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梅芳：舍小家为大家 柔肩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麻萌楠 程航 通讯员 张巧燕

“只有‘大家’的和平，才能有‘小家’
的和谐。 ”家住遂昌县妙高街道二都街村
的潘梅芳，不仅是一位二胎母亲、人民教
师，更是一名舍小家为大家的军嫂。小小
瘦瘦的她， 为了让丈夫在部队中能心无
旁骛，从结婚那天起，便用羸弱的肩膀，
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

2011 年 1 月 26 日， 潘梅芳与丈夫
戴崇锋长达 7 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步入了
甜蜜的婚姻殿堂。 “我们以前是高中同
学，2004 年，成了恋人 ，也正是那一年 ，
他光荣入伍。 ”回想起当年，潘梅芳骄傲
地说，就在当义务兵第一年结束时，通过
层层选拔， 戴崇锋考入北京陆军航空兵
学院，“当时部队一共 40 个人考试，最后
就录取了 6 人。 ”

而就在戴崇锋成为新疆陆航某旅

一名优秀的空中机械师时，潘梅芳也通
过自己的努力站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了
一名优秀的教师。 自此，他们相隔 4000
多公里的距离，开始了牛郎织女般的爱
情。 “因为遂昌和新疆有两个多小时的
时差，所以经常就是我和孩子晚上睡觉
了他才下班，偶尔忙起来一个星期都打
不上电话。 ” 潘梅芳说，不仅是日常的
沟通， 一年只能休假回家一次的丈夫，
也缺席了她和孩子人生中许多重要时
刻。

2014 年 9 月，潘梅芳在上班途中不
幸遭遇车祸，当时身体多处骨碎，被紧急
送往医院动手术。 就在这最需要丈夫陪
伴的时候， 潘梅芳却选择了对丈夫只字
不提， 并同样嘱咐身边的亲朋好友：“他
的工作很特殊，这事要是告诉他，肯定会
让他自责担忧，导致工作分心的。 ” 多年
来， 潘梅芳已经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

惯， 只为能让丈夫安心履行军人的职责
与使命。

如今，潘梅芳和丈夫已经有了两个
可爱的孩子， 让她充满喜悦的同时，也
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 一边是教室里渴
望知识的学生，一边是家中无人照顾的
孩子。 面对两边的“心头肉”，潘梅芳只
好请来老家的母亲一起帮忙照顾两个
年幼的孩子，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学
校中。

自 2013 年 9 月，潘梅芳调入云峰中
心学校以来，一直接任语文教学工作。凭
着对工作的赤诚和对孩子们的热爱，接
任的毕业班进步显著、成绩突出。潘梅芳
也先后荣获县 “教坛新秀”“优秀教师”
“三育人先进个人”“事业家庭兼顾型”等
荣誉称号。

从青涩懵懂的青春少女， 到成为一
家老小的坚强支柱，15 年中， 潘梅芳不

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在这段聚少离多的
爱情里，她始终选择默默付出，乐观面对
生活，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军嫂的坚
守和奉献。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
在替你负重前行。 ”每当潘梅芳在新闻中
看到这句话时，感触都非常大。 “这些年，
他参与了大量抢险救灾、 森林灭火等急
难任务，但在每次出发之前，他也从不告
诉我，只有等任务结束后，在我的再三追
问下才会说。 ”潘梅芳说，作为一名军属，
她更加了解和懂得军人的艰辛， 而在与
之相比之下， 她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微不
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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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过后快速启动理赔
青田每亩水稻最高可获赔 1000元

本报讯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舒旭
影）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使青田县不
少农作物倒伏受浸，损失严重。 为最大
限度减小农户的损失，连日来，青田农
业保险人员前往各乡镇对水稻进行查
勘定损，全力做好理赔工作。据介绍，青
田县水稻受害面积约 3000 亩，损失金
额达 17.5 万元，农户通过保险赔偿，受
灾水稻最高可获赔 1000 元/亩。

青田海溪乡西坑边村的朱松军今
年耕种了 100 多亩水稻，播种的水稻已
经处于抽穗扬花期，受台风“利奇马”影

响，大部分花被吹落，严重影响后期产
量。 由于买有水稻保险，朱松军的农田
有了保障，他表示，“这次受台风影响农
作物损失严重，还好之前投保了水稻保
险，受损的 60亩地能有理赔。 ”

据了解， 水稻保险的保费由财政
专项资金进行投保， 农户不需出一分
钱，只需到乡镇(街道)进行投保。 根据
保险条款规定，水稻受暴雨、洪水、泥
石流 、 山体滑坡等原因造成损失达
20%以上，将按照合约条款获得赔偿。

目前， 青田已经派出多个工作组

赶赴海溪、阜山、方山等多个农业大镇，共
50 多个行政村， 了解灾情和开展相关的
查勘定损工作。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受
损的涉农保险项目主要以水稻为主。

农作物是农户的命根子， 虽然政策
性农业保险不能补偿农户的全部损失 ，
但却保障了农户在失收的时候有重新耕
种的希望。 今年青田共有 355 个行政村
参与投保水稻保险， 投保户数达 10847
户，投保数量达 37000 亩。 近两年来，共
有 556 户受灾农户获得理赔， 理赔金额
95.6 万元。

缙云全力以赴打赢仙都灾后重建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姚驰 刘斌 通讯员

周艳萍） 8 月 12 日 13 时， 缙云县仙
都街道党工委书记柯国华结束了上午
的会议， 匆匆在街道食堂打了两个小
菜，15 分钟吃完了中饭后， 又召集街
道干部在会议室里商讨灾后重建事
宜。 尽管连续奋战略显疲惫， 但街道
干部们丝毫不敢懈怠，9 月的 5A 验收
在即，景区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
难点多，容不得大家唏嘘哀叹，更容不
得大伙有丝毫放松和迟疑。

8 月 9 日至 8 月 10 日， 受台风
“利奇马 ”影响 ，仙都街道普降大雨 ，

好溪上游洪水入侵 ，水位暴涨 ，在极
短时间内涌入景区各景点，造成在建
项目被淹， 旅游基础设施严重损毁 ,
游客服务中心 、 智慧旅游和地下管
线、道路和景观田园等场所设施设备
被洪水浸泡 、损毁 ，预计经济损失约
5300 万元。

“尽管我们的防灾准备已经做到
了极致，但台风还是给景区带来了严
重灾情，受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
的预想 。 ”柯国华告诉记者 ，现在景
区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已经暂时关
闭。

更令人心急的是， 仙都景区 5A 验
收将在 9 月进行， 眼下已经到了最后的
冲刺阶段， 突如其来的灾情着实让整个
缙云都始料未及， 留下补救的时间不多
了。

“台风要来我们拦不住，洪水要来我
们也拦不住，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
开展灾后重建， 充分发扬浙西南革命精
神，要全员发动，举全县之力帮助仙都打
赢景区重建的攻坚战。”缙云县委主要负
责人第一时间就对重建工作进行了系统
的部署。

于是， 这两天仙都街道全面铺开了

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 党员干部、民兵、志
愿者，机关单位、保洁公司、专业机构，全
县上下齐心协力，迅速投入到灾后重建之
中。

“仙都创 5A 是全县的大事，在这种危
急时刻，我们应该冲在第一线，为重建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自街道的党员应
晓洋， 已经连着 3 天在景区里担当志愿
者，清理景区垃圾，恢复景区面貌。

信心正在众人拾柴的火焰中重燃。 柯
国华已经向县委、县政府许诺，“用两个星
期，要让景区基本恢复，以更好的状态迎
接 5A 验收。 ”

受今年第 9 号
台风 “利奇马 ”影
响， 仙都景区水位
暴涨 ，造成在建项
目被淹 ， 道路 、地
面、监控、路灯等旅
游基础设施损毁 。
8 月 12 日，仙都景
区工作人员和当地
党员干部灾后第一
时 间 开 展 自 救 工
作。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许小峰 摄

农技专家一线指导
青田农户灾后自救

本报讯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叶
春笼）“台风把钢架、薄膜都吹坏了，我
们正在抓紧抢收， 尽量减少损失。 ”
在提子种植基地，青田海溪乡党员干
部以及农技人员来回穿梭于田间，忙
着帮农户抢收成熟的提子。

在提子种植基地，原本覆盖大棚
的塑料膜、纱网已被吹坏，不少直径达
9 厘米的钢筋水泥柱被吹歪， 在雨水
的冲淋下，现场一片狼藉。

农户王宙敏痛心地说，今年葡萄
产量高 ，品质也不错 ，原本是个丰收
年，没想到一场台风，就让他一下子损
失了近 6 万余元。 最让他担心的还是
提子树一旦长时间被水浸泡，就会出
现死树现象。

“抢收完提子，明天我们再来帮助
你重新搭建大棚、覆盖薄膜。 ”听完乡
党员干部的现场承诺，王宙敏顿时卸
下重担，连声说着感谢。

受今年第 9 号台风 “利奇马”影
响，除提子外，该县部分乡镇的其他农
作物也受损严重。 在舒桥乡叶店村的
农田里，10 多亩玉米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倒伏，不少玉米的根部裸露在外。
由于玉米根部位十分酥脆，非常容易
折断。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只能期待
玉米自然恢复生长后，再采取相应的
措施进行补救。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该县农业农
村局农技人员已奔赴各个乡镇，指导
农户采取灾后自救措施，使受灾作物
及时得到护理 、培育 ，尽量挽回经济
损失。

●“老兵”风采和寻找丽水“麦香”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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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期丽水
人文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 （记者 马艺晋 通讯员 杨金花）8 月 10 日
上午， 第 122 期丽水人文大讲堂在丽水市博物馆开讲。
本期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专家萧放教授主讲《二十四
节气与民俗》，分享该如何传承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深究世界非遗“二十四节气”的现实意义。

萧放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
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兼中国
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委员
会委员。主要研究岁时节日文化、传统礼仪文化。主持多
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出
版著作 10 余部。 曾两次获中国文联山花奖学术著作一
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全国高校
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萧放教授从二十四节气时间体系的起源于定型、节
气时令信仰与仪式民俗、 节气时令饮食与养身保健民
俗、二十四节气的当代意义与价值等四方面，阐释了二
十四节气对中国人在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让在场观众对“二十四节气”和我国的民
俗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遂昌成为两院院士
疗休养目的地

本报讯（通讯员 隋科）8 月 9 日，在丽水市科协组
织下， 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共 8 位院士到遂昌疗休养。
院士一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位于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
园的黄金科普馆， 了解遂昌金矿一千多年开采历史、中
国黄金文化及金矿地质、采矿、选矿、冶炼等过程。 在千
佛山景区，院士们漫步在“江南小九寨”，感受遂昌山水
魅力、放松身心。

去年，经过遂昌县科协推荐，该县三家精品酒店和
高端民宿获得丽水市首批院士（专家）疗休养基地称号，
这是遂昌县科协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具体举措。今后
该县将继续做好院士专家等高端人才来遂疗休养的服
务工作，为专家们创造良好休息放松条件的同时也积极
听取专家意见建议， 为遂昌高质量绿色发展出谋划策。
同时积极对接两院院士， 利用院士来遂昌疗休养的机
会，院士专家和遂昌县企业提供交流平台，积极促成合
作。

莲都“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启动
多形式展示中医药健康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金晶
姜丽雅）近日，中医中药中国
行———2019 年莲都区中医
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在纳爱
斯广场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莲都区卫生
健康局主办， 丽水市中医医
院、莲都区中医医院承办、浙
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协办
的大型中医药科普活动，旨
在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提
升民众健康素养。

莲都区卫生健康局党
组书记 、 局长吴丽云在启
动仪式上说 ， 中医药事业
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
起点上 ， 推进中医药继承
创新 ，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 ，为群众健康服务 ，是人

民的期盼 ，政府的责任 ，更是
我们中医药工作者的使命 。
我们要紧紧抓住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战略机遇 ， 进一步加
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建设 ，积
极制定有利于中医特色优势
发挥的政策 、措施 ，倡导 “每
个 人 是 自 己 健 康 第 一 责 任
人 ”的理念 。 不忘 “百姓健康
守门人 ”的初心 ，全力提高人
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 致力于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的健康服务。

在活动现场， 展示了武术
表演、 太极表演、 健身气功大
舞、 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等中
医养生健体功法及中医文化节
目， 展现当代人对中医药健康
文化的传承。

现场设有大型义诊及中医
展览体验，设置“望”“闻”“问”
“切 ” (中医四诊 ) 四个区域 ，
“望”中医药知识，“闻”中医药
材，“问”灯谜中隐喻的药材，知
名中医专家为市民 “切” 脉诊
治。 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带领市
民走进中医世界， 领悟岐黄智
慧， 让市民切身感受到中医的
魅力。

在《中医药法》宣传区 、中
医药发展成就展示区， 中医药
体验和健康养生宣传区， 现场
群众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中医药
发展的法律保障， 获取中医养
生保健知识，体验中医护理、冬
病夏治等中医特色疗法， 感受
中医药健康文化魅力。

“颜值”高 “味道”好 农旅融合势头强

云中大漈坐享生态红利
本报讯 （通讯员 叶芬芬）“来到大漈

一定要尝尝这里的高山冷水茭白，氨基酸
含量特别丰富，味道清新，回味甘甜，凉拌
或清炒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还可以生
吃。”日前，来自杭州的游客张先生热情地
给一众游客解说，为大漈生态吆喝。

云中大漈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海拔
1030 米的高山盆地内 ， 年平均气温
13℃，7～8 月日平均气温高于 30℃的天
数不足 5 天， 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超过 10000 个， 是国家级生态乡、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纪委杭培中心教学实
践基地。

这几年，大漈乡以打造“云端上的天
空之城”为目标，全力挖掘生态资源，探
索“气候宜居”“气候养生”等乡村休闲避
暑游发展模式，先后配齐了景区游步道、
高山骑行绿道等基础设施； 依托气候优
势，培育并发展了高山冷水茭白、高山黄
桃、高山反季节萝卜、大漈咸菜等特色农

产品品牌，农旅融合发展势头强劲。
自 2015 年到访后，张先生就对大漈

“一见倾心”：这里高山屏障，烟雾弥漫，
既可“感受风的呼吸”，又能“听见云的心
跳”。

“今年是第五次来了，每次来都要住
上十天半个月。”张先生笑称自己有很深
的“大漈情结”，除了是资深的“老大漈”
外，还是大漈的“生态宣传员”，“大漈是
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生态，我发动了很
多亲戚朋友一起来玩。 ”

和被大漈“颜值”所吸引的张先生不
同，在温州经营酒楼的洪师傅更被大漈的
“味道”所打动。 这几天，洪师傅带着厨师
长来大漈采购食材。 “近几年丽水生态农
产品的名头打得很响，我得赶紧过来买一
些生态蔬果、 特色山珍， 丰富店里的菜
品。”令洪师傅欣喜的是，这次他除了买到
了大漈的“招牌”———高山冷水茭白外，还
收获了大漈田螺、泥鳅、黄鳝，应季的大漈

黄桃、特制的农家干菜、大漈咸菜等众多
“土味”。

“一方生态造就一方美味，这里的食
物不仅味道好， 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都
很高。 ”洪师傅笑言不虚此行，“等秋季小
佐红米收割时，我们还得再来一趟。 ”

据统计，今年暑期以来，云中大漈日
均客流量达 4000 人左右， 各类民宿、农
家乐一铺难求， 上半年景区门票收入同
比去年增长 42.8%。 7 月份省气象部门公
布的省内 100 个避暑气候胜地中，“云中
大漈”赫然在榜。

生态带火了旅游继而拉动经济 ，使
得大漈的乡亲们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
“生态红利”， 大漈农旅融合的步伐也迈
得更加稳健和坚定。 大漈乡乡长吴雯雯
说：“下一步， 我们将着手建设潘宅村高
山运动休闲养生基地， 同步推开小佐村
梯田认租高山农事体验项目， 全面打响
避暑大漈、养生大漈的生态品牌。 ”

我市社科理论界
开展学习贯彻市委

四届六次全会精神研讨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通讯员 谢佳敏）日前，市委

宣传部、市社科联召开全市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市委四
届六次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四届六
次全会精神，推进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走深走
实。

研讨会上，来自我市社科理论界的 8 位专家、学者
结合自身工作领域，从不同角度围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进行了研讨交流。

“浙西南革命初心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党性和
灵魂。 而青年是社会最活跃也是最有创造力的群体，更
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团市委副书记孔金峰表示，青年
群体的初心不会凭空形成，需要全国全党进行科学系统
的引领，“政治上要做好思想引领，经济上要给青年发展
希望，文化上要树立正确风向。 ”

而作为教育领域的代表，在丽水电大教授施蕾芬看
来，学校与改革开放风雨同舟，在转型发展之际，要大力
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使“红色”成为校园文化一道最亮
丽的色彩。 同时，做好“校企校”直通车、“领雁学历提升
计划” 项目以及农民大学生培养项目等特色学历教育，
并主动为各行业提供非学历教育，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
展培养实用型人才。

在听取了专家、学者代表的发言后，会议要求，大力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社科理论工作者要强化学习
研究，在事关丽水发展的科学理论方面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要进一步创新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的平台载体，深
化老品牌、打造新品牌，研究解读践行“两山”发展理念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推进理论大众化；要建立
“联”的机制，充分发挥社科联在加强党和政府同广大社
科理论工作者联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最大范围地团结
最强力量参与到社科理论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