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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商城，在福田街道白岸头
村，“雅荷农业”流转的两千余亩高产
农田里，玉米、甘蔗等农作物长势喜
人，其它田里一片油绿。“这段时间雨
水充足、湿度高，农作物生长速度很
快。”说话的是90后新农人骆遥，他指
着一块绿油油的小苗地向记者介绍，
这是一块5亩大小的试验田，栽种的
是水果玉米“糯玉181”，由浙江农林
大学赵光武博士团队培育。

“这些玉米种子2月份刚种下，
已经有五六厘米高了。”骆遥说，
2019年从事农业种植以来，陆续从
福田街道及廿三里街道流转了
2000余亩农业标准地，开始种植水
稻、甘蔗、玉米、枣树等农作物，相关
农产品深加工销售破千万元。

甘蔗、水稻、大枣是义乌常见

农作物，经济效益比较平稳。每每
望着千余亩农田，骆遥时常思考，
如何把农田种植作物的效益最大
化和产品差异化。

“我们不断进行市场调研，香甜
可口的水果玉米进入视线，不仅市
场反馈比较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
很客观。”骆遥说，随着对水果玉米
种植技术深入了解，他反而心里没
了底。原来，水果玉米的种子一斤要
600 元至 800 元，且玉米产量也不
高，如果没有技术支持，很难保证出
苗率和长势。

“企业有所需，我们就要有所
为。”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说，了解相
关情况后，积极帮助“雅荷农业”对
接浙江农林大学赵光武博士团队，
很快，水果玉米的种植难点、堵点问

题迎刃而解。随后，“雅荷农业”博士创
新站也与去年7月获批建站。

据介绍，赵光武博士主要从事种
子科学与遗传育种研究工作，近5 年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子课题等各类科研课题 10 余
项。双方就玉米新品种培育、引进及栽
培技术研究；水稻新品种培育、引进及
栽培技术研究；玉米和水稻配套栽培
技术的示范应用；特色玉米食品的开
发等方面达成合作。

随后，赵光武博士团队不定期来
义乌，一头扎进千余亩农田忙活，对土
壤进行了分析，对种植进行规划，并推
选适合义乌土质种植的水果玉米品种
——雪甜 7401、金银 208、BM800。骆
遥立马购入一批水果玉米种子，并在
试验田开始试种，目前出苗率达到
95%以上，随后开始规模化种植，当年
就连片种植100余亩水果玉米。

种子从育苗到移栽，赵光武博士
团队全程参与，有时候一待就是三五
天，这让骆遥十分感动。

“在水果玉米的种植密度、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治等环节，赵光武博士
团队提供很多技术支持，让我少走不
少弯路。同时还进行了差异化种植的
对比试验，通过数据化统计，以及对
比分析形成相关研究材料用于指导
下一轮种植。”骆遥说，第一年规模化
种植就取得不错的效果，水果玉米上
市后，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一季销
售额达50万元。

今年，骆遥根据赵光武博士团队
的建议，开始试种科糯8号、2号和糯
玉181三个新品种，目前玉米苗长势
喜人。“今年还会对鲜食玉米的保鲜
加工进行研究，提高玉米的存放时
间。”骆遥说，还会针对各个玉米品种
不一样的数据指标开发对应的特色
玉米食品。

眼下，商城雨水连绵，非常适合
玉米生长，但杂草同样长得飞快。

“这个季节的草是拔不完的。”骆遥
站在试验田说，雨过天晴，期待今年
有个好收成。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科技赋能 玉米种植成“香饽饽”
——“雅荷农业”博士创新站工作侧记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本报讯 5月17日，省民政厅发
出《关于安全有序解除“一老一小”服
务机构封闭管理的通知》，明确养老
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县（市、区）7
天内社会面无新增本土病例的，可解
除封闭管理。昨日，我市“一老一小”
服务机构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也开始恢复人员进出和探视。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养
老服务机构及市儿童福利院，各大机
构在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的同时，均已有序解除封闭管理。

得到养老机构解除封闭管理的
消息，家住稠城街道的吴先生一大早
就来到义乌市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
心，为90岁的岳母陈奶奶办理入住
手续。“我的父母都住在怡乐新村，岳
母一起住进来更有伴啦！”吴先生说，

综合各方面因素，岳母主动提出要入
住怡乐新村。收到解封消息后，一家
人马上陪老人过来办理入住手续。

在市儿童福利院，14名学龄儿
童在特教老师的守护下，一边做身
体康复，一边学习特教课程。市儿童
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暂不接
待外界人员入院探视，院内的工作
人员持 48 小时内核酸证明出入机
构，该院也正在加紧给走读就学儿
童与其他儿童实行分区管理，做到
解封不解防，防疫不松懈。

据了解，从5月17日起，养老机
构在控制人员数量的前提下，老年
人家属经预约可以探视老年人。家
属进入养老院，需有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测体温、查行程、全
程戴口罩。养老机构设置探视室，按
指定路线引导家属探视，并每天对
探视室进行消毒。在院老人、工作人

员非必要不外出，外出时严格办理相
关手续，承诺不去人员密集场所，返院
时必须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并报告外出路线。乡镇（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正常开放，老年食堂打
饭要保持间隔、错时进行，减少堂食。

我市我市““一老一小一老一小””服务机构服务机构：：

有序解除封闭管理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当前，我市正在加紧构建“15
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截至5月16
日，全市部署 272 个常态化核酸采
样服务点，当天这些采样服务点的
医疗废物收运量达1000余箱。这些
常态化核酸采样点点多、面广且量
大，“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的医
疗废物如何安全做到日产日清？

5 月 16 日，是我市实行进入公
共场所需出示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
证明的首日，在158文创园，前往该
处常态化核酸采样点的群众络绎不
绝。据介绍，该处采样点上午、下午

固定时间开放，日均采样1000余人
次，最高峰一天采样 1500 人次，一
天下来要产生5大箱的医废。

“一般来说，常态化核酸采样服
务点的医疗废物主要包括医务人员
和现场维护秩序工作人员的防护
服、手套、口罩以及采样所产生的咽
拭子，现场产生的医疗废物会先投
放到套有黄色垃圾袋的医疗废物专
用垃圾桶里。”158文创园采样点点
位长陈津茂指着采样台附近的医疗
废物暂存区告诉记者，医务人员会
按照医疗废物收集规范进行封扎、
套袋，喷洒消毒后放入医疗废物转
运箱内，结束一天的采样工作后，由

镇街安排专用的中转车将封装过的医
疗废物送至街道设置的医疗废物中转
暂存点，最后安排有资质的第三方处
置单位每天定时转运、处置。医疗废物
中转暂存点清空后，专管人员会对暂
存点地面、物表进行消毒。

当天，记者实地走访稠城街道、
江东街道、北苑街道、大陈镇等镇街
了解到，每个核酸采样服务点附近设
置了医疗废物暂存区，各镇街也均已
在本辖区范围内设置专门的医疗废
物中转暂存点，第三方处置单位每天
定时到中暂存点进行转运，统一处
置。“我局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对
各核酸采样点的涉疫医废处置工作

进行现场指导，重点检查了医疗废物
贮存场所，针对部分暂存点台账登记、
转移记录还不完善的情况，现场指导
完成整改”义乌生态环境分局土固中
心主任楼燕燕说。

针对全市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我
市也建立了三级监管体系，由卫健局
负责指导医疗废物的收集、封装、消杀
等工作，各属地镇街负责核酸采样服
务点医疗废物的归集、暂存、中转等工
作，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医疗废物处置
过程中的监督管理，通过医疗废物处
置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的落实，确保全
市医疗废物做到应收尽收、应转尽转、
日产日清。

““15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

涉疫医废如何日产日清？

“老师，这是禁止游泳标
志。”“这是我画的防溺水宣传
画……”近日，在绣湖幼儿园大
厅里放置了各班幼儿与老师们
一起制作的防溺水宣传展板，
不时有孩子驻足讨论。

为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意

识，绣湖幼儿园以“珍爱生命，
远离溺水”为主题，通过国旗下
讲话、观看防溺水视频，情景表
演、防溺水儿歌、防溺水手势舞
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帮助孩子
了解防溺水知识。

通讯员 何双燕 摄

预防溺水 安全“童”行

家属家属（（左一左一））在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右一右一））指引下陪老人散步指引下陪老人散步。。

骆遥参加市科协组织的博士创新站相关会议。

▢ 通 讯 员 贾蓝蓝
全媒体记者 王 婷

本报讯“您好，根据工作
安排，我们要对您企业生产的
化妆品开展计量监督抽检。”5
月19日，在义亭一家化妆品生
产企业，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抽取了企业生产的唇膏、眼
影等定量包装商品，后续将送
至专业检测机构对其净含量是
否合规进行检验。

2.8 克的唇膏、5 公里的计
价里程、80抽的抽纸、500度的
眼镜……我们衣、食、住、行、
用、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离不开计量。近年来，市场监
管局持续深化民生计量专项行
动，严查计量违法行为，守护好
计量这根民生“标尺”。

唇膏、抽纸属于定量包装
商品。法律法规规定，定量包装
商品的外包装上应在显著位置
正确、清晰地标注净含量。市场
监管局重点对定量包装商品实
际含量与净含量是否相符开展
检查。“2021 年，我们对米、面
粉、小食品、茶叶、洗护用品等
定量包装商品 22 家生产企业
的 34 个批次产品开展双随机

检查。”市市场监管局标准计量
与科技评管科工作人员介绍，
发现净含量不合格 4 个批次，
对两家生产企业进行立案处
罚，并对不合格产品再次组织
抽样检验，确保企业整改到位。

市市场监管局以集贸市
场、商场超市、加油站、眼镜制配
场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为重点，
开展计量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计
量器具是否存在使用超期未检
或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的计量
器具，是否存在破坏计量器具准
确度、私自改装等违法违规行
为。2021年共检查各类计量器具
1200余台，查处不合格计量器具
30台，立案查处违法行为16起。

计量不仅与我们的生活密
切相关，也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和
进步。市市场监管局还牵头推进
居民生活领域碳达峰工作，联合
供能企业探讨能源供给发展与
碳达峰的平衡点。为“耗能大户”
企业开展能源计量管理培训，推
进能源计量在促进节能减排和
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5 月 20 日是世界计量日，
让我们一起关注计量，共同维
护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社会共
治的市场计量环境。

“小计量”保障“大民生”
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民生计量专项行动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仪器设备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仪器设备

（上接第一版）
壮大集体经济促增收。2021 年，

全市实施村集体增收项目 128 个，全
市 442 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
到 20 万元以上；大力推进精品线带
富工程，国企镇街结对实施美丽乡村
精品线建设项目 30 个并实现 280 公
里串联，完成有效投资1.2亿元，辐射
带动全域乡村；全市休闲农业旅游
371万人次，总收入1.84亿元；全市人
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7.7万元，连续
多年全国第一。

攻坚项目建设强保障。快速推进
双江湖、植物园、铁路枢纽等标志性项
目建设，形成“两环一纵两横”城市快
速路网，66 公里绕城高速全线贯通、
免费通行，并把免费政策扩展至浦江、

金东，拓展都市区整体框架。高标准打
造下车门、鸡鸣山、宾王等省级未来社
区试点项目，鸡鸣山未来社区获批全
省社区场景运营“最佳实践”优秀案
例。加快建设缸窑、陇头朱、分水塘等
一批未来乡村，缸窑村入选全省第一
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全面推进越
阳小区、赵宅小区、东洲花园等8个老
旧小区改造。

提质公共服务惠民生。推进教
育倍增计划，实施两轮幼儿园“百园
工程”。2021 年，全市建成中小学、幼
儿园 41 所，两年内将实现标准化幼
儿园村（居）全覆盖。全市 14 个基层
卫生院区均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

“社区医院”基本标准，在全省率先
实现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卫生镇“满

堂红”。常态化开展“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清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 11400 元，共同富裕美好
生活真实可感。

丰富精神文化亮底色。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国家级试点，实
现农村文化礼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全覆盖，成功创建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
近 8000 场，提升优质文化供给。打造
一批优质城市文化地标，投资 24 亿元
的义乌大剧院已开工建设，义乌图书
馆、文化馆、非遗馆、博物馆、美术馆
等项目相继建成。弘扬“真理的味道
有点甜”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挖掘以

“万年桥头遗址”历史文化，丰富“义
乌上河图”为内涵的商贸文化，让群

众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滋养幸福感、
提振精气神。

2022 年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一
周年，义乌立柱架梁、夯基垒台，谋定了
共同富裕“1235+X”工作框架，绘制“一
张架构图”，制定“两大方案”，梳理“三张
清单”，靶向“五大改革”，探索“X项子改
革”，通过塑造变革、创新突破，努力打造
一批具有义乌辨识度、可推广可复制的
标志性成果。

共同富裕初心不改，逐梦扬帆感恩
奋进。共同富裕我们“不落下一个”，义乌
牢记嘱托，扛起使命，毅勇前行，争当浙
江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最佳实践地，努
力蹚出具有义乌辨识度的共同富裕新路
子，为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义
乌经验、义乌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