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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上午， 在兰

溪市柏社乡新宅村红色文化礼堂，

庆祝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肇峰

山战斗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启动。

全市百名机关干部、 红领青年和党

员群众代表重回金萧支队首战告捷

地， 致敬革命先烈， 共谋红色引领

振兴乡村之路。

省政法委原副书记、 省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宋光宝， 兰

溪市领导翁柯卫、 陈玉祥、 马叔东

参加活动。

肇峰山是红色革命老区， 曾为

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核心根据

地。 1948 年 10 月 17 日， 在肇峰山

战斗中， 金萧支队沉重打击国民党

浙保突击支队武装力量， 扭转被动

局面。 史料评价这场战役是金萧支

队成立后第一次外线出击， 首战告

捷， 为金萧地区打开新局面。

近年来， 柏社乡紧扣红色文化

优势，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推动革

命老区焕发生机。 新宅村已连续四

年举办肇峰山战斗胜利纪念活动，

2017 年， 肇峰山开展以 “追寻革命

先辈轨迹 感受柏社乡村魅力” 为主

题的千人徒步登山毅行活动， 同时，

还利用农业学大寨时人工垦造的百

亩梯田多次举办各类节庆活动， 提

升红色文化品位。

多措并举之下， 新宅村重新焕

发红色魅力， 实现红色文化游、 绿

色生态游、 特色乡村游多彩融合，

通过打造 “红色旅游+体育”、 “红

色旅游+乡村”、 “红色旅游+体验”

等模式， 助推红色旅游资源多元化

融合发展。

活动期间， 新宅村红色文化礼

堂被授予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兰溪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兰溪市干部

教育现场教学基地称号， 还举行了

金萧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座谈会。

兰溪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翁柯

卫在活动中指出， 要在这片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上， 追寻初心传

承红色基因， 汲取力量担当振兴重

任； 要讲好故事， 不断增强金萧精

神的凝聚力； 要融合发展， 不断释

放红色资源的驱动力； 要坚守初心，

不断提升革命老区的幸福感， 以红

色革命文化为引领， 推动 “乡村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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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首届中国 （金

华） 李渔戏剧周 “李渔故里” 兰溪

寻根活动在永昌街道夏李村举行。

来自全国近百位文艺界人士、 戏曲

界专家学者、 媒体记者在李渔故里

开启寻根之旅， 共同寻乡愁、 赏美

景、 话发展。

李渔是兰溪夏李村人， 明末清

初著名文学家、 戏剧家、 戏剧理论

家、 美学家， 被誉为 “东方莎士比

亚”， 是中国文学史上运用文体最

多的作家，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涉足

领域最广、 成果最为丰富的文学巨

匠， 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文化瑰宝。

作为兰溪特有的文化符号， 近年

来， 兰溪充分挖掘李渔文化资源，

不断增强传播和创新力度， 推进

“文化+” 在各个产业的深度融合。

走进夏李村， “李渔故里” 高

大牌坊耸立在村口。 牌坊对面是由

李渔牵头建造的 “且停亭”， 也是

中国十大著名凉亭之一， 其石柱上

的楹联为李渔手迹。 专家学者们在

此感受敬茶礼， 品味李渔家茶， 欣

赏领略文物古迹与文化韵味融合之

美。 穿过整齐洁净的通村林荫大

道， 进入村庄， 李渔像映入眼帘，

右手紧握文卷， 左手抚撑按带， 眉

宇间隐露思情， 整个塑像的形态体

态栩栩如生。

在李渔祖居， 国家一级演员许

永芳扮成李渔， 兰溪婺剧团的演员

们还原了李渔家班当年的排练场

景， 一招一式的台下功夫颇有些当

年模样， 引得来宾们争相与之合影

留念。 中国文联副主席董伟看得很

是入神， 他说： “我在这里感受到

戏曲被保护发展得很好， 我们应该

把继承和弘扬李渔传统文化的精神

延续下去， 同时结合新时代人民的

生活需要不断创新发展， 做到薪火

相传、 生生不息。”

在李渔文化广场， 烫画、 剪

纸、 竹编、 面塑、 孔明锁、 无骨花

灯制作等兰溪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

展示技艺， 国家级非遗项目兰溪摊

簧原创曲目 《李渔治水》、 少儿戏

曲表演让专家学者和众多村民一饱

眼福。 现场还举行了李渔文化园项

目启动仪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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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水肥一体化？

番茄的适宜种植期是什么时候？”

昨天上午， 在兰溪市孟塘果蔬专业

合作社的农民田间学校， 2018 年全

市新型职业农民 (蔬菜种植技术人

员) 培训开讲， 蔬菜种植大户汪建

福领到一张新型职业农民试卷， 现

场答起了题， “种了几十年蔬菜，

还真有很多知识不知道， 多亏了这

次学习。” 随后， 90 名学员还奔赴

田头实地学习病虫害防治知识。

“农民田间学校” 是以农民为

中心， 以田间为课堂的教学模式，

参加学习的学员均为农民， 由专业

的农业技术员担任辅导员， 在作物

全生育期的田间地头开展培训。 位

于孟塘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农民田间

学校， 成立于 2016 年， 为全省首

批农民田间学校。 该合作社负责人

胡柏良介绍， 如今， 合作社拥有无

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1300 亩， 辐射

面积 5000 多亩， 农民田间学校的

运行， 让合作社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的 “高地”。

当天， 省农科院专家王汉荣为

全市 90 多名蔬菜种植技术人员授

课， 并深入种植基地实地教学。 此

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将持续至 12

月 13 日， 除在农民田间学校上理

论课外， 菜农们还将分批赴山东，

实地学习章丘、 寿光、 泰安等地的

蔬菜生产营销经验。

“目前， 兰溪有蔬菜种植面积

11.2 万亩。 多年来， 种植人员系统

化专业化水平偏低、 蔬菜种植品种

单一、 精品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成

为制约市场竞争力提升的瓶颈。”

兰溪市农林局人事科教科负责人邵

庭介绍， 类似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今年已非首次， 其目的是推动特色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是兰溪

《乡村振兴五年行动计划》 中 “五

大振兴” 之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内

容。 目前， 兰溪已建设省级农民田

间学校三家， 均设于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 专业涉及粮食、 水果、

蔬菜等领域。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 兰

溪着力强化课程体系建设， 广泛开

展调研， 详细制定农民田间学校培

训计划， 定期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课程。 市农林局持续深化与省农

科院合作， 实行联合培训、 共享资

源、 共建基地， 为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提供师资保障， 同时抓田间辅

导， 改理论课堂为主的封闭教学为

以田间课堂为主的实战培训， 突出

培训实用性； 抓产业大户， 培养一

批 “长于经营、 精于管理、 勇于创

业、 带头致富” 的复合型人才， 切

实增强 “造血” 功能， 形成了人

才、 土地、 资金、 产业汇聚的良性

循环， 切实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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