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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昌县委主办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出版

新时期“新昌精神”

崇文守正
务实创新

我爱新昌微信

新昌天气

新昌县气象台11月17日发布：今

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转阴有小雨，偏

东风2到3级，白天最高温度19℃，森

林火险5级。明天局部有小雨转多云

到阴，早晨最低气温12℃。

广告

记者 吕建刚

设立县、乡、村三级林长和林

区总警长、警长；到2025年底，森林

蓄积量达到515万立方米，高质量

全面建成“森林新昌”；到 2035年

底，全县林地保有量、森林面积、森

林覆盖率、湿地保有量等保持稳定

状态……最近，我县出台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实施意见，以进一步压紧

压实保护发展森林湿地资源责任，

全面提升森林和湿地等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高水平建设“森林

新昌”。

意见明确，我县设立县、乡、村

三级林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总林长；县政府分管林业的副

县长担任副总林长，分管公安的副

县长担任副总林长兼林区总警长，

县四套班子领导按照联系乡镇担

任县级（区域）林长。同时，各乡镇

（街道）设立林长（警长），各行政村

（社区）设立村级（社区）林长，由村

书记（主任）担任；国有林场设立林

长，由国有林场场长担任。其中乡

镇（街道）、村（社区）林长负责具体

实施本地森林湿地资源保护发展

工作，落实基层护林组织体系，确

保责任落实到人；林区警长负责组

织协调所辖林区社会治安和维稳

工作，查处各类破坏森林湿地资源

的犯罪行为，协助调处涉林矛盾纠

纷，配合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结合当前林业工作实际，我县

提出，要在构建高标准森林资源保

护体系、构建高水平国土绿化生态

体系、构建高效益富民林业产业体

系等方面下功夫，加强公益林建设

和天然林保护修复，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逐步推进天然林与

公益林并轨管理，保持全县省级以

上公益林和天然乔木林保有量稳

定。加强野生动植物和重要物种

栖息地保护，推进林木种质资源保

护管理，维护生物多样性。全域推

进国土绿化美化，加快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推进城市生态屏障、“一村

万树”建设，提升绿化水平，增加森

林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发挥我县

生态优势，探索建立“两山银行”，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大力发展香榧、林下经济、木本粮

油、花卉苗木、竹木加工、森林康养

等高效绿色富民产业，促进乡村振

兴，以生态富民惠民助力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

记者 黄婉晶

近日，绍兴市委宣传部公布了

2021年度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名单，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创排的山水诗剧

《诗路芳菲》，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

中心原创的调腔现代戏《后山叶芽》

《梁柏台》等三部作品入选舞台艺术

类项目资助项目，在6个舞台艺术

类入选项目中抢占三席，成果颇丰。

山水诗剧《诗路芳菲》以“诗仙

李白几番入剡”为故事主线，以诗

画音乐剧形式摹画出新昌的山水

诗意，以诗为魂，以乐为章，以演为

表，立足新昌这一“浙东唐诗之路”

精华地，延展视野至浙江四大诗

路。剧本文本植根于浙江四大诗

路上的经典诗词，营造诗意氛围的

同时，运用现代舞台科技，将古典

视觉艺术元素与浙江青山绿水有

机融合，展示诗画浙东丰富的文化

样式与灿若星河的诗路气象，实现

诗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激活文旅资源，做大诗路经济。

《梁柏台》一剧展现了梁柏台同

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组织

制定10多项法律法规，建立起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制

度这一贡献，折射出梁柏台同志人

生的高光时刻，直观刻画了他“红色

司法开拓者”的功绩。《后山叶芽》聚

焦新昌茶产业发展主线，娓娓唱出

我县偏远山村借力茶产业脱贫致富

的历程，以地方剧种讲好乡村振兴

故事，绘就共同富裕蓝图。

近年来，我县不断提升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切实加强精神文化

产品的创作生产和组织领导，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精心创作生产出一大批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此

次三部作品入选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名

单，既是对我县优秀文艺作品的肯

定，也将激励宣传文化战线及广大

文艺工作者继续苦练内功，持续打

造精品佳作，在“重要窗口”建设中

唱响新昌声音。

记者 黄婉晶

随着网络的日益发达便捷，不

少传统线下业态纷纷搭上“互联

网+”的东风，在数字化改革的浪潮

中华丽转身，时时被提及的“数字文

旅”就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日前，记

者从大佛寺景区了解到，该景区精

心打造智慧旅游项目工程，在景区

日常运营中实现智慧化监管，使千

年文化之旅与现代化数字技术有机

碰撞，为游客开启一段更加安全、更

加智慧、更加便捷的揽胜之旅。

“这个折线图显示的就是实时

在园游客人数，数据每五分钟刷新

一次。”在大佛寺景区信息指挥中心

内，工作人员王晓文向记者展示了

实时客流监测统计平台，该平台与

现有旅游景区视频监控平台相融

合，实时更新景区游客入园、出园和

在园数据。“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之

下，我们需要根据总体部署要求，分

时段有限开放，控制每日的游客接

待量，这套数字化系统对于景区实

行智能化错峰游览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如果实时在园人数超过规定的

最大承载量，工作人员可按照预案，

引导园外游客暂缓入园，及时疏散

在园游客。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

景区内分散安装的 260 个监控探

头，综合管控平台还可以细化统计

各景点实时游览人数，倘若某一景

点集聚人数过多，信息中心值守人

员可联系园内工作人员，前往劝导

疏散。

除了监控系统，景区的智慧广

播系统在景区数字化管理中也发挥

着不容小觑的力量。该系统可以依

据不同的情况，实现分区、分点、分

时自动播放，园内的每个音柱都能

实现分区域管理，按需求分区播报

提示信息，同时具备远程呼叫功

能。“如果工作人员发现游客在游览

过程中做出危险举动，或在闭园时

段非法入园，都可以实时连通离游

客最近的广播音箱，对游客进行点

对点劝导。”景区内还设置有黄色

SOS报警柱，如果游客遇到麻烦，可

以按下红色报警按钮，实时连线指

挥中心求助，工作人员可根据监控

系统实施判断，并联系距离最近的

安保人员前往协助。

大佛寺景区里的数字化“秘

密”，远远不止这些。为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景区采取“无现金无接触”

支付措施，入园游客均通过“新昌游

新意”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实名制

预约购票，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

追踪。入园后，游客可扫码聆听重

要景点智慧讲解，实现自助游览

……搭乘“数字化”快车的千年古

刹，已焕发出全新生机。

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革 征程征程新新

数字文旅赋能 景区提质增效
大佛寺景区借力数字技术实现智慧化监管

我县全面推行林长制
助力高水平建设“森林新昌”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我县三部作品获得市级支持

记者 王娟敏

通讯员 王淑杰

“这连片的山地整理得这么平

整，中药材基地真壮观！”日前，记者

来到回山镇贤辅村，在名叫对山的山

坡上，不由赞叹。贤辅村党支部书记

杨文明指着面前的黄土地告诉记者，

这里是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刚刚种

下了30多亩延胡索和浙贝母。

对山的这片山地，本来已经抛

荒。在绍兴市检察院驻贤辅村指导

员的牵线下，得到了太极集团绍兴

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的扶持，达成了

合作，由该公司免费提供中药材种

子，生产的中药材由公司高于市场

价收购。公司还给予培训、管理方

面的支持。“今年已经组织了两次培

训了。”杨文明说。

“村里已经种下了30多亩中药

材，还流转了 20 多亩土地，种植白

术和桔梗。今年中药材种植总共有

50 多亩。”杨文明说，按今年的行

情，一亩中药材有 1 万多元收入。

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已成为绍兴市

检察院党建服务基地，收入归村集

体所有。

中药材基地由村里的村民管

理，村民种植、采收及日常管理的费

用估计在 20 万元左右。这对百姓

致富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部分

村民也可以通过在家门口劳动获得

一些收入。

“明年5月，这些种下去的中药

材就可以采收了。”一位正在基地劳

动的村民说，种植简单、效益好的

话，他也想种一些。

近年来，回山镇紧抓“农业强

镇”目标，发挥农业产业主体功能，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该镇大力发展

特色种植业，发挥农业优势条件，成

功引进网易味央回山田园综合体、

浙江得恩德有限公司种植雷公藤药

材基地等项目，向农户提供基础设

施建设、生产经营方式、土地流转补

贴等方面的就业渠道，共享产业增

值收益。

智慧农业是发展方向，该镇狠抓

数字化改革，引领农业生产流程再

造、制度重构，发展智慧农业。国昊

茶叶通过数字管理系统，茶叶加工流

水线实现全程自动化生产，单日产量

提高500公斤，精简人员60%。

回山农特产品多，口味好，深受

顾客欢迎。怎么样更好地将高山蔬

菜等农特产品推向市场呢？该镇一

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新建了“回味

馆”农产品展销平台，集商务洽谈、

量贩销售、推介展销等功能为一体，

通过举办各类评比展销会、农产品

战略合作等方式，拓宽农户销售渠

道，扩大“回味回山”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影响力。至目前，已举办展

销会10余场，入驻企业5家，签署农

产品战略合作协议3份。

特色种植带来红火一片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图景图景新新
回山镇发挥农业优势助推共同富裕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