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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项泽统

本报讯 眼下正值农田灌溉

关键时期，巧英水库灌区借助现

代科技力量实现华丽转身，为农

田灌溉用水筑牢坚实保障。

5 月 20 日，走进巧英水库灌

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现

场，一幅崭新的水利画卷徐徐展

开。新建的启闭机房傲然矗立，

为灌溉系统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渠道蜿蜒伸展，将水源输送到

灌区土地，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灌溉效能。

老灌区焕发新活力，先进的

信息化调度平台功不可没。工作

人员只需轻点鼠标，便能从灌区

调度平台上直接调取灌区渠道实

时监测视频，每一个角落的画面

都清晰可见。平台上，每个支渠、

分水口、分水闸的放水量数据一

目了然，比以往更加直观、量化。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能通过平

台远程控制闸门开关，真正实现

自动化运维，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改建过程中，灌区新装摄像

头、电磁流量计、雷达流量计、渡

槽安全监测等设施设备，建立起

信息化调度平台，实现智能化巡

检与调度。”巧英水库运行管理中

心主任刘安辉表示，要用最短的

灌溉距离、最少的灌溉用水，获得

最大的农业产出。

巧英水库灌区是全省重点中

型灌区，灌区供水范围涉及小将、

沃洲、羽林和七星四个乡镇（街

道）。由于该灌区始建于1973年，

部分设施存在老化等情况。去年

3月，我县启动巧英水库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累计改

造总干渠 15.03公里，水闸改造新

建 36 座，渡槽改造新建 17 座，隧

洞加固 4 座，新建灌区调度中心

等。沃洲镇坑西渡槽改造前存在

沉陷渗漏隐患，经过精心设计改

造目前已焕然一新。“改造中我们

增加钢筋和钢板，增强渡槽的整

体强度和稳定性，同时渡槽的接

缝处进行特殊防水处理。”刘安辉

说。如今，改造后的坑西渡槽以

崭新的姿态继续为农田灌溉发挥

着重要作用。

巧英水库运行管理中心还对

大小 119座灌溉闸门开展全面维

护检测和养护工作。通过更换损

坏部件、进行防腐处理等方式，确

保渠道全线运行正常，为灌溉用

水的稳定输送提供有力保障。此

外，该管理中心通过巡检、宣讲、

设置警示标识等多种手段，多维

度开展灌溉安全宣传工作。近 3
个月来，灌区巡查已超 180次，有

效提高了灌区群众的安全意识，

营造了安全、有序的灌溉环境。

巧英水库灌区实现智慧华丽转身
战二季度奋奋

拼 抢 上 半 场

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围

绕端午节食品消费市场特点，

聚焦粽子、咸鸭蛋类等端午节

令热销食品开展食品安全检

查，精准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

全。 （记者 李帮焱 摄）

“食”刻守护
“粽”享佳节

记者 李帮焱

本报讯 近日，省卫健委等

多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普惠托

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名单，我县

榜上有名。

普惠托育是解决家庭婴幼

儿照护难题的关键举措，对保障

婴幼儿健康成长、促进社会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我县全面加强普惠育幼服

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多元化

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制定与辖

区人口结构、婴幼儿数量相适应

的托育服务设施规划，不断完善

城乡社区15分钟托育生活圈；出

台系列补助政策，进一步激发市

场动能，引导机构降费惠民，全

县托育机构平均收费每月 1680
元以下，公办托育机构收费 1570
元以下，通过政府托底，有效解

决“入托贵”问题。

我县还扩大普惠托育服务

供给，通过多种模式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

推动幼儿园优质资源共享；积极

引导用人单位参与托育服务建

设，鼓励其利用自有土地或设

施，新建、改建托育服务设施，为

职工提供福利性普惠托育服

务；打响国资办托服务品牌，强

化公建国营办托模式，国资投资

建成公办托育机构 6家，提供托

位626个，平均入托率达90%，引

领全县普惠托育水平升级。

通过深化医育结合，我县强

化县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与县

妇幼保健院协同发展，推进基层

卫生院“医、防、护”一体化建设，

建成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7家，实

现2万人口乡镇全覆盖。建立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辖区托育机

构医育结合签约工作机制，为托

育机构提供巡回指导、卫生保

健指导、从业人员培训、养育小

组照护等“四个一”服务。为推

动普惠托育发展，我县还构建

小月龄入托服务体系，强化托

育机构保险支撑，落实机构税

费优惠政策。同时建立长效监

管机制，开展等级评定，推进智

慧管理，确保托育服务安全规

范。

据悉，我县将不断强化服

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

务效能，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满意度。

普惠托育，新昌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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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炯炯 俞沣城

本报讯 在通用智能机器人

产业变革浪潮中，新昌以“制造基

因+创新生态”双轮驱动，发力打

造智能产业新高地。2024年落户

新昌的浙江灵巧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一枚重量仅 1公斤的“灵巧

手”为支点，撬动从核心零部件到

产业生态的创新链条。当本土制

造巨头与科创企业达成“新昌协

同”，这座工业小城正书写智能机

器人产业的破局之道。

5 月 20 日，记者走进浙江灵

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试线车

间，看到量产版五指灵巧手 Dex
Hand021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这

只看似轻盈的机械手掌，由700余

个零件构成，仅单根手指就集成

100多个精密零部件，这对零部件

的精度要求非常高。谈及研发过

程，灵巧智能首席运营官朱玉茅感

慨万千。“为实现这一技术突破，我

们的研发团队曾经历漫长而艰辛

的过程。仅量产版的设计就经过

近 20次的迭代升级，我们不断优

化内部结构，将驱动、运动、感知、

控制等系统高度集成在有限的空

间内，实现手指关节对环境和操作

对象的精准测量和精细感知，填补

机器人高适应性灵巧操作能力的

空白。”而这项突破的背后，是一场

精准的“产业协同合作”。

2024 年 9 月，灵巧智能与新

昌本土上市企业捷昌驱动合资成

立浙江灵捷机器人零部件有限公

司。朱玉茅认为，这次合作是一

次优势互补的战略举措。浙江捷

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新昌本土上市企业，在线性驱

动领域深耕多年，“线性驱动技术

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核心，而灵

巧手是人机交互的关键。”捷昌驱

动研发总监、浙江灵捷机器人零

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表

示，双方的合作并非简单的技术

叠加，更是产业生态的重构。“捷

昌的供应链体系与模具生产能

力，将灵巧手的研发出品周期从

10 个月缩减到 5 个月；而灵巧智

能的技术优势，则为捷昌打开智

能机器人的新市场。这种“技术+
制造”的互补模式，正在形成从核

心部件到整机应用的产业闭环。”

在谈到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

作用时，朱玉茅更是赞不绝口。

“政府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供给者，

而是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不仅提

供‘拎包入住’的标准化厂房，更

通过产业基金注入研发资金，并

预留扩产用地。针对企业痛点，

创新‘云局’平台实现跨部门问题

一站式解决，从人才招聘到项目

审批，全流程优化企业运营效率，

促进产业资源的集聚和整合，推

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对于未来的发展，朱玉茅充

满信心。“我们将继续加大在机器

人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线

性驱动技术在机器人应用中的性

能和可靠性。同时，加强与其他

产业链企业的合作，共同打造更

加完善的机器人产业生态。通过

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与合作发展，

新昌的通用智能机器人产业一定

能够在浙江乃至全国占据一席之

地，实现更大的发展。”

“创新生态”驱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技创新在新昌科科
灵巧智能立足产业链合作打造机器人产业生态

打造“一老一小”综合体
构建幸福生活圈

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员 陈霞

本报讯 近日，由浙江大学

CARD 中 国 农 业 品 牌 研 究 中

心、中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

单位联合开展的 2025中国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核心成

果发布。大佛龙井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以 59.42 亿元位居第八，

相较于 2024 年增长 3.89 亿元，

增 长 率 达 7.01% 。 这 也 是 自

2010 年起，此项公益课题开展

以来，大佛龙井连续 16 年位居

全国前 10位。

报告显示，“大佛龙井”品牌

收益达 36477.07万元，排位全国

第六，相较于2024年增长765.92
万元，增长率达2.14%。

据悉，我县共有15.3万亩茶

园，年产量近 6000 吨。大佛龙

井的独特品质源于三大自然优

势，即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

15-16℃，年降水量 1400-1800
毫米，雾日多、漫射光充足，利于

茶树积累氨基酸与芳香物质；茶

园分布于海拔 200-700 米的丘

陵与山地，土壤以黄泥沙土、香

灰土为主，疏松肥沃且呈酸性，

富含矿物质;天台山、四明山环

绕，形成天然屏障，“居深山 心

自在”体现大佛龙井的生态特

征，“杏绿汤 蜜栗香”展现大佛

龙井的品质特征。

近年来，我县推行“三大标

签”的标准化管理，即原产地标

签：认证茶叶出自新昌核心产

区；生态标签：茶叶产自获得

县级以上生态（数字化）认定

的茶园，确保原生态种植；精

品茶标签：生产加工和产品质

量符合《大佛龙井》团体标准

（T/CTSS 42-2022）规定的（精

品级）要求。

大佛龙井不仅是茶中佳品，

更是我县茶文化的代表。它以

其独特的品质特征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成为我县的一张金名

片。未来，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与

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下，大佛龙井

品牌价值将持续攀升。

大佛龙井，价值攀升！

节约用水
从你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