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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陈春

本报讯 从去年 12 月
上旬开始， 这场连绵的阴雨
已经持续了 40 余天了，如果
再见不到太阳， 大家是不是
感觉快要发霉了呢？ 好在记
者从市气象台获悉， 熬过今
明两天的阴雨天， 周四周五
我们就有望见到太阳了。

上周，我市依旧维持阴
雨天，其中 10 日夜里到 11
日，受高空浅槽配合低层切
变东移影响，我市中北部出
现了中到大雨，全市周平均
降水量在 37.0 毫米左右。
周末， 雨水是暂停了一会，
但是太阳还是难求一面。根
据市气象台数据统计显示，
周六，我市的遂昌、青田、庆
元、龙泉地区幸运地见到了
太阳，虽说是见到了，但时
长也是少得可怜，日照时数
均不足一小时。但是，莲都、
缙云、松阳、景宁，至今还没
见过 2019 年的太阳。

本周一早上， 我市以一场
小雨迎接过完周末出门上班的
市民。因为下雨导致道路拥堵，
害得一些市民上班迟到。

“我们何时能见到 2019 年
的第一缕阳光？”也成了不少市
民心中的期盼， 毕竟连绵的阴
雨、衣服晒不干、被褥湿乎乎的
状况，让人很不舒服。

市气象台的专家告诉记者，
本周后期阳光有望， 而且希望很
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扛过今明
两天这波雨水。受冷空气影响，本
周前期气温也将有所下降， 周三
最高气温将下降至个位数。

本周后期雨水止， 阳光回
归，虽然周六后期仍会转雨，但
是有一天多的阳光对目前的我
们来说已经是奢侈了， 请大家
提前准备，合理安排晾晒。

另外， 近期阴雨多寡照天
气，呼吸道疾病高发，还请小伙
伴们注意保暖，尽量避免去人群
密集、不通风的场所，以免感冒
侵袭。

持续了 40 余天的“跨年阴雨”本周有望终结

洗晒一族千万别错过周四周五的太阳
阅读提示

准备要好好洗晒一番的小伙伴， 千万要注意了，
虽然周四周五有望见到太阳，但是这样的好天气不能
维持太久，希望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做好准备。

1000 余种生态精品参展
吃的用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

2019 丽水新春农博会
本周五鸣锣开幕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吴锦艳

本报讯 过了腊八节就
到了置办年货的时候了。一
年一度的、 人们喜爱的
2019 丽水新春农博会，1 月
18 日， 即将在丽水临时会
展中心（莲都区消防大队正
对面）开幕，为期三天。

据了解 ，2019 丽水新
春农博会由丽水市生态农
业协会主办。记者从市生态
农业协会了解到，本次新春
农博会共设 260 余个展位，
来自丽水九县（市、区）、兄
弟市、丽水山居、长寿之乡
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和
新疆地区的 1000 余种生态
精品农产品，将在展会现场
登场亮相。

在农博会上， 市民朋友们
可以购买到蔬菜、肉类、海鲜、
水果、零食、干果、蜂蜜、酒水等
丽水本地以及兄弟城市的特色
美食产品， 还有机会在现场品
尝烧饼、窝窝头、玉米饼、糖糕、
豆腐丸、 娃娃鱼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风味小吃。

本次新春农博会除了供大
家选购的各种农产品外， 展会
现场还为前来选购年货的市民
朋友准备了许多有趣的主题活
动。

据主办方透露， 今年新春
农博会现场，还将进行“新年红
包墙，现金抢不停”“打麻糍、泡
豆腐、炸油条年味互动体验区”
“金猪纳福，套住福气”“自行车
电力发电自制棉花糖” 等互动
性极强的活动，有吃有购有玩，
现场会嗨得不得了。

为帮助缙云丹址村民修路致富，他前后调研跑了二三百趟

20 多万字的“民情笔记”
写满了浙大硕士的乡土芬芳

□ 记者 叶小孚 樊文滔 夏金地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向尉文翻
开手中崭新的笔记本，仔细端详着笔
记内容：“怎么样把村里的产业发展
起来，解决扶贫问题？ ”这是前两天，
他刚从王川村调研回来时写下的笔
记。尽管此前他刚从缙云县新建镇调
到遂昌县金竹镇担任党委副书记，但
每到一个地方，他总迫不及待要下乡
去看看，不仅看，他还喜欢写下来。

两年多来，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
着。 在缙云县新建镇任职期间，他前
后走访了 500 多户村民， 写下了 20
多万字的调研笔记。 下乡前，他会先
在笔记上写下目标，如这次要去了解
老百姓的收入情况。 到了之后，他就
会主动找村干部、 村民等人交谈，并
到村民家中去坐坐，写下笔记后再回
来研究对策。

“了解村民的情况，要和他们挨
得近。 ”向尉文告诉记者。

就拿缙云县的丹址村来说，从前
只有一条路，弯多路窄。 50 多年来，村
民要到镇上坐车都要半小时， 而村民
将蔬菜山货送出山， 运费就抵掉不少
收成。“要是有一条出山的大马路该
多好。” 听完 71 岁的王陈明老人的感
慨， 向尉文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短短 6
个字的笔记，“要致富，先修路。 ”这也
是他初到丹址调研时，写下的笔记。那
是 2016 年，刚从浙江大学读完研究生
的他放弃了更好的平台， 选择到缙云
县新建镇做一名党委副书记。

光是丹址村，向尉文便去了两三
百趟，写下了满满一本笔记本。 从申
请到立项到工程管理，向尉文都根据
调研笔记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规划，并
最终付诸行动。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
有不少艰辛。 起初， 修路的资金短
缺， 但在丹址村村双委的组织下，乡
贤们自发出工出力，募集捐款，短短
7 天，124 万启动资金到位。村里有一

户人家，夫妻不幸先后患了癌症，但也
为修路捐了 2000 元。

“修路是造福子孙的事。”村民施小
玲的话让向尉文震动，之后每每遇到这
样的事，他都会写进笔记。 去年 11 月，
新路的路基已修好通车，“今后，家里的
毛竹运出山去卖方便多了。 ”村民开心
地说。

两年多时间，汇集了新建镇老百姓
意愿的“民情笔记”越来越厚，向尉文写
完一本再换一本。 但他明白，老百姓的
担忧和诉求，除了记下，还得去做。

“农产品如何快销，大学生归乡找
工作，人们收入怎么提高……”合上笔
记，他想到了电商经济。于是，他用两年
时间制定新建镇电商发展三年扶持政
策，建立电商实习基地，助力当地农产
品销售。 2016 年新建镇电商销售额为
1.2 亿元，到了 2017 年销售额就超过 2
亿元。 如今，2018 年全年销售额近 3 亿
元， 镇上共有电商 68 家， 网店 300 多
家，近 60 名大学生回乡创业，带动就业
700 多人。

“如何让生态更美好，让家乡更美
丽……”合上笔记，他决心做好治水工
作。两年间，他带领工作人员，排摸并整
治全镇 102 处小微水体位点、104 处入
河排水口和 17 处入河排污口。同时，累
计清淤 12.25 万立方米，完成工作任务
的 138.89%，建设生态绿道，将古民居、
民宿与水文化相结合，带动片区发展。

“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
通的。”向尉文谈及往事非常感慨。而他
也没让村民失望过。丹址村村民施配月
奶奶夸他们说，“向书记做事很实在，答
应我们村民的事都能完成。”如今，向尉
文将笔记都整理成了调研报告，以期继
续努力。不仅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和领
导的肯定，他的调研报告也在浙大师生
间传了开来。

“希望能给更多浙大学子，给更多
将来打算从事乡镇工作的人提供借
鉴。 ”向尉文说。

图图为为向向
尉尉文文下下乡乡调调
研研 。。 （（ 资资 料料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