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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静）青山绿水间，
一个小院，绿油油的菜园，满院子的
花花草草，繁花似锦；自给自足的食
材经灶头柴火一烧，顿时充满了烟火
气；自制的木头生活用具，饭桌上随
意插几支田野里采来的野花……这
种田园生活，让多少人心生向往。

在崇头镇崇头村，来自山西太原
的冯俊一家三口在这里租了一栋带
有小院子的老房子，自己亲自动手改
造老房，开启了这样的生活，给了一
家三口一个特别的家。

记者见到冯俊夫妻的时候，他们
正在小院里铺设石子，小小的院子却
改造得非常精致。地板、桌椅、窗帘、
景观、灶头，一砖一瓦都是冯俊夫妻
亲手设计、改造，她从村民手中淘到
很多废旧的物品进行加工改造，从而
变废为宝。小院内每一件手工加工
的物件，冯俊都能将它利用起来，放
置在恰好的位置上。

在来云和之前，80 后的冯俊和她

的丈夫王杰在山西太原创业，收入可
观，过着大多数人眼中的标准人生。

“以前我的性格属于特别要强的，做
任何事情都要达到我自己的一个目
标，创业四五年，精力也透支了，后来
我觉得达到这个目标以后并不是我
想要的，我并不快乐，我就一直在思
考我到底想要什么，可能就是想换种
方式去生活。”冯俊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俊在短视
频中了解到了云和，了解到了云和
梯田，于是 2024 年 3 月份，冯俊一人
来到这里，真真切切地沉下心来感
受云和的环境和生活。“我刚下车的
时候就感觉这里很干净，空气特别
新鲜。因为我和孩子是有鼻炎的，
对空气质量要求很高，来这边我感
觉鼻腔特别湿润，我觉得可以留下
来。”第一次来云和梯田游玩两三天
后，冯俊感觉当地的村民非常热情、
环境也很好。“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方 式 。”她 回 家 后 就 和 丈 夫 商 量 ，

2024 年 5 月份就带着家人再次来到
云和。“刚开始感觉很突然，因为在
太原生活得好好的，一下子要举家
搬迁到这边，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
这 意 味 着 我 要 脱 离 现 有 的 社 会 关
系。但是为了他们两个人的身体健
康着想，我还是决定跟着他们一块
过来先考察一下。”王杰说。

感受了几天，冯俊和王杰便决定
了，就是这儿了。在村民的帮助下，
冯俊在崇头村找到了一栋老房子，虽
然破旧，但却是她的梦中情屋，当即
和房东签下了 10年的合同，一家三口
便 于 2024 年 6 月 份 正 式 搬 到 了 云
和。同时，他们在崇头镇下垟村租了
一栋民宿进行经营。

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父母也不
支持他们，从省会城市搬到大山里，
放弃了大城市的资源，到底为了什
么 ？“ 其 实 我 就 是 想 换 一 种 生 活 方
式，想找一个更舒服的地方，真正地
活在当下。城市发展肯定是越来越

好的，孩子长大后有大把的机会去
大城市，我希望他小时候不用那么
卷，想让他多接触大自然，展示他的
天性。”冯俊说。

“当地人的热情真的比六月的天
气还热。”在这里，他们认识了很多村
里的朋友，村民的热情让他们很快就
融为一体。初来乍到时，村民们送来
自己种的蔬菜、大米；改造房子时，村
民们热情相助，有力的出力，缺工具
的马上帮忙寻找……大家在一次次
相助、一个个微笑和一份份分享中编
织出温暖的情谊。

有山有水、有古老的建筑、有田
地和邻舍，可以安静地待在山里，见
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我希望通过
我的短视频分享、抖音直播，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云和这个地方，吸引更多
的人来云和游玩，来体验当地的风土
人情，我也非常期待我们一家未来十
年的生活，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诗和远方。”冯俊说。

放弃城市生活
他们跨越1500多公里来云和做“新村民”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 通讯员 蓝
慧中）连日来，紧水滩镇双垟村云益
农业科技产业园大棚内的小番茄陆
续进入成熟期。园区负责人范良锡
驻守基地，却没忙着收获，而是通过
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大棚内的
温度、湿度、光照变化，为一颗颗鲜红
的小番茄检测甜度，最终目的，则是
给他们家的“拳头”产品——种植基
质调配最佳配比方案。

走进产业园大棚，只见一条条翠
绿茁壮的枝条顺着细绳笔直向上，每
株番茄的高度均超过 2 米，成串的果
实如小灯笼般点缀其间，空气中弥漫

着酸甜的香气。据介绍，培育这些番
茄苗的基质，全部来自水稻、玉米、油
菜等农作物的秸秆以及雪梨枝条、废
弃菌棒等农业副产物。2024 年初至
今，全县累计回收秸秆约 5000 吨，只
需经过技术加工，这些材料就能间接

“还田”，帮助改善土壤品质，最大程
度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减少废弃秸
秆对环境的污染。

“目前我们正在记录不同基质
成分的配比用量对于小番茄生长、
生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以此筛选
出最适合植株的基质配方，而这片
小番茄基地就是我们的试验田。”范

良锡介绍，基地的种苗与温室中控
系统得到了省农科院与浙江大学研
究团队的支持，2024 年新种植的番
茄在抗病能力、有机质吸收能力等
方面表现良好，产量相比往年提升
近三分之一，且一千多株番茄均无
病虫害。

若是将番茄试验田比作前端，
2024年 8月落地紧水滩镇双垟村的县
农作物秸秆产业化综合利用建设项
目就是实践秸秆再利用想法的坚实
后盾。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559万元，
占地面积 8000多平方米，配备发酵设
备、秸秆打捆机、翻抛机、地磅、造粒

机以及运输车辆等一系列设备，预计
年生产有机肥 5000 吨、基质 5000 吨，
年设计利用稻麦等秸秆 1.25 万吨，年
产值超1100万元。

“目前双垟村的产业园共有 6000
平方米，生产的基质除了可以在秋冬
季种植番茄，还能在春夏用于水稻钵
苗育秧。2024 年以来，基地已通过劳
动用工，累计为周边农户发放工资十
余万元。”紧水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后续，随着育秧技术的升级以及基质
的大规模生产，基地将进一步带动镇
域农业产业发展，为推动乡村发展提
供强大助力。

紧水滩镇回收秸秆种出2米番茄树

本报讯（记者 俞海友）“以前这里
是一片闲置地，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
么漂亮的口袋公园，我们茶余饭后可
以到这里休闲娱乐，太好了。”家住兴
昌口袋公园附近的张大妈，对公园的
变化竖起大拇指。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市民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日
益增长。为了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2024 年，我县将新建或提升
城市微公园（口袋公园）列入县政府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充分利用零星用

地建设口袋公园，盘活并拓展城市小
微空间，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
民的文化休闲生活。

兴昌口袋公园位于城西路与兴昌
街交叉口，于 2024 年 3 月完工。项目
总面积4144平方米，绿化面积1154平
方米。公园建设以改善人居环境、提
升土地利用率为切入点，充分考虑周
边居民需求，合理布局规划，不仅增加
了座椅、亮化设施，还设置了临时停车
位，有效解决了周边居民停车难问题，
为大家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

据了解，口袋公园作为面向公众
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且具有一
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面
积一般在4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涵
盖小游园、小微绿地等多种形式。城
西路转角口袋公园也于 2024年建成，
总面积972平方米，绿化面积815平方
米，绿地率 83.8%。此外，公园还增加
了桌椅、无障碍通道等基础设施，使
原本闲置散乱的土地实现华丽转身，
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截至目前，我县已建成 16个城市

公园、广场、口袋公园，分布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有效提升了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和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通
过小而美的口袋公园，让市民在繁忙
的都市生活中拥有更多亲近自然、放
松身心的空间。”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口袋公园建设是提升城市品质、
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举措，接下来，他
们将继续加大口袋公园建设力度，持
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让更多市民享
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为建设美
丽宜居家园不断添砖加瓦。

口袋公园“绣”出城市新风景

本报讯（记者 王凤凤）“现在真
好，上网购买的东西，可以寄到家门
口。”1 月 2 日，在崇头镇客货邮综合
便民服务站里，崇头村的村民正在寻
找自己的快递。

近年来，我县聚焦山区公共服务
跨山统筹一体化改革，积极推动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建强“县、乡镇

（街道）、村”三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城乡邮政快递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持续提升。

“我们积极完善物流站点，引导
商贸物流城内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
合作，通过对原有快递智能分拣场地
提升改造，完成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建
设，能够支持多个快递品牌的共同分

拣和配送的需求。”云和邮政管理局
工作人员官雅珍介绍，目前，已有邮
政、圆通、韵达 3 个主要快递品牌入
驻，实现了资源共享和成本降低。

同时，我县还制定全县“客货邮”
融合工作方案，按照“一村一策”的方
式，全面整合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
文化礼堂、村邮站和便利超市等农村
空闲富余资源，新建快递进村“共富
驿站”、乡镇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站，
切实以“小包裹”服务“大民生”。截
至目前，全县打造了 30 个“共富驿
站”，在石塘、崇头、赤石、紧水滩 4 个
重点乡镇打造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
站，在朱村、霞晓桥、下垟等 6 个行政
村建设村级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点，

现已全面投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
服务（站）点为当地及周边居民提供
优质物流服务的同时还兼顾了消费
品进村、金融咨询服务、客运候车等
多项功能，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此外，在农产品销售流通方面，
县邮政管理局还畅通城乡寄递物流
经济双循环，主动对接市场主体，在
县政府设置的“雪梨一条街”固定摊
位边上，设置雪梨寄递车，实现即买
即递，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更为果
农们开辟了一条便捷的销售通道。
据统计，2024年 8月以来，我县邮政寄
递企业已接收 7080件雪梨包裹，总重
量达 62000公斤，云和雪梨远销杭州、
福建、上海等地。

截止目前，我县邮政快递业务量
3251.5 万件，业务收入约 1.215 亿元。
下一步，我县将积极推进山区客货邮
一体化协同发展，积极探索“大件走
物流、小件走公交”“量大走物流、量
小走公交”“主村走物流、偏远走公
交”农村物流服务模式，开通客货邮
合作线路 4 条以上。同时，深入推进
农村物流数字化改革，积极推动“邮
快合作”“交邮合作”深度融合，引导
城乡客运、货运、邮政、快递网点资源
共享，鼓励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
无人驿站，加快应用标准化循环周转
箱（袋）、托盘以及智能公交邮箱、智
能快递柜等设备，助力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

云和“快递进村”提升城乡邮政快递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日，针对寒冷天气，
崇头镇梅源中学教师利用
课间操时间，带领学生跑
步暖身，锻炼身体，丰富学
生校园生活。

刘海波 文/摄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2024年
12月30日，记者获悉，历时3年，在
中日两国拍摄的《我们的东京故
事》，将于2025年1月4日起在日本
富士电视台地上波频道（8频道）首
播。该剧拍摄期间，曾在紧水滩镇
石浦村、云和梯田景区、云和车站、
云和中学、云和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采真里历史文化街区等多地取
景拍摄。

《我们的东京故事》以真实故
事为创作灵感，讲述中国留学生
在日本 30 多年自强不息的奋斗历
程和命运浮沉的故事，生动展现
中国留学生逐梦他乡、不屈不挠
的拼搏精神和中日人民之间的友
好情谊。

值得一提的是，该电视剧的策
划、总制片人张丽玲出生于云和县
赤石乡，1989 年到日本留学，并在
日本工作、创业和生活，现任大富
电视台董事长兼社长。1995 年开
始，张丽玲耗时多年跟踪拍摄数百
名在日中国留学生而制作的 10 集

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
——在日本的日子》引发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其中一部《小留学生》在
2001 年荣获被誉为日本奥斯卡的

“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最佳纪
录片奖”和“最佳策划奖”两项大
奖，这是首次由华人获此殊荣。

作为一部关注中日两国文化
交融的作品，《我们的东京故事》延
续了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
——在日本的日子》的主题。2023
年 6月，张丽玲还带领主创团队回
到家乡云和为《我们的东京故事》
取景拍摄，不仅展现女主人公在家
乡生活的温情故事，同时也把云和
的绿水青山、风土人情带上荧屏，
向海外观众展示。“希望《我们的东
京故事》能够为中日民间的相互理
解和友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盼望
有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这部电视剧，
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时代大背景
下赴日学习、生活、成长与命运沉
浮的故事，以及跨越国界的友谊与
爱。”张丽玲表示。

《我们的东京故事》
即将在日本播出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2024年
12 月 27 日，云和开展 2024 年防汛
防台“1833”联合指挥及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多科
目实战演练，未雨绸缪筑牢安全防
线。全县 22 个成员单位 7 支救援
队伍100余人参加演练。

防汛防台“1833”联合指挥体
系综合演练模拟汛期我县遭受极
端强降雨天气，县防指启动 IV 级
响应，后随着台风持续发展，启
动 III 级 、II 级 应 急 响 应 。 围 绕

“1833”联合指挥体系预警叫应、
会 商 研 判 、小 流 域 山 洪 人 员 转
移、被困人员救援、电力设施抢
修 、灾 后 恢 复 6 个 科 目 展 开 演
练。“此次演练既是对‘1833’联合
指挥体系的检验，也是对应急救
援队伍实战能力的检验，以此达
到畅通机制、锤炼队伍、提升能
力的目的。我们还将通过加强宣
传，普及防汛防台知识，增强公
众 防 范 风 险 意 识 和 自 救 互 救 能
力。”县防指副指挥长、县防指办
主任高时圣表示。

为切实做好抗雪防冻工作，
进一步提升我县应急处置能力，

现场还开展了我县低温雨雪冰冻
灾 害 综 合 应 急 演 练 。 演 练 采 用

“桌面推演+现场演练”形式，立足
实战，紧扣“1833”指挥体系、联合
会商、应急处置、通讯抢修、灾后
恢复等关键环节，演练响应等级
不断提升的雨雪冰冻灾害防御应
对全过程。

据了解，防汛防台“1833”联合
指挥体系的“1”指 1 个联合指挥
部，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级
防指统一指挥、统筹协调；“8”指 8
个风险研判小组，主要是发挥对

“1”的专业支撑功能，实现条抓块
统、统分结合、整体联动、高效运
行；第一个“3”指 3张单，是推进全
过程闭环管控的主要手段，即风险
提示单、预警响应单、管控指令单；
第二个“3”指“3 个一”，是打通指
挥部、研判小组、风险闭环的重要
抓手，即通过一个短信、一个电话、
一个视频，叫应叫醒关键人，激活
全体系。

现场还举行了 2024 年巨灾保
险成功预警避险奖励颁奖仪式，刘
炳松、余伟清、魏启平、王朝云等 4
人获奖。

云和开展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本报讯（记者 梅明益）寒意正
浓，县人民法院内却暖意融融。
2024 年 12 月 30 日，县人民法院举
办工人工资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
活动，为被拖欠工资工人及时发放
工资款，让在云辛苦一年的务工人
员们带着笑容返乡过年。

一大早，在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内，来自江西、贵州等地的 33 名
工人自工作人员手中接过 20 余万
元工资，看着一年的“血汗钱”终
于“ 到 账 ”，每 位 工 人 都 感 慨 万
千。“法院帮我们拿到了工资，我
们很高兴，感觉很温暖。”工人杨
通喜说。

据法官介绍，2024 年 12 月中
旬，33名工人就工资被拖欠一事到

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为了让工人
们安心回家过年，县人民法院联合
多部门执法，为工人们拿回工资。

“接下来，县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工
人工资案件的执行力度，让每位工
人都能顺利拿到劳动所得，安心回
家过年。”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柳
秀峰说。

涉工人工资案件执行款的结
清，不仅为工人们送去了温暖与希
望，让他们可以回家过个温暖年，
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注入了强心
剂。下一步，县人民法院将进一步
加大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用
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让公平正义为群众的幸福生活
护航。

县人民法院集中发放工资款
20余万元

生命阳光 热血点亮
——致全县广大爱心人士的无偿献血倡议书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血液，是流淌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河，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承载

着无尽的希望。无偿献血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近期，受寒潮低温等天气因素影响，献血人数锐减，血
液库存量已告急，但临床用血量持续攀升，医院亟待手术的危重病
患、肿瘤患者、血液病患者、意外受伤者及孕产妇等迫切需要血液救
治，我县临床血液供给面临严峻挑战。

每一滴鲜血，都有可能挽救某一个家庭。救命的血液无法人工
制造，只能来自健康适龄（18—55周岁，多次献血且无不良反应可延
长至60周岁）人群的自愿捐献。生命当前，爱是传递，血是希望，为
保障临床急救用血，让病患得到及时治疗，我们向全县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部队、社会团体和广大市民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我们呼吁适龄健康的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来，以实际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你们的无偿献血，都是对生命的
尊重与关爱，都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让我们一起
用热血、用大爱、用行动，温暖2024年寒冷的冬天。

总有生命，因你沸腾！热血逆行，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县卫生健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