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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陶行知诞辰131周年媒体联合采访在黄山举行

重走行知路 再续山海约

万
象

果园丰收采摘忙连 云 港

浙
江
嵊
州
启
动
绿
色
共
富
项
目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科
学
核
算
﹃
身
价
﹄
森
林
资
源
﹃
变
现
﹄

“田头冰箱”为时令货锁鲜增值
海门探索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试点

共赴千年古镇
汉服之约

“我家种的毛豆刚采摘时卖2块5毛一

斤，来不及卖，水分一蒸发，只能五六毛一斤

处理掉。有了冷库再不担心，品质价格和新

鲜时一样俏。”又到了丰收季，海门的“田头

冰箱”让果蔬种植户吃上了定心丸。毛豆种

植户们说，冷库让他们“从‘卖一季’到‘卖四

季’，农产品保鲜增值销更远。”

海门是蔬果主产区，全区果蔬播种面

积62万亩，年产量达122万吨。往年，受采

收周期和储存方式影响，许多蔬果因囤积

不当腐烂变质，价格也大打折扣，蔬果出村

进城道路坎坷。去年7月，海门以开展全国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点为契

机，依托已经建立的果蔬生产、加工、销售

标准化体系，立足现有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的实际需求，开建20个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项目，并由17个村集体和3

个示范家庭农场主导实施。

三厂街道中兴村有驻扎十多年的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常年种植草莓、葡萄、黄桃

等，还有20多家果蔬种植大户，以种植茄

子、黄瓜、莴苣等为生，同时周边厂西村、孝

威村、厂南村的农户对冷库有较大需求。

建设冷库，土地是“第一关”。去年8月，

三厂街道在金盛庄园专门划出一块农业用

地，周边4个村的冷库便建到了一起。冷库

共建共经营有效避免零散布局多占土地、重

复配套浪费投资，还能吸引大型农企前来投

资，使得收益变得更稳定。目前，这4座冷库

均已完工，即将交付至运营商手中，预计各

村每年能获利20万元，且每3年增长10%。

同时为了推动本地蔬果跨地域流通，

增强农产品在沪苏浙等地的市场竞争力，

海门完成了一个10万立方米的区域性农

产品冷藏保鲜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正在推

进一个3万立方米的区域性果品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

“冬草莓一直要采收到开春以后，冷库

非常适合草莓的保鲜冷藏，这样既不影响

口感，还能让我们的流通损耗降低10%左

右。”拿到租赁协议的一家草莓种植基地

负责人介绍，“现在反季节消费也很流行，

运用冷库进行择期错季销售，能提高我们

的市场议价能力。”

去年以来，海门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超过6800万元，共新增冷库总容积66550

立方米，新增库容量1.5万吨，年可解决2万

至3万亩地种植的约10万吨蔬菜水果产地

冷藏保鲜问题，年可增加产值1.6亿元，增

加农民收入3200万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俞苏华 俞新美

身着汉服的女子翩跹而过、孩童欢快奔

跑，肩披铠甲的小伙策马驰骋……11月，第

十届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将在浙江嘉善西

塘古镇开幕，届时，来自各地的传统文化爱

好者与游客们将齐聚西塘，共襄汉服文化盛

会，共赏古镇人文风光。

汉服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几千年来，汉

服一脉相承，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外在

体现。

令人震撼的朝代嘉年华方阵、诗情画意

的花车巡游、壮观恢宏的马队出场、精美绝

伦的婚礼方阵、Q萌无比的人偶……西塘汉

服文化周已连续举办九年，发展成了全国最

具影响力的礼乐文化与汉服盛事，让更多人

对传统的汉服文化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入的

了解，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其中。

今年11月，第十届西塘汉服文化周将

开幕，各种形式的汉服展示、活动将陆续开

展。粉墙黛瓦之中，广袖飘飘；小桥流水之

间，衣袂摇摇，传承了千年的华夏民族服饰

之美，将在小桥流水的古镇呈现出独特的韵

味，不妨去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汉服之约。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近日，绍兴嵊州市绿

色共富项目（一期）启动。

现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嵊州市支行向嵊州市交投

集团授信9.5亿元。据了

解，这是农发行在浙江省

的第一单GEP（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贷款。

“真想不到，‘家门

口’的这片森林竟然这么

值钱！”嵊州市贵门乡贵

门村村民过大江说道。

不久前，当地村民时常看

到有人“抱团”来到乡里

“扎”进森林忙活。当时，

大家还对“GEP”这个词

感到陌生，而在得知贵门

乡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为37.74亿元的核算结

果后，大家豁然开朗。

GEP是指一个地区的

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所有最

终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

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

产品价值和文化服务产

品价值。通过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企业参与的形

式，嵊州市交投集团完成

了对贵门乡森林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工作，

为当地的绿水青山测算

出了不菲的“身价”。

“项目助力财政和村

集体经济增收，让我们能

够更好地守护家乡的‘绿

色宝藏’。”贵门乡人大主

席郑永全介绍，贵门乡森林面积20余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文旅资源丰

富，但是不少景点交通闭塞，发展旅游业

备感艰难，“如今有了资金和惠民工程的

支持，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了。”

目前，贵门乡已经申报各类项目100余

个，包括打造生态停车场、增设观景平台、

修复古道、拓展游览步道等。

在当地，绿水青山成功“转化”，打通

了一条绿色共富、多方“共赢”之路。据嵊

州市交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第

一笔GEP贷款资金已经到账。除了帮助

贵门乡打通“断头路”，这些资金还将用

于林相改造、发展林下经济、茶园更新等

方面，有效提高当地的“造血”功能，提升

文化旅游吸引力。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连日来，位于

连云港市朝阳街道韩李村满山的山楂、

石榴、柿子等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果农

趁着晴好天气在果园中忙着采摘。近年

来，韩李村借助村集体的特色资源，大力

发展果树种植、采摘、农家乐等富民产

业，带来村集体经济增长和群众收入增

收的双重效益。 王春 摄影报道

千秋孔子，百年行知。10月18日，是陶

行知先生的诞辰，“重走行知路 ·行知在屯

溪”——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31周年媒体

联合采访采风活动日前在安徽黄山举办，重

走陶行知在黄山屯溪区的办学线路，见证陶

行知教育思想在徽州大地的薪火相传。

传承基因
作为从徽州走出来的教育大家，陶行

知一生创办了新安小学、安徽公学、晓庄师

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学校，为中国

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作出了开

创性贡献。他创立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理论和“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思

想昭示世人、启蒙民众。

举办启动仪式的屯溪第二中学，前身是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安徽中学，1937年抗

战爆发后，该校被迫迁至屯溪办学，设立“徽

州分校”，由陶行知的同乡好友姚文采担任

校长。得屯溪茶业公会、茶商吴俊德及社会

贤达慨然襄助，校本部和高中部设阳湖“茶

商崇正学堂”，后改名为屯溪二中。

屯溪二中传承陶行知的教育基因，是黄

山市唯一公办特色高中。“作为教育人，将秉

承先生教育思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以为国为民的理念，特色兴校，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一所皖南

特色名校。”屯溪二中校长洪新华表示。

沪黄联动
“黄山是曾祖父陶行知先生的出生地，

是他的第一故乡，是他立下志向的地方，更

是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确立的地方。作为

陶行知先生的曾孙，看到家乡仍在传播‘火

种’，令我倍感自豪和向往。”陶行知曾孙、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陶侃通过一段

视频送上祝福，并向屯溪二中赠送由他撰

写的《我的曾祖父陶行知》一书，以表达行

知后人对家乡的“山海情深”。

上海，被称为陶行知的“第二故乡”。

陶行知更是和宝山有着不解之缘。1914

年，陶行知从吴淞码头东渡大洋彼岸求学，

回国后又在宝山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践

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作为陶行知的后人，陶家已经有四代

人躬耕于宝山教育。自2007年从师范大学

毕业后，陶侃在宝山从教十余年，现任上海

市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纪念馆不仅是为

了缅怀和纪念，更重要的是传播先生的教

育思想，注重培育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挖

掘陶氏家风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山海之约
去年，在黄山市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周年大会上，新民晚报、上海宝山融媒、

黄山日报、黄山广电台共同签约“长三角行

知红色研学联盟”，开启了“山海之约行知

路”沪黄媒体联合采风活动，打造“山海之

约”新典范。

今年，采风团继续沿着陶行知的足迹，

分赴柏山学校、老街还淳巷、隆阜炎培职业

学校和中共黄山市委党校崇正学堂等地。

在崇正学堂，大堂木柱上挂有启迪后人修

身治世哲理的泥金木槛联，既增添了书香

气氛，也昭示了办学宗旨。

黄山广电台记者汪娜说，自己的家与

陶行知的家乡黄潭源村相邻，从小耳濡目

染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上幼儿园时就

会唱《手脑相长歌》。“‘重走行知路’昨天

走，今天走，明天还要走。既要走黄山，还

要走出黄山，走到先生创办晓庄学校的南

京、育才学校的重庆和山海工学团的上海

宝山等地，让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传播也‘爱

满天下’。”

特约记者 程向阳 本报记者 吕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