。

“冬闲田”变“致富田”

塘下镇冬大麦喜获丰收

活力塘下
RUI BAO

本报讯（记者 黄丽云 通讯员 陈银

贤）日前，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内氛围温

馨，塘下镇教育系统老干部读书会暨张

国华老师从教六十八年、九十华诞联谊

会在此举行。活动以“书香飘塘下、夕阳

耀未来”为主题，25位塘下学区老干部、

老校长齐聚一堂，共忆教育岁月，传承育

人精神，同时为德高望重的张国华老师

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人物，张国华

老师已经热心教育事业68年。38年任

教时光，他扎根讲台，以饱满的热情和坚

定的信念，兢兢业业培育学子，将“教书

育人”的使命融入每一堂课、每一次与学

生的交流中。退休30年以来，他初心如

磐，依然活跃在教育一线，不断播撒希望

的种子。

1998年9月，张国华担任塘下镇退

教协会第四届会长，扛起推动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任。2012年，他怀揣着弘扬

传统美德的理想，创办了塘下镇孝德学

堂。为了让孝德文化落地生根，他省吃

俭用，带头捐资10万元创立孝德基金，

又捐资10万元建造村文化礼堂。这份

善举与坚守，让他收获了“浙江好人”

“最美温州人”“第五届瑞安市道德模

范”“瑞安市慈善义工先进个人”等诸多

荣誉，其事迹更是登上中央宣传部“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成为众人敬仰的榜

样。

活动当天，塘下镇教育系统老干部

先后走进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和塘下镇

第一中学参观。在陪同人员的讲解下，

两所学校优美宜人的育人环境、朝气蓬

勃的师生风貌、科学规范的管理举措，都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联谊会上，张国华寄语在职教师，希

望他们能在三尺讲台上播撒爱心，为培

育英才倾注心血，同时，他期待老园丁们

充分发挥经验优势，围绕“我为塘下教育

献一策”畅所欲言，在教育改革、理念更

新、质量提升、师资建设等方面积极建

言。参加活动的老干部还结合自身丰富

经验，为塘下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

意见和建议，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前行

提供有力支撑。

共忆教育岁月 传承育人精神

塘下镇教育系统老干部读书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金汝 陈浩）日前，蓝夹

缬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河生

在采成蓝夹缬博物馆举行收徒仪式。10

名弟子向王河生呈拜师帖、献茶、行拜师

礼，承续夹缬文化薪火，让传统的非遗项

目在当代社会延续与创新。中国丝绸博

物馆研究员刘剑、温州大学教授王业宏

等共同见证了仪式。

夹缬印染是我国传统的手工技艺，

始于秦汉时期，盛于唐宋，至元、明时期，

只有蓝夹缬在浙南地区保存下来。2011

年 6月，蓝夹缬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河生是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也

是温州地区首位蓝夹缬技艺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他精通靛青染料炼

制技艺和传统染色技艺，专注于传承、

创新蓝夹缬制作工艺，并致力重现彩色

夹缬，创办马屿靛青专业合作社、成立

温州市采成蓝夹缬博物馆，并担任多所

院校特聘专家，将蓝夹缬技艺传授给更

多年轻人。

据悉，当天接收的弟子既有高校教

师，也有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吕欣阳是

新疆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当得

知王河生会复刻彩色夹缬技艺，特地从

新疆赶来拜师。她说：“王河生先生在夹

缬技艺方面有独到的技艺，这几年还不

断创新彩色夹缬。我非常有幸拜先生为

师，日后我将谨遵师教，刻苦研学技艺，

将夹缬文化发扬光大。”

记者了解到，这是王河生成为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后收下的首批弟

子。迄今为止，他已经收了 40多名弟

子。

“从事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不能拘泥于传统，必须将视野扩展至年

轻一代。而且夹缬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服饰、箱包、挂饰

等蓝夹缬非遗文创作品很畅销。”他说，

“希望年轻弟子秉持工匠精神，潜心钻研

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让蓝夹缬技艺

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开门收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