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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代表视察我县
城区地下空间利用情况

本报讯（记者 郑月红 陈书窗）7月
10日下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县人
大代表视察我县城区地下空间利用情
况。

代表们一行先后来到城关中学地下
停车场、天马二小地下停车场进行实地
调研。大家边走边看，认真听取城区地
下空间利用及停车位增设等情况介绍，
详细了解我县部分地下空间利用情况、
存在问题等，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

代表们指出，地下空间是城市空间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战
略空间。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是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拓展城
市空间的重要途径，对提升我县城市功
能、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代表们建议，要充分认识开发利用
城市地下空间的重要性、迫切性，切实增
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建立
健全高效、协调、有力的管理体系和体制
机制，及时完善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相关规划和政策体系，做好地下空间后
续日常管理运营，切实发挥其民生保障
作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做好
项目规划设计，合理布局地下空间利用
及智能化水平，确保项目既利于当前，又
利于长远，全面提升我县地下空间开发
建设品质；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对城区地下空间设施维护管
理等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积极吸取
外地经验，推进实现城区地下空间管理
使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
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省级专家走基层
7月8日上午，“之江同心·浙里健康

红”大型医疗公益行动首站在县人民医
院启动，34位省级医疗专家耐心地为患
者把脉问诊，对患者提出的常见病、多
发病等健康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
答，并给出专业的治疗意见和康养建
议，获得了患者的点赞。

饶菊英 供稿

高温在持续 雨水在路上

正式入伏
注意防暑降温
本报讯（记者 江琪）7月11日，今年

的三伏大幕正式开启，这意味着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到了。三伏天有30天“普通版”
和40天“加长版”，今年是“加长版”三伏
天，7月11日入伏，8月19日出伏，这是自
2015年以来连续第9年三伏长达40天。

根据县气象台消息，本周我县将持续
高温少雨天气，多午后分散性阵雨雷雨，
周三到周五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可达37～39℃，周六、周日多云，午后到
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

具体天气为：周三晴到多云，午后局
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38℃，偏西风
2～3级。周四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
阵雨或雷雨，28～37℃，偏西风2～3级。
周五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
雨，29～38℃，偏西风2～3级。周六多
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
38℃，偏东风2～3级。周日多云，午后局
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7～36℃，偏东风
2～3级。

三伏天处于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
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出梅
入伏无缝衔接，大家要注意加强防暑措
施，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尽量避免在午后
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必须外出时要做好个
人防护，如使用太阳伞、防晒衣等，选择宽
松、轻薄的衣物，以帮助身体散热。同时，
可适当补充盐水，警惕热射病的发生。如
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前兆症状，及时转
移至阴凉通风处，快速降温；如严重中暑，
需及时拨打120就医。

“小菌菇”培育“大产业”
常山探索食用菌产业发展新路径

日前，国际食用菌育种与产业促进
研讨会在常山召开，来自7个国家和地
区的130余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谋
食用菌产业发展新路径。

常山是“中国食用菌之乡”，其中猴
头菇更是常山食用菌“拳头”产品。“食用
菌是常山‘三宝’之一，食用菌产业的振
兴发展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也是常山
共同富裕赶考路上的一道‘必答题’，意
义重大而深远。”常山县有关负责人表
示。

政策帮扶助力产业振兴
“常山食用菌发展历史悠久，特别是

猴头菇的生产，在整个业界当中是被认
可的。”世界食用菌生物学与产品学会主
席、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谭琦表示，
此次大会落地常山，对当地食用菌产业
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常山“三宝”之一的猴头菇，曾
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种植产业，栽培量一
度位居世界第一。近几年，全国食用菌
工厂化发展迅猛，产能相对过剩，对常规
食用菌栽培冲击较大，加上用工压力大、
农业设施土地受限等多种因素，使得常
山食用菌发展受到影响。

同为常山“三宝”的胡柚、油茶产业

发展得风生水起，猴头菇
却几经沉浮、不温不火，
如何破局？

近年来，常山县相继
出台了食用菌产业等相
关扶持政策，如《“常山三
宝”振兴发展行动计划的
通知》《常山食用菌产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的通知》，
在培育食用菌新品种、引
进企业入驻工业园区、鼓
励购置新设备等方面加
大扶持力度，推进了产业
发展，培育与壮大了一批

食用菌示范基地。
政府政策的帮扶为常山食用菌产业

振兴助力，同时企业不断研发新产品为
产业持续稳步发展增添了动能。

“山珍猴头，海味燕窝”。说起猴头
菇的价值，常山豪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毛荣良滔滔不绝。10多年前，毛
荣良从杭州回乡创业，创办常山县培元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主抓猴头菇、灵芝开
发生产。去年以来，基地年种植猴头菇
20余万棒，加上年产量达30万公斤的灵
芝菌，年产值580余万元，并带动周边村
民13人就业，年增收50余万元。

“我们有3条猴头菇深加工生产线，
一部分猴头菇走鲜品市场，另一部分进
行烘干分类、精深加工。”除了销售鲜菇，
毛荣良的团队还研发了猴头菇多糖固体
饮料﹙营养食品﹚、鲜菇软罐头、猴头菇速
成汤料包、猴头菇饺子、猴头菇年糕等猴
头菇全产业链深加工产品。

技术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如何进一步实现食用菌产业高质量

绿色发展？常山县不断探索新路径。
2015年起，常山承担多轮浙江省省级食
用菌技术团队项目，成功试验猴头菇液
体菌种生产、黑木耳刺孔养菌、菌棒提早

下田披遮阳网等高效栽培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起，常山县

农技人员大胆创新试验，自主繁育羊肚
菌菌种并在生产中试验应用，与从四川
规模化育种单位购买的菌种在产量、质
量上相近，每亩可节省菌种成本2000多
元。

2022年，常山在招贤镇鲁士村打造
菌光互补示范基地，助推浙江移和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菌光互补项目建设，解决
食用菌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80
亩菌光互补产业园主要实施周年化香菇
栽培，年栽培100万袋。同时，当地大力
推广“稻—菌”轮作羊肚菌高效栽培模
式，吸引更多投资。

目前，常山共有食用菌生产规模主
体30余家，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1家、市
级示范性家庭农场3家、省级示范性农
民专业合作社1家，深加工企业3家。猴
头菇产业链也不断扩大，当地已研发复
方猴头胶囊（颗粒）、猴头菇贡面、猴头菇
饼干、云片猴头（软罐头）、猴头菇超细
粉、猴头菇固体饮料、猴头菇益生菌、灵
芝破壁孢子粉等加工产品。

“我们规划到2025年底，全县食用
菌年栽培量4000万袋（瓶）以上，总产量
1万吨以上，争取走在全省前列。”常山县
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兴良介
绍，后续常山将重点培育打造工业园区
的食用菌深加工基地、浙西珍稀特色菌
园、菌光互补三产融合文旅综合体示范
基地、食药用菌生产示范基地、羊肚菌高
效栽培示范基地、黑木耳“稻—耳”轮作

“千斤粮万元钱”示范基地等6个浙西特
色示范基地，推动常山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

常山县培元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猴头菇培育基地

百年名校天马一小实施改扩建
本报讯（记者 陈书窗 见习记者 陈

静）7月10日，记者来到天马一小，看到
学校周边的商户已经腾空完毕。校园
内，施工人员正加速腾空办公用品，大型
机器也已经进场施工。“这两天正在拆除
门窗，预计10天内将把房子拆除完毕，
场地平整好，为后续施工争取更多时
间。”天马一小总务处主任陈志珍说。

据了解，天马一小是我县办学历史
最悠久的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721年的
定阳书院，距今已有 302 年的办学历
史。原天马一小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
米，难以满足新时代教学需求。今年，我
县启动天马一小改扩建工程，进一步完
善教育基础设施，助力我县教育水平提
档升级。学校改扩建之后，将极大改善

师生的教学、就学环境。
根据规划，天马一小改扩建项目

将于2025年 8月完成。其间，所有师
生将转移到城南小学学习。“学校建
成后可以容纳 24个班级，硬件条件也
能得到进一步改善，为孩子的成长提
供更好的条件。”天马一小党支部书记
李传法说。

[冲刺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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