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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6年传承与创新，“导师
帮带制”已经成为安吉党的建设、
干部培养方面的又一个响亮品
牌。随着内涵不断丰富、机制不断
创新，“导师”的主体和“帮带”的内
容，如今已不拘于人与人之间，凡
于发展有益者皆可。

董岭十万株黄精远嫁淮北，助
力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两地干部定
期互访、取长补短，在共同发展的
道路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学无先
后，达者为师”。这一过程中，“导
师”既在干部与干部之间、村与村
之间，“帮带”的内容，也从干部成
长延伸到了产业互促、事业共荣。

要有新内涵，这是在新时代传
承和发展“导师帮带制”的题中之
意。现在，“导师”的定义越来越

广，既有先富起来的村庄、在某个
领域有所擅长的个人，也有跨界传
授村庄经营理念的企业；“帮带”的
领域也越来越广，既有传统意义上
的“老带新”，也有年轻干部教老干
部用好数字化应用，让整个队伍都
跟得上数字化改革的步伐，甚至还
延伸到了各地之间产业振兴模式
复制等大课题的帮教。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小到
个人成长，大到事业发展，都需要
有“师者”。导师帮带在实践中的
应用和体现，制度、机制、形式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态度，要在全
社会形成善
于求教学习、
不吝倾囊相
授、乐于共同
进步的浓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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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近日，我县以安吉白茶开采为契
机，正式上线运行全省首个地市级“浙
农码”应用—安吉白茶“浙农码”。

据介绍，“浙农码”是农业生产主
体、农产品、各生产要素、乡村管理的
大数据集成平台，并为“三农”服务要
素建立统一的数字身份，将不同农业
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统一和归集，
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分析应用，

并有效指导产业发展和管理。
作为首批上线的茶企，安吉宋

茗白茶有限公司成了切实的受益
者。“一个二维码里囊括了产品的‘前
世今生’，从茶园到车间，每一道工序
都清晰可见。”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卓超说，消费者只要手机
扫一扫茶叶包装上的“浙农码”标识，
就可以看到产品信息，品质追溯信
息，基地信息，智能监测信息，实现品
牌和展示信息的可控管理，追溯每件

产品的生产过程信息。
“浙农 码 ”上 线 不 仅 实 现 了

“码”上追溯，保障安吉白茶产品品
质，也将为安吉白茶产业“数字大
脑”提供更全面的数据信息，实现

“码”上联通。“通过数据整合，形成
‘浙农码’安吉白茶全产业链大数
据仓，赋予安吉白茶全程监管的

‘最强大脑’。”县农业农村局产业
信息科副科长徐颖介绍，将不同系
统中涉及安吉白茶的经营主体信
息、生产要素信息、烘干加工信息
等三大类要素信息数据统一赋码，
实现安吉白茶的点、线、面、体多维
度数据分析，将有效指导安吉白茶
产业的发展和管理。

此外，在安吉白茶核心生产基地

安装环境监测站，配置全景可视化视
频监控、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农产
品质量监测等智能管理装备，实时传
输生产、加工等数据信息至“浙农码”
数据中心，及时做出科学的风险分析
预警，可最大限度减少成本和损失，
保证茶农收益。

安吉白茶作为“浙农码”第一个
县级应用场景落地使用，截至目前，
已累计发码10.4万枚。“将不断总结
数字化助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的新模式。”徐颖说，接下来，待
农高区农业数字化绿色发展服务中
心项目二期建成后，“浙农码”应用场
景还将实现更多拓展，将为构建安吉
本土农产品统一品牌“安心吉鲜”体
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字赋能助推产业发展

全省首个地市级“浙农码”赋码安吉白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4月3日上午，县委书记沈铭权
赴部分乡镇，检查我县森林防火和
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
紧安全之弦，强化领导、周密部署，
突出重点、管好细节，将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扎实做好防火防汛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潘鸣参加。

沈铭权来到孝丰镇丰城公益救
援队，察看装备储备、听取情况介
绍，详细了解救援队伍的组织架构、
人员组成、日常训练和应急救援救
助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全县各救

援队在社会救援中发挥的作用给予
肯定。他指出，社会救援力量是应
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主动
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体现了大家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希望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不断完
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救
援技能，配合政府应急体系做好各
类救援工作，共同筑起坚固的安全
防线。

在上墅乡，沈铭权走进森林防
灭火仓库认真察看，详细询问防灭
火物资储备和维护保养情况，听取
当地森林防火工作安排介绍。他强
调，现在正值森林火灾易发高发

期。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
保持高度警惕，压紧压实责任，落实
落细举措，确保不留任何隐患。要
注重人防技防相结合，与基层治理
现代化相结合，强化数字赋能，用好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全面提高预警
能力、决策能力、救援能力。要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群众安全
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动员、全民行
动、全民防火大格局和文明祭祀新
风尚。

沈铭权还前往报福镇，检查指
导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在罗家费
水库除险加固现场，他认真听取
工程建设相关情况介绍，并了解

当地及全县防汛备汛工作安排。
他指出，汛期即将到来，各级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做实做细各项防
汛备汛措施。要加大重点部位巡
查排查，加大整改力度，强化值班
值守，从源头防范险情发生。要
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情，强化分析
研判，加强部门联动，提高预警预
报能力。要积极开展实战应急演
练，备齐备足防汛抢险物资和防
汛力量，做好各种险情预案。要
高度重视水库安全工作，在保障
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除险加固等工程推进，切实消除
安全隐患。

沈铭权在检查森林防火和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

压紧压实责任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从安徽淮北回来后，上墅董岭
党支部书记王文贤和对方的联系
没有一天中断。刚种下的黄精苗
长势怎么样、其他产业布局如何，
他都很挂记。随着董岭村十万株
黄精苗落户当地，董岭村的“导师
帮带”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和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渠沟
镇张楼村的缘分，源于去年 8 月。
当地选派部分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到我县学习，张楼村党总支书记刘
跃东是其中之一。一个月时间里，
刘跃东吃住都在董岭，每天和村干
部一同上下班。我县基层党组织
强大的凝聚力，村班子主动谋求发
展的干劲，以及当地利用生态资源
推进乡村经营的做法，都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村干部在群众工作、
村庄发展谋划等方面的作风、做
法，也让他受益匪浅。

抱着“学好用好董岭经验”的
想法，在学习结束后，当地镇村与
董岭进行了多次交流，还邀请了董
岭村两委班子到张楼村实地考察，
听取他们对乡村建设和经营的建
议。另一方面，当地的现实情况也
触动了董岭村干部，大家萌生了互
相“帮带”的想法。“这几年农家乐
发展好，我们董岭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王文贤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董岭人富

了，也希望能力所能及地帮到有需
要的人。

在上墅乡的支持下，董岭村通
过村集体决策，与张楼村进行结对
帮带，并通过农家乐协会向对方赠
送了十万株黄精苗。王文贤介绍，
黄精是董岭村特色中草药，收益期
一般为 5 年，每亩效益可达 5 万
元，这次赠送的十万株苗可以种植
三十亩。接下来，村里会跟进种
植、管理等工作，并利用董岭村休
闲产业发展优势，帮助做好销售。

对种好黄精，张楼村信心满
满，并致力于将它打造成张楼的品
牌产品。“明年会继续扩大规模，达
到200亩甚至更多。”刘跃东说，综
合黄精以及菊花、油茶等当地原有
特色资源，村里将启动乡村旅游发
展。“在这个方面，董岭更是我们的
导师。”刘跃东说，两村已经建立了
定期互访机制，除了董岭村“传帮
带”外，双方还将交流各自优质农
产品和发展金点子。“大家起点不
同，但振兴乡村和实现共同富裕的
目标相同。”他说。

导师帮带制发源于上墅。“我
们希望在新时期能够为这项机制
注入新内涵，不仅能够突破空间、
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也希望在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等更多领域发挥帮
带作用，让这项好机制好做法发挥
的作用看得见、可评估。”上墅乡党
委书记夏中金表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玉兰 张卉
实习生 黄玥华）

春风和煦，阳光正好。清明小
长假第二天，天荒坪镇余村游客络
绎不绝。在讲解员带领下，大家漫
步余村绿道，感受村庄发展变化；来
到余村公园，和党旗合影留念；走进
新揭牌的“新民说事室”，聆听老支
书鲍新民讲述余村变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
生地余村，在这个小长假成了县内
外游客党史学习教育的“打卡地”。

“我对余村一直很向往，这次全家人
一起过来，深切感受到了绿色发展
对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上海游客
张女士说。据讲解员何玲俐介绍，
小长假期间，来余村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团队特别多，每个讲解员一
天就要接待 5、6 批，全程讲解时间
在50分钟左右。

我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
文化资源丰富，为传承红色根脉提
供了许许多多的“活教材”。随着各
地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这些“活
教材”以史育人、以情感人，激励着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光辉历程
中汲取不竭的前进动力。

在浙北第一党支部旧址孝丰
镇老石坎村，利用假期来这里参观
学习的人也是络绎不绝。“1927 年
春，安吉最早的党员方铁成摇着串
铃以拔牙的游方郎中为名，到孝丰
老石坎落脚，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党员杨洪生是馆内讲解员，
从早上 8 点就开始忙碌，一天要接
待7、8批客人。

今年，章村镇高山村在县主管
部门指导下，开发了一条“追忆红军
路”的主题线路，将红军亭、红军古
道、红军桥、红军洞、红军梯田等红
色资源串联起来，小长假期间也迎
来了不少游客；接下来，村里还将修
复红军古道，挖掘更多红色故事，让
线路内涵更丰富。

“这些家门口的‘红色学堂’，

让我县党史学习教育更有‘两山
味’‘安吉味’。”县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通过旧地重访、亲
历者回忆、新旧对比等方式，进
一步挖掘、追寻我县百年党史中
的重要历史事件、革命旧址和革
命人物等红色印记，讲好安吉红
色故事。

传承红色根脉 汲取奋进力量

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活教材”

上墅董岭十万株黄精远嫁六百公里外

“导师”皖北帮带助振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子静）

4 月 3 日，我县新冠疫苗方舱
临时接种点正式启用。该接种点
设在龙山体育中心副馆篮球馆，为
全县最大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早上八点，第一批新冠疫苗
方舱临时接种点的接种者就陆续
来 到 现 场 ，在 预 检 台 前 有 序 排
队。“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高血
压或糖尿病？”医护人员仔细询
问，并现场为其测体温、量血压，
确认无疫苗接种禁忌症后进行个
人信息登记，随后按顺序前往知
情同意登记区登记、有序接种，接
种完毕后进入留观区留观 30 分
钟，确认无碍后方可离开。“全程
都有医护人员引导，告知注意事
项，很方便。”在方舱临时接种点
完成接种的朱先生说。

据了解，方舱临时接种点面积
约1200平方米，分设等候区、预检
区、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医疗
保障区、冷链区等多个区域，其中
有 3 个预检台、10 个登记台、8 个

接种台、170 个留观区座位，安排
了 27 名医务工作人员进行接种，
单日最多可完成2000人次接种需
求。

“由于城区人口众多，对新冠
疫苗的接种需求也十分旺盛，方舱
临时接种点的启用，可以有效缓解
城区接种的压力。”县卫健局副局
长吕佳生介绍，该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使用的疫苗均由全省统一调
拨，从储存、配送、运输到使用都有
严格要求。现场除了配备相应的
医疗保障人员外，场外还有急救应
急车辆，确保及时处置接种异常反
应，广大市民可以放心前往接种。

截至4月4日，全县累计接种
新冠疫苗73615剂次，其中第一剂
次 60029 人，第二剂次 13586 人。
需要注意的是，方舱临时接种点目
前只接受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
团体预约，暂不接受个人预约。在
当天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接种
点开放时间为上午 8 点至 11 点
半、下午 1 点至 4 点半，后期将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导师和帮带都可不拘形式

新冠疫苗
方舱临时接种点启用
截至4月4日，全县累计接种73615剂次

种茶人的春天
有茶有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