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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文化家园”工程引领社区和谐文明———

“咱社区有了‘文化氧吧’”
本报记者 阮春生 叶礼标

“2018 年，咱们社区可以说是大变
样， 特别是有了书香味！ 大家幸福感爆
棚！ ”前不久，青田县鹤城街道塔下社区
居民叶满心在参加一年一度的“邻居节”
后欣喜地说。

走进位于青田县城东部区块的塔下
社区，崭新的宣传栏滚动展示“党的十九
大精神”“改革开放 40 年成就”； 居民楼
上， 一面巨幅彩色墙绘描述着华侨 “回
家”的温情故事；塔山路 168 号住宅三单
元原本空旷杂乱的楼道整修一新， 县图
书馆专门送来 300 多册书籍，变身为“共
享书巢”“文化楼道”……

对于社区的改变， 塔下社区党支部
书记许黎黎深有感触。 她说， 这样的改
变，源自 2018 年青田推行的社区“文化
家园”工程，无论是从文化氛围上，还是
从阅读空间上，都让社区有新气象，让社
区居民有了新的获得感甚至是自豪感。

青田社区“文化家园”工程，由该县
文明办主导推进，由社区居民自主参与。
县文明办副主任瞿瑜华说， 塔下社区是
县里选择开展 “文化家园” 的第一个试
点，主要通过打造“一个书吧”“一个宣传
栏”“一个温馨楼道”“一台社区春晚”“一
个社区邻居节”等“多个一”载体，将文化
注入社区， 培育富有个性的社区文化主
题，让社区居民有自己的“文化氧吧”“文

化家园”。
“我们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居民主要

由华侨侨眷及外来人口组成， 居民融合
共建是一道难题。”住在这个社区多年的
知名老华侨陈耀东说，“文化家园” 项目
的实施，让邻居们都更熟悉更了解了，大
家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塔下社区 “文化家园” 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6 月份，正是夏日炙热季节，但大
家改变社区家园面貌的心也同样火热。
许黎黎记得很清楚， 为了统一居民的思
想， 先后带领居民代表到温州等地参观
考察三四次，召开居民座谈会五六次，而
“文化家园”的改造实施方案更是修改了
无数次，力求让绝大多数居民知晓同意。

“打造‘文化家园’，是大家的事。 ”社区
居民、侨眷倪小青、叶满心等积极参与，只要
有时间，就在改造现场担任“义务监理”。 他
们还自掏腰包，将改造过程中需要迁移的空
调外机搬移， 并认领添置石凳等公共设施，
居民最多出资的超过了 3000 元。

“你看，现在多好！ 以前大家坐在楼道
间，只有尬聊，现在可以翻翻书，看看杂志，
很温馨！ ”坐在楼道“共享书巢”干净的座椅
上看书，社区居民潘玉萍说，现在邻居们参
加跳舞、看书、唱歌等活动的多了，吵架闹矛
盾的很少有了！

向祖国报告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的节日

——— 春节

日前，龙泉龙渊街道石
马村村民们正在制作黄米
粿。 年关临近，石马村村民
齐聚一堂，制作黄米粿等年
货，飘溢着浓浓的年味。

记者 戴昕律 潘枫 通
讯员 殷翔耿 摄

黄粿飘香年味浓

蓝仁亲：
高山上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姚驰

在海拔 1500 米高的敕木山顶， 蓝仁亲用 39 年
的坚守，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在清冷苦寒的
岁月里，守护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景宁敕木山广播电视转播台坐落在海拔 1519
米的敕木山高峰之顶，目前负责转播中央一套、浙江
卫视、丽水电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7 套广播电视
节目。 这里除了一幢转播台的房子，周围没有村落、
没有人烟，转播台的职工就是山顶上的所有居民。

1980 年， 转播台建站之初，16 岁的蓝仁亲便成
了这里第一批“守塔人”。 为了让全县广播电视用户
不间断地接收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 他们夫妇和
另外 2 名同事分成两个班次， 每半个月轮流上山换
班一次，年复一年默默坚守在这寂寞的山顶上。

彼时，山高路远，道路崎岖，年轻的蓝仁亲只能
挑着柴米油盐， 一路步行上山， 一走就是六七个钟
头，即便现在车行至山下，也要再步行 1 个半小时。

1500 米的高山上， 人烟稀少， 只有日月星辰相
伴。 因为周边没有村落，蓝仁亲夫妇每次上班都必须
挑着足够两个人吃半个月的大米、干菜、日用品等七
八十斤重的担子上山。 “我上来一次要住 15 天，买些
蔬菜带上来，蔬菜时间放不久，还要多买些干菜，后
面几天都要吃干菜。 ”蓝仁亲告诉记者。

山上的生活，着实清苦，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一旦大雪封山，道路结冰，他们就会被困在大山上，
接受没菜、没油、没盐、没水的考验。

有一年冬天，低温和冰冻致使山上长时间断水，
蓝仁亲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挑回了一担水， 却在临
进门的那一刻因结冰的台阶打滑， 一担水愣是洒翻
了。 “看着滚下山坡的水桶，他坐在台阶上大哭。 一个
男人这么伤心和无助的场景 ， 我现在想起来还心
疼。 ”回忆起往事，妻子蓝文聪仍然很有感触。

熬过了寒冷的冬天，还有危机四伏的夏日。 有一
年夏天，蓝仁亲发现气象异常便要去关设备，就在那
一瞬间，一个闪电打下来，房间里 220V 的变压器爆
炸了，设备边上的蓝仁亲顿时眼花耳鸣，两眼一黑。
他蹲坐在那里足足半个小时，才清醒过来。 可是，醒
来的他耳膜已被震裂。 他去医院看了三次，专家都说
耳膜是治不好的，一辈子都得这样了。

今年 55 岁的蓝仁亲习惯了与孤独、 清苦相伴。
可让他最难熬的，还是对亲人的思念。 “24 岁那年我
有了女儿，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和电话，联系不到家里
人。 想我女儿的时候就站在顶上往自己家的方向看，
心里想着不知道孩子睡觉了没有，乖不乖。 ”蓝仁亲
说， 为了 17 万畲乡百姓能收看高质量的电视节目，
这些苦与累，都值得。

缙云西站“快闪秀”温暖旅客返乡路
本报讯（通迅员 卢进彦）1 月 21 日

是 2019 年春运第一天 ，当天上午 9 时
10 分， 缙云西站候车厅看上去一切如
常。 一刻钟后，一首熟悉的旋律忽然响
起 ，“找点空间 ，找点时间 ，领着孩子 ，
常回家看看……”在嘈杂的候车厅内 ，
两名青年志愿者 ，从旅客中缓缓走出 ，
唱起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常回家

看看 》。 一瞬间 ，唱出了在场所有旅客
的共同心声 ，激起了他们温暖的共鸣 ，
很多旅客的眼眶都不由自主地湿润
了。

紧接着， 由年轻姑娘和小伙们组成
的 20 多名青年志愿者，突然从站场各个
方向迅速聚集在候车厅中央， 在欢快的
舞曲中热烈舞动， 舞蹈吸引了旅客纷纷

驻足观看，大家拿起手机拍照，还有不少
人跟着舞动起来， 候车大厅的气氛也瞬
间被点燃， 整个活动现场到处洋溢着温
馨、喜庆的气氛。

原来， 这是缙云县委宣传部在缙云
西站启动的“温馨旅途 情暖缙云”春运
主题活动。作为该活动主要承办方之一，
缙云联合村镇银行精心策划了一场新颖

别致的“快闪秀”表演，以此来温暖旅客返乡
路。

“快闪秀”表演活动结束后，青年志愿者
们为旅客朋友们送上大红围巾、“福”字和新
春对联，预示新年红红火火。

缙云联合村镇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这种新颖别致的“快闪秀”活动，弘扬
大爱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也很好地传播
“家”文化和“孝”文化。

市区南明湖边
将新建一樱花园

预计今年 4 月开园

本报讯（记者 李倩 樊文滔 通讯员 周菲菲）走
进一片落“樱”缤纷的人间仙境，邂逅一场美轮美奂
的“樱吹雪”……今年 4 月，这样的美景即将在我市
南明湖边上演。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根据市府办加快
落实城区及周边绿化工作有关要求， 由市林业局委
托市水利局、 市水发公司共同承担提升好溪右岸绿
道周边绿地美化工作， 要求将其打造成为 “当年种
植、当年开花、花期壮观、景色优美”的樱花公园。

市水发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樱花公园
已经在今年的元旦后开工，位于好溪右岸堤岸绿道旁，
北至关下村，南至关下闸，设计总长 500 米左右，宽 50
米左右，引进上百株优质樱花树，还专门邀请了日本园
林专家进行设计，为丽水带来原汁原味的樱海盛景。

樱花园项目部总工程师叶承林介绍， 樱花园项
目还专门邀请了日本园林专家松田学过来设计，采
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中间为 500 多米的樱花大道。

“樱花园不仅有美丽的樱花，还有两个小广场供
游人休息，按照原来不同的地势，采用不同品种樱花
进行种植，达到移步换景的效果。 ”叶承林说，目前正
在进行种植土的运填工作，其中绿化乔木种植预计在
2 月 5 日前完成，以确保 4 月份樱花园全面对外开放。

新 时 代 丽 水 好 党 员

30万捐赠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华夏银行丽水分行正式揭牌营业

1 月 18 日，华夏银行帮户扶村捐赠
暨丽水分行揭牌仪式上， 向帮扶结对村
松阳县裕溪乡木岱坑村捐赠 30 万元 。
正式在丽揭牌营业当天， 华夏银行丽水
分行全口径存款突破 10 亿元。

华夏银行是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总部位于北京，目前资产规模 2.57
万亿元，在全国设立了 993 家分支机构，
并与境外 1600 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业
务关系， 建成了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的
结算网络。 在英国 《银行家》 杂志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中，华夏银行按资产
规模排名第 65 位。

早在 1995 年， 华夏银行就进驻浙
江，在杭州设立了一级分行，目前在浙江
的机构网点达到 102 个。 随着丽水分行
的开业， 华夏银行实现了对省内地级市
的全覆盖。 这 23 年来，华夏银行主动服
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合规经营，精细管
理，为浙商创业加油添力，与浙江民营经
济和中小微企业共同成长， 得到了各级
党委政府、监管部门和广大客户的好评。

截至 2018 年末，省内华夏银行资产总额
1717 亿元，投放贷款余额 1481 亿元，较
年初增加 242 亿元，增长 19.55%。

华夏银行与丽水有着深厚的感情联
系和良好的合作基础。 按照浙江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自 2008 年以来，华夏银行
杭州分行就开始与松阳县结成帮扶对
子，落实帮扶资金，开展帮户、扶村工作。
目前已落地资金 275 万元， 在村庄道路
提升改造、垦造耕地、文化礼堂建设等基
础设施建设上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今年，华夏银行还将选派驻村干部，进一步
加大帮扶力度。

丽水分行筹建期间，主动融入丽水主流
经济，积极响应浙江省“凤凰行动”计划和丽
水市委市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已批准
授信项目 12 个、金额 18.37 亿元。 特别是紧
紧立足于丽水特色经济、特色产业，精准营
销 、平台对接 、链式开发 ，大力支持小微企
业，目前小微客户授信金额已达 1 亿元。

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丽水分行正
式开业后， 将紧紧依靠丽水市各级党委、政
府和监管部门的指导帮助，全力配合地方经
济发展战略，以客户为中心，加大信贷投入，
加快金融创新，加强金融服务，在丽水地区
尽快扩大业务的总量占比，为地方经济发展
做出更多贡献，开创出一片又好又快发展的
广阔天地。

文/姚驰 陈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