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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大厅很干净，环境很好，特别是瓜

果皮和废弃纸巾都做到分类投放，工作

人员服务也很热情。”近日，在庆元办事

大厅办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认定

业务的刘先生对大厅的环境卫生竖起

了大拇指。

促成这一切的是庆元县行政服务中

心近年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力度越

来越大，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

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力开展

垃圾分类指导教育，充分调动窗口干部

和办事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

步将垃圾分类变为新的生活习惯与生

活方式。截至 11 月 30 日，中心共设置

垃 圾 分 类 桶 160 余 个 ，发 放 宣 传 单 页

580 余份，张贴宣传标语 10 多条，开展

问卷调查 1000余份。

为了让垃圾分类工作形成长效机

制，中心严格落实大厅每周监督巡查

机制，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标准化现

场管理大比拼活动内容，作为窗口月

度考核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对垃圾分类不到位的窗口进行定期通

报并要求限期整改，今年以来，共发放

《整改通知书》9 份，劝阻提醒 50 余人

次，形成了各窗口每月争先的良好氛

围。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作为服务型窗口单位尤为如

此，必须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庆元县

行政服务中心党组副书记、主任姚增辉

说，下一步，该中心还将建立垃圾分类

督导员及志愿者队伍，发挥党员、团员

在垃圾分类中的示范作用，引导来大厅

办事的群众分类投放，不断提升大厅精

细化管理水平，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新风

尚。

吴善国 李云/文

庆元行政服务中心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步推进

一顶斗笠，一双胶鞋，一身工装，他是留学中国的博士，也是
地道的松阳农民。

割蜂蜜、做豆腐、放牛、晒干菜、用古法做纸⋯⋯体验独特的
乡村技艺，俄罗斯小伙德米日把农村生活过成了“诗”。

通过一部小小的手机，他架起了一道农村与城市、中国与俄
罗斯的桥梁，也向更多同龄人展示了丽水乡村之美。

晒稻谷、挖冬笋、养猪、放牛⋯⋯体验最古老的中国文化

俄罗斯小伙将松阳农村生活过成“田园诗”

一件蓝色外套，牛仔裤，绿色

解放鞋⋯⋯昨天下午，在松阳县二

滩坝村，记者看到了刚刚下播的德

米日，随后，他又扛起一把锄头，

走到田里，挖红薯、摘青菜、赶猪、

喂鹅⋯⋯所有的农活他驾轻就熟，

像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但，在来松阳之前，德米日一直是

个“城里娃”。

今年 31 岁的德米日，来自俄

罗斯圣彼得堡，2011 年在芬兰读

完本科后，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亚洲文化，从

此入了迷。

“我听说日本的一部分文化来

自中国，于是很想了解这个有着五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那时除

了万里长城，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

知。”德米日笑着说，2013 年他到

中国同济大学读硕士，2015 年开

始在上海东华大学读博士。

提起自己和松阳农村奇妙的

缘 分 ，德 米 日 笑 着 说 ：“ 一 见 倾

心。”

4 年前，德米日和导师来松阳

考察结对产业，古朴宁静的农村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澈见底

的溪水，成群结队的小鱼，错落有

致的大坝⋯⋯这些平凡的风景充

满 了 诗 意 ，仿 佛“ 山 水 画 中 的 世

界”。

打铁、古法造纸、酿酒、卤水点

豆腐⋯⋯在松阳农村，这些传统技

艺依然被完整保留，持续迸发出生

命力。背山靠水的大东坝镇，每个

村落都有代表性的土特产，摘树上

的野果，捉小溪里的黄鳝，挖山上

的冬笋和红薯，和村里老人一起做

的糍粑⋯⋯吸引德米日留下的，正

是这些保存完好的乡村传统技艺

和古老的生活方式。

“我去过很多地方，也走过很

多农村，从未有一个地方像松阳一

样，保留下如此多样古老的生活方

式。”德米日说，那时他有了一个

计划，“要把美好的生活方式和风

景分享给更多同龄人。”

他对松阳农村“一见倾心”

今年 8 月，学习创意管理专业

的德米日申请了一个抖音账号做

起了乡村生活短视频。二滩坝村

村民热火朝天做石仓白酒、油豆腐

的盛况，大东坝镇石斑鱼、鲫鱼、

锦鲤在松阴溪水中穿梭不停的美

景⋯⋯都被他“晒”在了抖音里。

这些充满乡村特色的短视频，

吸引了大东坝镇二滩坝村水云居

民宿主包建民，他主动私信了这位

外国小伙。于是，包建民成了德米

日来到松阳交到的第一个当地朋

友。

渴望贴近松阳土地的德米日，

总是会主动扛起锄头，跟着包建民

一同上山，跟着他砍柴、挖竹笋、

打香泡⋯⋯有了包建民的助力，德

米日打开了农村生活的深度体验

之旅。在统捐局体验古法造纸，在

山头村一起酿酒，在洋坑埠头村打

铁⋯⋯包建民将传统的非遗项目

一一介绍给德米日。

最让德米日印象深刻的，是和

当地村民一起割稻谷，“用禾刀割

下一茬茬的稻子，抱着满怀的稻

谷，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农民丰

收的喜悦。”德米日把割稻谷、打

稻米、晒稻子的视频发布到抖音

上，点赞数超过 119万，留言 5万余

条。

德米日体验乡村生活的视频

获得大量关注，点赞量和粉丝数也

水涨船高，目前，德米日的抖音号

有近 112 万粉丝，视频获得 1115.8
万的点赞。

通过德米日的镜头，更多人看

到了松阳农村的美，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

他让松阳农村成了“网红”

大东坝镇有很多农特产。于是，德

米 日 开 启 了 另 一 个 身 份 —— 带 货 主

播。上午 10点到下午 2点半，他总是准

时在线，为粉丝介绍当地的农特产品。

每次直播，德米日总会精心挑选场

景。“我们一般都在山上直播，能让更多

‘ 城 里 人 ’直 观 地 看 到 当 地 的 人 文 风

情。”德米日说，直播间里有蜂蜜、地瓜

干、脐橙等各种本地农特产品，质量都

经过严格的筛选，“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优质的农特产品流向更多城市。”

德米日的直播不仅展现了松阳农

村之美，也为当地农特产品打开了销

路，直接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他就是

我们的一张‘金名片’，我们都很感谢他

的付出。”洋坑埠头村村民付元金说。

剥玉米、做豆腐、晒番薯干、直播带

货⋯⋯德米日在松阳直播乡村的行动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1 月份，德米日和 40 余位网络国

际传播达人一起参加“打卡中国 Daka
China”网络国际传播主题活动。不久

前，德米日获得“诗画浙江”友好使者称

号，上台分享时，他说：“现在很多国家

都不了解中国。我希望通过抖音，向世

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乡村美景。”

来中国以后，看过许多美景和人文

风情，但德米日还是觉得中国文化是个

谜。用他的话来说：“看到的越多就觉得

自己了解得越少。”

在松阳探索乡村技艺的过程中，德

米日还萌生了一个点子：“我想把农业

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做连接中国与俄

罗斯文化交流的桥梁。”

记者 谢佳俊 文/图
通讯员 王雯静 周琳

他想通过网络架起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