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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六大小县六大再突破再突破八个奋力八个奋力干出彩干出彩

记者 余佳

通讯员 周乐乐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生态环

境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浙江省分行联合印

发《浙江省2025年首批入库生态

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名单

的通知》。沙溪共富生态环境导

向的开发（EOD）项目正式通过评

审，入选2025年浙江省首批EOD

项目库。

据了解，该EOD项目涉及沙

溪村、董村村2个行政村，项目范

围面积约 13.5km2，总投资约 2.65

亿元。该项目聚焦“水”这一重要

元素，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系

统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推动周

边产业转型提质，实现产业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融合共生。

该项目包含水源涵养区水环

境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乡村农

旅 共 富 综 合 体 项 目 两 个 子 项

目。其中，水源涵养区水环境治

理及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建设河

岸缓冲带、生态护岸、污水收集

管网等，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强

化区域水土流失保持及河道自

净防护能力，全面改善水生态环

境，提升生态产品价值。乡村农

旅共富综合体项目盘活废弃公

路、废弃矿山道路、闲置房屋等

存量资源，发展林下种植，推动

生态董村康养基地、小镇山川运

动体验中心等项目落地，在“趣

沙溪”全域旅游品牌基础上打造

特色乡村农旅共富发展带，并以

特色产业经营收益反哺环境治

理投入，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

理修复+产业/资源开发”的生态

经济体系。

“EOD 模式犹如一把‘金钥

匙’，能够解锁生态资源的潜在

价值，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通道。”市生态环境

局新昌分局负责人表示，将充分

统筹各方资源，确保 EOD 项目

谋划、实施、运维全过程规范化

管理，努力探索形成具有新昌特

色 的 EOD 经 验 模 式 的 样 板 案

例。

我县一项目入选全省首批EOD项目库

首席记者 吕建刚

本报讯 建强“县城—中心镇

—重点村”发展轴，是省委缩小

“三大差距”、推进城乡融合的主

要通道与重要载体，也是今年工

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决策落地

的最末梢，我县各乡镇（街道）以

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为重点，

因地制宜谋深做实、积极主动融

入发展轴建设。

羽林街道把整个街道分为新

昌大道沿线、“东江十里·风起大

明”和美乡村示范带、大明市新

区三大片区，分别谋划羽林驿

站、大明市安置点水电气路配

套、和美乡村示范带 2.0 等十余

个项目，示范带业态持续丰富，

其中枫家潭露营小集日益火爆，

清明假期和“五一”小长假每天

引流数千人，有效带动周边村集

体经济增收近 60 万元。南明街

道以东门如城建设为中心，协调

推进相关“村改居”工作，加快中

央公园、新民连接线等如城子项

目建设进度；以里江两岸风貌提

升为主线，整改两岸污水混排、

河道侵种等问题，推进沿线旧小

区改造；以“桃竹仙境”片区组团

发展为重点，明确“桃花源·仙桂

里·班竹驿”等“一村一品”主题，

加 快“ 天 姥 十 景 ”核 心 节 点 落

地。七星街道以片区化党建为

引领，推动村居社区、工业园区、

旅游景区“三区融合”，打造集餐

饮、住宿、旅游、直播带货等功能

为一体的“丝茶南岩·灵秀潜溪”

片区发展矩阵，通过“招商＋引

流”实现区域连片发展。澄潭街

道锚定产城景融合发展定位，确

定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方案，启

动“城市风貌样板区特色产业

园”创建，持续擦亮梅棠雅集 IP，

打造“景区+园区+集镇区”融合

发展带。

在各街道谋深做实发展轴

文章的同时，我县其他乡镇也

主动全面融入发展轴建设。儒

岙镇重点打造会墅岭社区微度

假、儒一百味小吃、横板桥唐韵

古街、南山民俗文化等集群业

态，以“一带两核五村”为重点，

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

建强“天姥山下”发展片区。沃

洲镇围绕提升中心镇承载力、

辐射带动力，在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道路交通、文旅观光、基

础设施等方面，对中心镇能级

和品质提升实行统筹谋划。镜

岭 镇 突 出“ 文 旅 名 镇 ”主 攻 方

向，在抓好集镇建设的同时，加

快 重 点 村 建 设 ，串 联“ 一 村 一

品”打造全域旅游重要节点，做

精雅庄、外婆坑等景区村，打响

“雅庄民宿”“江南民族第一村”

等村落 IP，并释放“三生一宅”

等文旅项目“虹吸效应”，做大

做强文旅产业。东茗乡深化片

区组团发展路径，通过加速项

目建设运营、开展云上音乐节

等主题活动、打造节假日特色

服务集市、谋划特色文体赛事

活动，推动共富产业再提档、基

础设施再提升，以片区发展辐

射带动全乡发展。

各乡镇街道主动融入发展轴建设
自我加压 奋发有为 创新破局

记者 李帮焱 马帅东

本报讯 新版图、新地标、新

面貌……测绘地里信息事业蝶

变背后，除有科学合理的城市规

划作引领，有严谨精准的测绘数

据作支撑，还有测绘工作者专业

工作的身影。无人机测绘员作

为新时代测绘领域的新兴力量，

以无人机为笔，以数据为墨，为

城市建设、资源勘探勾勒出精准

的发展蓝图。

“今天我们测绘的是附近山

区的地形，因为这块区域车辆没

办法通行，所以我们只能人工携

带设备去寻找最佳起飞点。”浙

江飞流科技有限公司地理信息

中心外业工作人员张锦鋆是这

个行业的新人，入行刚半年的他

几乎每天扎根岗位长达 10 小

时，跟着团队奔波于不同测绘现

场，目前已经完成了二十余个测

绘项目。“我们使用无人机测绘

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需要更

多关注测绘精度、测绘要求等相

关信息。”张锦鋆说。

随着关键设备检查完毕，无

人机缓缓升空，为山区高精度地

形测绘与三维建模采集关键数

据。当记者还在疑问大雾和山区

是否会对测绘精度产生影响时，

张锦鋆表示，为保障测绘数据的

精度，他们团队已经根据该区域

的地形地貌做好相关航线规划、

旁向重叠率的设置等相关工作。

临近傍晚，无人机陆续返

航。但测绘工作者的忙碌仍在

继续。他们围坐在电脑前，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浙江

飞流科技有限公司地理信息中

心内业技术负责人刘雪丽介绍，

外业采集数据以储存卡为载体

进行移交，团队采用“双机隔离”

安全处理机制，确保数据完整性

与安全性。“我们用读卡器进行

第一步处理。因为我们不能联

网，要经过中转机处理，中转到

作业的电脑上，将拍回来的照片

视频转换做成三维模型。”刘雪

丽说。

在 电 脑 处 理 数 据 的 过 程

中，团队也在抓紧通过例会分

析工作疏漏。由于目前内业和

外业工作内容相对分离，每天

的例会成为团队高效协作的纽

带。“我们平时经常碰到的光线

太强或者太暗、漏拍或者细节

的东西没拍到等问题，最后都

会坐在一起复盘，这次注意到

这些问题，下次就可以尽量避

免。”刘雪丽说，测绘技术与三

维建模的深度融合正重塑着各

行业的发展格局，不仅为城市

规划提供精准的空间分析基

础，还可以助力实现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建设等。

目前，飞流科技已经完成新

昌 800平方公里的三维建模，覆

盖全县 10个乡镇（街道）。无人

机测绘形成的数据逐渐勾勒出

新昌发展的崭新蓝图。每一次

无人机的翱翔，每一组精确的数

据，都承载着测绘工作者对这座

城市的热爱与责任，见证着新昌

在科技赋能下，向着更美好的未

来大步迈进。

以“机”为笔绘蓝图

昨日，湖莲潭公园人头攒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主题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这里举行。该活动由县防灾减灾救

灾委员会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南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举办，通过知识普及、技能教学和互动体验，为群众送上“安全大礼包”。

（记者 俞晓委 吕伯元 摄）

为群众送上“安全大礼包”

记者 项泽统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公布第四批名优“土特产”名

单，新昌白术、回山茭白榜上有

名。加上此前已入选的大佛龙

井、新昌炒年糕、新昌小京生、新

昌光唇鱼、天姥红茶，目前全县

已有 7个产品获此殊荣，不仅彰

显了我县农业产业的深厚底蕴

与特色优势，也为乡村振兴与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白术是我县名优特产，以其

形似蛙、色黄亮、质沉重、菊花纹

和气味香的独特品质，享有“北

参南术”之盛誉，并跻身著名中

药“浙八味”之一，历来为药典医

家、文人墨客所推崇和称颂。回

溯历史，1915年 11月，新昌白术

被选送至北京国货馆展出，属国

货精品。据《中国实业志》载:
“浙江省白术，以新昌所产为最

多。”这无疑是对新昌白术产量

与品质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

提升新昌白术的品质与产量，去

年底，我县发布《浙白术仿野生

栽培技术规程》，从术语和定义、

产地环境、栽培管理、病虫害绿

色防控、采收、初加工和产品理

化要求等环节规范白术仿野生

栽培。目前，新昌产仿野生白术

市场价格在1000元/公斤左右，3
年生仿野生白术亩产值可达5万

元左右，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途径。

回山茭白产自高山台地，气

候温润宜人，昼夜温差显著，独

特的自然环境为茭白的生长提

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回山茭白

外观匀称白嫩、口感鲜美略甜，

自推向市场以来，便凭借卓越的

品质赢得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并

多次在省农博会、省精品山地蔬

菜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我

县农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近

年来，我县紧紧围绕回山茭白这

一特色“土特产”，全力推动高山

茭白产业朝着绿色高效的方向

迈进。目前，回山镇茭白种植面

积已达7000多亩，年产优质茭白

近万吨，年总产值达 5000万元，

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可借鉴、

可复制的共富产业样板。

据悉，我县将以名优“土特

产”为有力支点，持续深化“农

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努力为乡村振

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昌

经验”，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新篇章。

名优“土特产”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