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凤峰 区农业

农村局微融媒体中心 王桂学）“太

好了，这一笼足足有 30斤！”近日，随

着第一个虾笼里的蓝龙虾被全部倒

了出来，紧张了一夜的王大伯终于展

露了笑颜。

秋风送爽，正是收获好时节。在

塘栖镇塘北村稻虾综合种养区，一片

片金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把稻

秆压弯了腰；两旁横竖交织的塘坑

里，虾笼被慢慢拉起，一只只蓝龙虾

浮出水面……绘就出一幅稻香虾肥

的秋日丰收共富画卷。

蓝龙虾学名为红螯螯虾，每只重

量在一至两左右，出肉率约为同规格

小龙虾的 2倍，虾青素含量远高于其

它虾种。除了个头更大、肉质更饱满

外，成熟后的蓝龙虾体表还会呈现绚

丽的青蓝色，故被称为蓝龙虾。

今年，我区引进水稻+蓝龙虾综

合种养项目，由杭州星临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为农户提供培育种

苗、技术指导和回收帮销等服务，通

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农

户开展规模化稻虾生态养殖。杭州

星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高赛说，今年是稻田养殖蓝龙虾的第

一年，虾因稻而肥，稻因虾而贵，虾更

洁净、肉质更美味，大米饱满香甜、品

质更安全，即保护了生态，又增加了

收入。明年计划养殖面积扩大到

1000亩，按一亩稻田投放虾苗约2000
尾测算，出塘时大约能收获每亩100-
120斤左右的成虾，比单纯种稻亩均

可增加收入1500元左右。

“蓝龙虾为我区首次试养，在稻

田里养殖蓝龙虾更是一种生态种养

模式的新尝试。”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水稻+蓝龙虾综合种养，

水稻中的各类昆虫和浮游物可作为

蓝龙虾的食物，蓝龙虾的排泄物则为

水稻提供养分，进而实现“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稳粮增效、稻渔双赢”的综

合效益。

接下来，我区计划在稻田养殖蓝

龙虾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稻虾综

合种养面积，结合土地整治，对塘北

村1000亩稻田进行沟渠、塘坑等基础

设施改造，同时，发展“公司+农户”经

营模式，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蓝龙虾

养殖，从而实现稻虾双丰收，最终达

到稳粮增收的目标。明年 5月，塘北

村近千亩稻田将迎来蓝龙虾大批量

安家，逐步实现“稻虾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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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虾共生”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我区试点稻田养殖蓝龙虾每亩可增收1500元

做快乐的农场主体验沉浸式田园生活
杭海路城市田园“一亩田”等你来认养

加强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管理
我区开展专项中药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杨荣

通讯员 郑曼沁）为进一

步规范中药市场，加强中

药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

的监督管理，近日，区市场

监管局结合药品安全专项

整治暨打假治劣“药剑”行

动，找准中药领域问题靶

心，集中力量组织开展中

药专项整治。

据介绍，目前，我区共

有中药饮片生产企业 1
家、中药制剂生产企业 3
家，其中包含受托生产 1
家，具有中药饮片经营范

围的批发企业 20家，零售

中药饮片（中药配方）的药

店 67 家，使用单位 102
家。此次专项整治中，该

局对生产、批发环节采取

全覆盖飞行检查的方式，

对零售和使用单位则以

“双随机”方式进行检查，

同时结合集采药品专项、

处方药销售专项、疫情防

控、互联网药品经营等日

常监管工作，制定条目式

检查清单。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

共监督抽样中药 56批次，

其中生产环节抽样 18批

次。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化

妆品医疗器械监管科科长

庄蓓蓓表示，从检查结果

来看，全区中药质量总体

情况良好，购进渠道合法，

能够按相关质量标准检

验，配备有专业的检验人

员和设备，委托检验项目

都进行了备案，未发现外

购中药饮片半成品或成品

进行分包装或改换包装标

签等行为。但也发现存在

一些个性问题，如原辅料

品管理欠缺、验收养护人

员性状鉴别能力不足、生

产工艺不够细化、部分中

药饮片的养护不到位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我们严格落实生产环节整

改，邀请专家进行不定期、

不定次复查，建立‘发现问

题-落实整改-复查闭环’

工作机制。”庄蓓蓓说。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中

药质量安全，接下来，区市

场监管局将制定针对性的

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措施，

采取多种检查方式，做到

重大隐患早发现，突出问

题早纠治，督促中药依法

依规生产、经营、使用。

首批出笼的蓝龙虾全部达标

本报讯（乔司街道微融媒体中

心 徐佳琰 通讯员 曹觉珏）快节奏

的生活模式下，人们渴望得到片刻的

清闲，享受一下“采菊东篱下”的田园

生活。据了解，随着近日乔司街道杭

海路的“城市田园”基本建成，“一亩

田”田地认养项目也即将启动。届

时，市民可以在“城市田园”里认养农

作物，丰收后就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

植的粮食蔬菜啦。

在杭海路的“城市田园”里，一株

株水灵灵的蔬菜排列整齐，不同品种

划分在各个围栏里，拼凑成八卦图

样。正值秋季，白菜、萝卜、香菜等幼

苗初有长势。田地里，农民伯伯们正

忙着翻土、浇水、施肥。种植队队长

於阿虎告诉记者：“现在已种有大白

菜、长瓜、菠菜、莴笋等 20多个品种，

种植时间都是一季一季配好的，这个

月有些蔬菜就可以收割了，有些还要

等到明年。”

“城市田园”最美妙之处，就是人

们不必花心思寻找静谧的乡村，身处

城市也能尽享自然、农耕的美好。据

了解，杭海路“城市田园”后续将面向

全区家庭、企业、学校等各个层面，开

放“一亩田”田地认养项目，让市民们

摇身成为“农场主”。杭海路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民说：

“杭海路城市农田是打造省级未来社

区其中一个场景。整个田园总共有

150亩地，目前有 39亩作为‘一亩

田’计划的认领单元。”据了解，田

园配备专业的农业服务队，为种植

粮食蔬菜提供指导帮助，让人们在

喧嚣的城市中体验农耕的乐趣，获

得丰收的喜悦。

此外，“城市田园”将运用水肥一

体、物理杀虫、喷淋、地膜等新颖农业

物理技术，同时设置有关二十四节

气、品种介绍、农业科普等知识宣传

栏，让市民在体验蔬菜种植的同时学

习农业相关的知识。“通过这样的形

式，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们，

在这里体验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

这里还可以作为学校研学体验的基

地，增加乔司街道的文化内涵。”王海

民说。

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 “八卦田”初具规模

遗失公告
遗失杭州华力源纺织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今日临平》遗失、公告等办理地
址：临平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656号
区融媒体中心4楼403室

咨询热线：0571-89268093

《今日临平》分类 崇贤村骨灰存放室迁移通告
临平区崇贤街道崇贤村骨灰存放室老旧破损，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前期已对老崇贤、严家桥、哨虎港三处存放室

的骨灰盒、骨甏进行了搬迁。现计划对存放室内遗留的骨

灰盒、骨甏进行统一集中迁移。为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实施要求：
从 2022年 11月 7日至 11日，请各墓主亲属持有效证

件及时办理认领手续，并完成迁移。新墓地原则上指定为

安贤陵园百年居崇贤村存放区块。如在上述期限内无人

认领或逾期不迁的，将按无主坟的相关办法进行集中迁

移。

二、政策咨询：
电话：86271122
周一至周五08:30-11:30，13:30-16:30
特此通告。

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崇贤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11月1日

省外来临返临人员，请提前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可通过“入杭报

备”小程序进行申报，建议在抵临前24小时内完成报备，并配合落实相

应的疫情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进一

步提高防范意识，持续扫好场所码。

“入杭报备”二维码

区融媒体中心

让传世国宝“开口说话”
文化工程纪录片《盛世修典》开播引热议

本报讯 （记 者 田

朔）金秋十月，“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了解这项起于浙江、

成于浙江的国家级重大文

化工程。日前，由浙江广

电集团联合浙江大学精心

打造的三集文化工程纪录

片《盛世修典》在浙江卫视

播出，收货好评无数，在我

区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

响。

在塘栖镇三星村文

化礼堂内，村干部与群众

正在观看纪录片《盛世修

典》第一集《汇聚》。“给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 。

通过《女史箴图》《五牛图》

等绘画珍品背后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大系’团队

的默默付出，让我们非常

敬佩。如果有机会，我将

前往中国国家博物馆亲眼

目睹‘大系’风采。”村民曹

晓霞说。该片聚焦“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这一规模

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

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不仅全景式记录了海内外

绘画珍品的数字化汇聚过

程、揭秘国宝流传与失落

过程中的故事，更是以点

带面，生动讲述了中国绘

画史发展的文化脉络与精

神传承。“我的理解是，中

国艺术史解读要掌握在自

己的手里。这部纪录片制

作精良，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了起来了，增

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村

民姚晓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