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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近日，在云山街道余店村，该村党
支部书记、主任赵毓明正带着村里的干部，对
村民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赵毓明告诉
记者，每个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村里都会选
一天进行垃圾分类检查，并根据分类的准确程
度进行打分考核。

据了解，从去年初开始，该村积极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并设立“红黄榜”，表彰先进、督促
后进，取得了较好成效。

“垃圾分类准确的得三分，不准确但是已经
分类的得两分，不投放的得零分，不分类的负一
分。”赵毓明告诉记者，为更好地调动村民积极
性，该村还采用奖励制，对垃圾分类做得好的村
民，现场奖励肥皂、纸巾等生活用品。

该村村民许桂兰表示，自从村里设置了垃
圾分类“红黄榜”，自己一家在垃圾分类上下了
不少功夫。“别人分得好你分不好，到时候榜单
出来自己也觉得丢脸，所以肯定要好好分类。”
许桂兰说。

近两年，经过常态化宣传和考核，该村村
民已基本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可以
说，垃圾分类已经成了余店村的新时尚。

云山街道余店村
垃圾分类氛围浓
记者 徐桢瑾 郑 露

导报讯 垃圾是怎么分类的？“四色垃圾桶”
该如何使用？可回收垃圾能产生哪些用途？
日前，在黄店镇开展的夏令营里，不少同学及其
家长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学习
课”。课堂上，他们从垃圾分类的源头入手，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在“垃圾分类知识大课堂”上，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黄店中队执法队员化身老师，详细介绍
了目前兰溪垃圾分类的基本情况及分类知识，
并组织同学们参与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在随后的手工劳动中，同学们纷纷拿出从
家中带来的废弃垃圾，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动手
能力，与家长一起将垃圾变成各式各样的展
品。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垃圾转眼变废为宝，焕
发新生。

“阿姨，您用完的化妆品玻璃瓶不是可回
收垃圾，是有害垃圾哦！”当天下午，在该镇黄
店村，同学们当起了垃圾分类宣传员，挨家挨
户查看村民的垃圾分类情况，一一纠正投放错
位的垃圾，并向村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点。村
民黄阿姨说，看到孩子们这么热情，今后一定
要做好垃圾分类，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

记者 姜一峰 通讯员 潘 敏 项 丹

黄店“垃圾分类课堂”
成学生夏令营新“网红”

近日，柏社乡纪委联合水利线和工作
片深入部分村，就暑期防范中小学生溺水
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截至目前，该乡共排查重点水域
100多处，设立警示标识牌128块，分发
防溺水宣传单3000余份。

记者 徐桢瑾 通讯员 傅建晗 摄

下沉监督防溺水

导报讯 小暑过、金蝉鸣，又到了
晚稻插苗期，田间地头生机旺。游埠
镇下王村种粮大户王志华今年的种植
方式与往年有所不同，他开始尝试“水
稻+虾”的农业转型升级模式。

稻虾种养是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
殖有机结合，实现一稻一虾、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王志华告诉记者，稻田
为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和栖息地，养
出的小龙虾个大味美销路好。同时，
小龙虾吃掉了稻田里的害虫，粪便和
残饵又为稻田增肥，稻谷品质高且无
公害，两者互依互补，形成了生态立体
种养、稻虾双增效益、农户收入增加的

“三赢”局面。
今年以来，下王村利用丰富的水产

养殖优势，积极实践“稻虾共养”。种粮大

户王志华为当好农业增收领头人，带头
划出70亩水田用于摸索这一种养模式。

由于渐入高温期，天气、温度变化给
养殖管理和投放喂养带来难题。王志华
早规划，提前为小龙虾“修房子”，减少它
体力消耗，降低自然死亡率。高温解决
了，夏季雷雨多发又成了难题，王志华又
常备增氧剂，应对不时之需。同时，根据
高温期小龙虾集中活动习性，通过稻田
环沟内情况判断龙小虾密度，灵活掌握
喂养次数和数量。王志华说：“我乐意把
经验告诉别人，大家只有相互交流，才能
共同进步。”

“‘稻虾共养’是兰溪市农业局今
年的农业补助项目，预计每亩‘稻虾共
养田’可新增效益1000元左右。”站在
田埂上，王志华信心满满，“目前，我们
要做的就是学透两稻两虾技术，通过

‘卖早虾、卖大虾’进行盈利，有了政府

的支持，明年一定会更好。”
王志华告诉记者，他心中有个蓝

图，除了对小龙虾产业进行深加工之
外，还要发挥产业优势，建立小龙虾垂
钓中心。同时，打造无公害大米品牌，
进行市场推广，以此帮助大伙实现家
门口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稻+虾’，等于绿色农业。”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类新型
综合种养系统，更加注重高效生态，不
仅有效提高了水稻种植的亩均效益，
还契合当下推进农药化肥减量、促进
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兰溪高度重视农业绿色
发展，不断探索以生态农业促农民增
收的发展思路，增加群众收益。同时，
结合大美兰溪规划，搭配市域内丰富
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形成完整产业
链，打造美丽乡村样本。

多种模式焕生机 生态致富两相宜

记者 蒋宇欣 通讯员 方天宝

兰溪探索“稻虾共养”绿色种养模式

导报讯 连日来，兰溪早稻陆续成
熟，种粮大户们趁着好天气，纷纷开始
抢收早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时令不等人。在水亭乡种粮大户
赵永凤的稻田里，记者看到，收割机往
来穿梭，谷浪翻滚，机声隆隆。仅仅几
分钟，满载而归的收割机就把脱粒的
稻谷卸到农用车上，为抢收赢得时
间。“全过程机械化运作省工省时省
力，为早稻丰收提供了保障。”赵永凤

介绍。
“虽然今年梅雨期较长，对稻谷有

一定影响，但由于前期基础打得好，种
植产量还是比较稳定的。”赵永凤说，
从7月30日开始采收，她种植的千亩
早稻预计到8月10日左右可以全部完
成收割。望着眼前收割过半的稻田，
赵永凤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早稻收
割完成后，种植其它作物也要排上日
程。”

除了赵永凤，兰溪其他种粮大户
也都陆续开始收割早稻。今年以来，

为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兰溪市农业农村局多次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进行技术
指导，有力地保障早稻增产丰收，为农
户送上“定心丸”。

据悉，今年全市有早稻种植面积
约2万余亩，预计亩产360公斤左右，
总产量近800万公斤。接下来，市农
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将继续深入田间地
头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户做好“双
抢”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稳产丰收。

“米袋子”有着落 兰溪早稻迎来丰收季
记者 蒋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