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要闻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蒋立峰02 YONGKANG DAILY

探索经验做法 完善育人体系

我市2所学校入选
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 7 月 7

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教育部日前公

布了第三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

单，龙川学校与市职技校榜上有名。

记者近日在龙川学校看到，市红十

字会专业讲师团队为师生进行急救培

训。讲师们细致讲解了如何正确使用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学生们在讲师

指导下完整演练了急救操作流程。“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就

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他人提供及

时有效的帮助。”学生叶丽琴说。

一直以来，龙川学校非常重视师生

急救能力培养，依托龙川家医院等医疗

资源，常态化开展急救知识讲座与技能

培训，将“生命第一，健康至上”理念融入

校园安全体系。该校还成立了急救社

团，让更多学生掌握应急救护技能。“我

们积极联动市红十字会、江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龙川家医院，普及急救

知识，完善急救设备，努力提升校园急救

能力。”龙川学校党总支书记吕永固说。

市职技校将急救教育融入军训、体

育健康课及学前教育课程，构建了以

“生命护盾，救在身边”为理念，涵盖制

度保障、课程融合、资源配备的急救教

育体系，形成了“必修课+动手练+考证

书”模式。“掌握急救知识非常有用，关

键时刻或许能挽救生命。”学生夏铭阳

说。

为夯实急救教育基础，市职技校还

计划建设专业培训教室，配备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成人与儿童心肺复苏模

拟人等设备，实现教学场景全覆盖。近

三年来，该校已培养近3000名持有红十

字救护员证的学生，为社会输送了大批

具备急救能力的人才。“我们将持续推进

急救教育，让每一名学生都持有红十字

救护员证。”该校副校长吕未寒说。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高

度重视中小学校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

积极开展学校急救教育，推进急救知识

普及、急救技能培训、急救设施配备等

工作。龙川学校和市职技校成为全国

急救教育试点学校，标志着这两所学校

急救教育工作获得国家认证，也为深化

医教结合、建设健康中国贡献了永康力

量。

首届“寻梦江南 乐见方岩”周末好声音歌手大赛开赛

歌声点亮方岩 激活夜间经济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一正） 璀璨的

舞台灯光与丹霞奇景、老街灯火交相辉

映，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夜方岩”画

卷。7 月 5 日，首届“寻梦江南 乐见方

岩”周末好声音歌手大赛在方岩景区岩

下老街火热开唱。

当晚，来自我市及周边县市的数十

名音乐爱好者轮番登台献唱，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山水音乐盛宴”，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活动很热闹、很有

氛围。”游客倪星声说。

依山傍水的舞台，成为吸引选手参

赛的一大亮点。来自丽水的选手毛雄威

对此赞不绝口：“环境很优美，空气也很

清新，让我感觉非常的舒适。”

动人的歌声不仅留住了游客的脚步，

也直接拉动了夜间消费。据了解，岩下老

街客流量同比激增约 400%，消费额也

同步攀升。

夜色渐深，岩下老街的人气依旧不

减。人们在这里逛展馆、品美食，尽情享

受夏夜的欢乐时光。家住方岩景区附近

的村民夏晟感慨：“现在景区的基础设施

越来越完善，夜游的人多了，店铺也开得

多了，游玩内容更加丰富。”

将赛事安排在周末夜间，目的正是要

激活方岩的夜间经济。市交旅集团永银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林韬介绍：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高品质、有吸引力的

夜间文化娱乐活动，把游客‘留下来’、让

消费‘活起来’。岩下老街本身具备发展

夜间经济的良好基础，而音乐作为一种

媒介，能有效串联起餐饮、购物、休闲、住

宿等多种业态，形成消费闭环。”

据悉，为了给夜间经济提供更好的

载体，从去年开始，方岩景区持续对灯光

系统进行改造提升，并结合非遗展演和

商业业态调整，进一步增强游客的体验

感。

据悉，首届“寻梦江南 乐见方岩”周

末好声音歌手大赛分初赛、导师抢人赛、

队内突围赛等 9 个阶段。随着赛程的推

进，选手间的角逐将愈发激烈，比赛也将

更有看点。目前，参赛报名通道仍面向

公众开放。

外出“取经”忙
只为果飘香

我市组织果农外出考察
学习蜜梨新品种新技术

本报讯（融媒记者 潘燕佳 通

讯员 孙彬）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推广中心联合市永东水果专

业合作社，组织果农前往省农科院

杨渡科研创新基地考察学习。

在基地内，省农科院梨树首席

专家施泽斌对蜜梨新品种的生长

特性、口感、产量、抗病虫害能力等

进行了详细讲解。随后，果农们前

往一家蜜梨种植园参观。种植园

负责人介绍了圆柱形省力化整形

技术。据了解，这项技术实现了梨

树的宜机化改造，降低了果园管理

强度和劳动力成本，同时提升了产

量，提高了经济效益。

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安排果农外出学

习是为了解决当前我市蜜梨产业

发展困境，同时引进更多优质蜜梨

新品种和先进管理技术，优化种植

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融媒记者 刘仲明） 近日，

由市文广旅体局主办的“洪荒印记——

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亮相市博物馆，

为市民开启了一场体验亿年前生命奇迹

的特殊旅程。

据了解，辽西化石群在世界古生物

研究史上创造了 6 项世界之最，即年代

最早、鸟化石最多、属种最多、密度最大、

含鸟化石层次最多、未知领域最广。其

中，有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早期哺乳动物

张 和 兽 的 骨 架 ，有 地 球 上 第 一 枝

“花”——距今 1.45 亿年的被子植物“辽

宁古果”，有世界上第一批从“恐龙”向

“鸟类”过渡的动物化石——中华龙鸟、

原始祖鸟和尾羽鸟，有距今至少1.2亿年

早期蛙类化石⋯⋯

本次展览共推出了 100 余件展品，

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

从神秘莫测的海洋霸主到翱翔天际的史

前巨鸟，从矮小的蕨类植物到高大的恐

龙骨架，展现了地球的沧桑巨变和物种

的兴衰更替。这些“洪荒印记”诠释了生

命的起源过程，描绘着生物多样性之美，

对解开生物进化的难题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平时我们都是从书本上了解这些

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动植物，今天

亲眼看到化石，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市

民毛北尘说。

展览将持续至8月20日。

来一场穿越亿年的生命之旅
市博物馆带你解秘“洪荒印记”

“永韵匠承 非遗课堂”
推出永康肉麦饼制作课程

巧手传承
舌尖上的乡愁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7 月 5 日，由市文广旅体局主办的

第五期“永韵匠承 非遗课堂”拉开

帷幕，邀请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付美贞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

的永康肉麦饼制作课程。

活动现场，付美贞首先详细介

绍了永康肉麦饼的历史渊源和文化

内涵。随后，付美贞认真示范了永

康肉麦饼的制作过程，从揉面、醒

面、调制馅料，再到褶皱折叠、收口

提气等，每一个步骤都讲解得细致

入微。在实践环节，学员们一起动

手尝试。付美贞穿梭在学员之间，

手把手帮助学员掌握制作技巧。

随着肉麦饼烤制成熟，诱人的

香气弥漫整个现场。学员们迫不

及待地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

上洋溢着满足与喜悦。大家纷纷

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学会了

一门手艺，而且深刻理解了永康肉

麦饼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7 月 6 日，市乒乓球协会古山

分会成立仪式暨首届“求精”杯乒

乓球团体赛在古山镇体育馆举

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古山镇

企事业单位及各村的 24 支代表队

近百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

前杭队夺得冠军。

融媒记者 卢斌 摄

“燃”情七月
“乒”出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