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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9 日，临安区教育高质量

发展又添新助力，杭州学军中学临安学

校、杭州第十四中学天目高中学校挂

牌，设立 2 个名校长工作室、10 个名

师工作室，结对培养 40 名骨干青年教

师……一大波优质教育资源即将落户临

安，临安人的幸福获得感再度拉升。

“在教育上投再多的钱也不为过，

在教育上发多大的力也不为多。”临安

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最能体现临安

未来发展潜力，围绕提升优质教育这个

共同的目标，不断改革创新，临安区

委、区政府将用最大支持推动教育事业

提质发展。

这些年，临安一直将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位置，在当前“教育共富”和城西

科创大走廊基础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背

景下，进一步打响临安教育“择临优

学”品牌，临安用强有力的决心、行动

和诚意与学军中学、杭十四中、育才教

育集团围绕管理共进、教师培优、学生

培优、资源共享等 4 个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不遗余力推动教育事业提质发

展。

“此次合作办学，我们将以‘集团

办学、资源共享、深化改革、多维辐

射、互助互利’原则，通过集团化办学

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教育共同体建设模式，办好家门口的每

一所学校。”临安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上，临安中学加

盟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并挂牌“杭

州学军中学临安学校”，两所学校的合

作令人瞩目。

临安中学校长陈宏辉介绍，新的合

作在教学管理、共享学科教学资源等方

面有了更大动作。包括学军中学设立名

师工作室，两校的教研交流活动，如竞

赛共训、教学资源共享、选派老师跟岗

锻炼等将继续深化。

同时，天目高中加盟杭州第十四中

学教育集团，挂牌“杭州第十四中学天

目高中学校”，今后，杭十四中对天目

高中学校管理、教研引领、课程架构上

进行帮扶，在名师工作室的推动下，天

目高中的优秀教师将加入人才培养“快

车道”，进一步推动优秀师资队伍建设。

这些年，临安引进育才教育集团举

办青山湖科技城育才学校并投用招生，

育才教育集团全面托管青山初中、科技

城二小等学校，双方合作进展顺利。这

次，临安教育局与浙江锦绣育才教育科

技集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委托育才教

育集团管理杭州市临安区育才科技小学

（暂名）、杭州市临安区育才科技中学

（暂名），构建具有临安和育才特色的学

校文化，加大教师培训培养力度，输出

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基

础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

“既能就近入学，还能共享优质的

教育资源，也算是两全其美了。”在获

得合作办学的消息后，临安市民童先生

兴奋地表示，儿子小童在实验初中上初

三，眼下正是集中“火力”冲刺的关键

时期。和大部分家长一样，如何选择适

合孩子的高中成为童先生不得不做的

“选择题”。“现在无论是临安中学与杭

州学军中学的合作办学，还是杭州第十

四中学天目高中学校落地，对我们来

说，选择的空间更大了，这些年临安教

育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

据了解，原本不少家长有打算让孩

子到杭州主城区就读，现在随着合作办

学的落地、杭十四中青山湖学校即将投

入使用，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目标放在了

临安本地中学。

被聘为临安教育名誉总督学的“时

代楷模”、教育专家陈立群说，杭州名校

和临安合作办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安

教育深度融杭，好的师资力量进来临安、

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开起来了，是主城区

优质教育资源向临安的派驻，他相信，整

个临安教育今后定会有良性发展！

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要与各个名校牵头建立协商机制，将合

作办学各项举措实打实的落地，让名校

优质资源布局更优化，进一步打响“择

临优学”的品牌。

“择临优学”开启新篇章
一大波名校合作办学落地临安

杭州日报见习记者 彭云
本报见习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本周二上午，在临安区太湖

源镇现代农业园区附近，一辆辆载着新

鲜雷笋的电三轮从四面八方驶向位于园

区西北面的青云鲜笋产地仓。进场、卸

笋、计重、结算……不到五分钟，一车新

鲜的雷笋就变成了笋农手里的几张百元

大钞。

“老的交易市场就在太湖源镇政府

对面，进出只有一个通道，面积也只是现

在的一半，一到交易旺季，进场车辆直接

排到了门口的高后线上，拥堵严重。现在

搬到青云鲜笋产地仓，进出都不用排队

了，整个卖笋的流程很快。”笋农吴天鹏

对新建的青云鲜笋产地仓十分满意，以

前一天只能卖一趟笋的他，现在可以卖

两趟。

当天，吴天鹏早上 6点下地挖笋，上

午 9 点便将一车 200 多斤的雷笋如数

送来，按照当天 2.5 元 / 斤的收购价，卖

了 630 元。地里，还有一批刚装筐的雷

笋正等着他去拉。

在收笋摊位上，不仅有笋农、收笋户

们忙碌的身影，还有角落里直播的鲜笋

主播们。在一个不起眼的打包摊位上，

“三帽农村季”负责人童杰正在监测后台

数据，其聘请的主播则在一旁直播。开播

半小时，“三帽农村季”已收到 14 单雷

笋订单，获利 520 元。

童杰说：“我们主要通过抖音、微信

视频号等平台对雷笋进行线上直播销

售，每天直播时长约 8 小时，目前销量稳

定在 3000 斤 / 天左右。青云鲜笋产地

仓让我们有了更大的直播空间，能更好

地将直播区域和打包区域分开，工作起

来更便捷了。”童杰指着电脑屏幕上显示

的一单来自上海的订单说：“顾客现在下

的单，明天上午就能收到货。”

据介绍，青云鲜笋产地仓投资 2800

万元，占地 30 亩，房屋占地 7 亩。青云

鲜笋产地仓 2020 年年底动工，2021 年

年底投入使用，共有三个出入口，门面房

屋 99 间，冷链仓 9 间。“与几百米处的

旧交易市场相比，新建的青云鲜笋产地

仓交通通达、场地面积大、管理规范，还

增设了冷链仓。这样一来，运笋、收笋的

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太湖源镇村镇管理

办副主任岑鑫介绍道。

环顾青云鲜笋产地仓的另一端，一

批工人正进行边坡治理。该工作在美化

青云鲜笋产地仓的同时，也能确保整个

产地仓的安全性。岑鑫告诉记者：“目前，

整个产地仓的外部美化、数据显示屏等

完善措施还在规划中。整个青云鲜笋产

地仓约有 6 家收笋户现场直播销售，为

此我们将专门开辟一块场地用于电商直

播。”

据介绍，在电商的助力下，太湖源镇

的雷笋凭借高出肉率、鲜美味道、爽脆口

感，60%通过青云鲜笋产地仓，线上销往

江浙沪乃至北京、广州等全国各地。

“今年，太湖源镇雷笋种植总面积为

4.5 万亩，现在每天的出笋量在 100 万

斤左右。”太湖源镇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张

林说，出笋量稳定的同时，下一步考虑的

是如何继续做强雷笋全产业链。

以坐落在太湖源镇的杭州西马克食

品有限公司为例，每年可以吸收约

700—800万斤的雷笋加工量，其生产的

油焖笋、笋丝等深加工产品深受消费者

喜爱。此外，在三产方面，今年 2月太湖

源景区开发了“挖笋游”项目，从只能在

家“吃笋”到来太湖源“挖笋”，不仅提升

了消费者体验感，还对太湖源镇农旅融

合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太湖源镇正在申报浙江省绿

色资金转换项目，旨在将雷笋加工过程

中舍弃的部分做成有机肥料，减少化肥

的使用，确保雷笋无污染。此外，积极

打造“天目雷笋”产业大脑，深入实施

云基地、云中心、云销售、云溯源、云

培训等“五朵云”，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

“从纯粹的农业到深加工产品再到

农旅融合项目，我们结合低碳环保理念、

数字化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做强雷笋全

产业链，将有利于整个太湖源镇雷竹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张林说道。

收笋、储笋、卖笋一“仓”搞定

太湖源镇：小雷笋“长成”大产业

记者 朱林 通讯员 吴亚舟

本报讯 近日，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和科技部科技

人才与科学普及司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在 2022 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及重大示范活动中，积极参与、热情服务，表

现优异的单位和个人。我区受到表彰，并有 1名同志获得

先进个人。

2022 年 5 月，区科技局以“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为

主题，组织协调全区多个部门和镇街开展了科技活动周。

活动期间，区科技局围绕科技政策、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

亚运等 3个宣传重点，结合群众生产、生活中密切关注的

热点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科

技活动。面向科技型企业开展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农业技术培训等惠企培训

16场；联动各镇街、科技特派员和孵化器开展科技下乡、

科普进社区、科普助力“双减”等系列科普惠民活动 25

场；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积极推送碳达峰碳中和等新

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在全区营造了

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宣传效果良

好。

据悉，下一步，区科技局将继续探索科普新形式，向

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

科学精神，紧紧围绕杭州市“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

地”部署要求和临安“产业强区”战略导向，营造全社会创

新创业的氛围。

我区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中表现优异受表彰

记者 方远明

本报讯“改造后的农田整齐划一，肯定能提高种植

效率。”这几天，种粮大户薛国平很开心，时不时开车穿梭

在於潜镇谢家村的田间地头，密切关注着自家承包田里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进度。

薛国平承包的农田在於潜镇北部，主要集中在谢家

村、凌口村附近，沿着丰陵溪两岸蜿蜒延伸，有 1000 余

亩。去年，区农业农村局、於潜镇对薛国平承包的农田做

了评估，将这片农田列入了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的一部

分，今年 3 月初正式启动项目改造。改造前，整片农田沟

壑纵横，户与户之间棱角分明，机械作业效率较低。改造

后，调整田形、挖土筑坝，成片稻田连为一体，中间一条水

泥田埂就可以一贯到底，一块块“小田”变成了“大田”。

“连成片了管理就方便了，播种、收割等机器作业效率都

会提高。”

对于现在的承包田，薛国平是越看越顺眼。眼看着逐

渐成形的农田，薛国平早早地预定了种子，做好了稻种育

秧的计划安排。“按照两三斤种子一亩田的标准，我们准

备了 3000 多斤种子，光种子成本就将近 13 万了，育秧

和接下来的插秧等机械化作业，我打算交给於潜现代农

事服务中心。”他说。

为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如期进行，抢抓农田建设

“黄金期”，自今年开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於潜镇和施

工单位各方用力，投入 20 多台工程设备，全面推进谢家

村及周边 1000 余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工程。“於潜镇今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总面积有 124.7984 公顷，项目完成

后，将极大提升农田、水资源等利用效率，同时也能成就

於潜共富带建设上的靓丽风景，助推农文旅三产融合发

展。”於潜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粮田”连片成“良田”种粮大户乐开颜

杭州第十四中青山湖学校位于科技

城蒋阳、研里区块，占地 120 亩，办学规

模为48个班。
据了解，项目一标段的行政楼、专教

楼、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操场，二标

段的教师公寓、男生女生宿舍，都在加紧
施工。 记者 胡建强 摄

记者 宣晓云

本报讯 28 日，我区启动劳模工匠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暨“迎亚运、促共富”主题宣讲技术服务活

动。

活动现场，区总工会为 2023 年度劳模工匠宣讲和

技术服务队成员授旗。30名劳模工匠讲师、10支劳模技

术服务队整装待发，将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围绕为企业解难题、为职工办实事等目标，开展点单式服

务，把劳模工匠课程和技术免费送到基层工会。

“作为林业技术服务队的一员，我会深入一线了解农

民的需求，了解林业产业的需求，针对需求进一步开展技

术服务，通过线上指导、技术培训等帮助解决林业技术难

题。”杭州市劳模王安国表示。

据了解，劳模工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迎亚

运、促共富”主题宣讲技术服务活动，是推进工会搭好“连

心桥”，走好共富路的重要举措。活动正式启动以后，区总

工会将充分发挥劳模协会作用，广泛深入组织好各类服

务活动，努力在推进产业强区、亚运攻坚、共富建设中发

挥更大作用。

启动仪式上还表彰了“亚运年万马杯劳模拍劳模”摄

影大赛获奖者。

区总工会启动“迎亚运 促共富”
主题宣讲技术服务活动

党建领航·实干奋进
产业强区

杭州第十四中学青山湖学校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