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洲同乐过中秋
中西合璧别样情

青田全球直播
“乡村华侨风情节”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林园
园）赏月猜灯谜、品尝红酒及咖啡……
9 月 12 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一场
兼具“家乡味”和“异域风”的乡村华侨
风情节在侨乡汤垟港源水村文化礼堂
热闹上演， 旅居巴西和意大利的青田
汤垟华侨华人，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
和当地村民跨越时空和地域， 一同度
过了圆满喜乐的中秋佳节。

文化礼堂广场前 ， 一片喜气洋
洋，高挂的灯笼、有趣的字谜、祈福的
红丝带等传统中秋元素布满了各个
角落。 赏月品咖啡、游园品洋货、看花
猜灯谜……红酒及咖啡等西方美食，
混搭农特产品以及中秋传统美食月
饼，让村民们过了个带有“洋味”的中
秋。 “我们既能品尝到地道的月饼，也
能品红酒、喝咖啡、尝哈蒙等，这不仅
是中西美食的碰撞，也是我们青田侨
乡的特色。 ”市民邹先生说。

文化礼堂内，“五洲同乐过中秋”
联欢晚会在青田百鸟灯舞中拉开了
序幕，随后，越剧等传统节目轮番上
演。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巴西、意大
利，华侨华人们也举行了形式多样的
活动以庆中秋佳节。 此次晚会和巴西
以及意大利分会场进行了现场连线，
透过大屏幕，旅居巴西的汤垟华侨为
家乡的父老乡亲献上了热情洋溢的
异域风情舞蹈《桑巴》，以寄托海外游
子对家乡的思念。 “据不完全统计，汤
垟有近 3000 人旅居在巴西， 我们希
望通过这场中秋晚会，让海外的汤垟
人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情。 ”汤垟乡贤
会成员朱观平表示。

月是家乡明，人是故乡亲。 朱观
平表示，中秋意味着团圆，此次他专
门选择在中秋节回到家乡，就是为看
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家”的
氛围。 汤垟乡是青田著名侨乡之一，
海外汤垟华侨近 9000 人， 常住人口
中 95%以上是归侨侨眷。 汤垟的华侨
分布在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
年来，汤垟华侨为家乡建设累计捐款
1500 余万元，捐资项目达 60 余个。

“此次乡村华侨风情节是为了让
侨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经济发展，同
时丰富广大侨民侨眷的精神文化生
活，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递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家乡
亲友对游子的关爱。 ”汤垟乡党委书
记陈迪标表示。

云和开展形式多样中秋敬老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程鹏鹏）“月饼和面条， 这不仅仅只
是一份礼物， 还代表了党委政府对
我们老人浓浓的爱， 我们的日子是
越过越幸福了。 ”日前，家住云和县
紧水滩镇牛头山村的 90 岁老人阙
求利收到了镇工作人员送来的中秋
礼物， 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连声道
谢。

中秋节期间，云和县社会各界
广泛开展敬老活动，为老人送上节
日的祝福和礼物，积极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

统美德，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起关
爱老人的浓厚氛围。

“今年中秋节 ，我们定制关爱
服务， 为全县 543 名 90 岁以上老
人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月饼和面条，
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云和县民政
局党组副书记李叶平告诉记者，月
饼意寓着团圆， 面条意寓着长寿，
他们希望通过此种方式，与老人们
共同分享中秋佳节的喜悦与快乐，
让老人们乐享幸福新生活。

“我们为参加活动的老年人送
上月饼等中秋礼品，希望他们每天

都能像今天这般开心、快乐。 ”近日，
云和县慈善总会、 白龙山街道箬溪
社区联合开展了“迎中秋·慈善进社
区”关爱活动，并借此机会让更多的
社区居民了解慈善工作， 积极倡导
广大居民参与慈善事业， 共同关爱
身边弱势群体。

“马大爷，到时候记得过来吃饭，
不要忘了。 ”连日来，赤石乡赤石村村
干部忙着通知村里的老人参加今年的
敬老宴，“赤石村一直以来都有敬老的
传统， 已经连续多年在中秋节前后举
办敬老宴。 ” 赤石村党支部书记汤贞
荣说，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邀请乡卫生
院、志愿服务队等，为村里老人测量血
压、 修剪头发等， 让老人安享幸福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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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三娘”的园丁梦
———记悦圆家庭农场负责人曾少华

本报记者 徐小骏

虽然已是家庭农场负责人，
但曾少华依旧每天忙得不可开
交，白天甚至连刷一下微信的时
间也没有。 “我们就是干活的人，
活没干完就停不下来。 ”曾少华
笑称。

由于家中姐妹排行老三，外
加干活卖力， 曾少华被人称为
“拼命三娘”。 上世纪 90 年代，从
工厂下岗后的她与丈夫瞄准了
花卉市场，决定大干一场。 “为了
能够早日投产，我们夫妻俩起早
贪黑，四处借款，还从外地购进
了大量观赏盆花。 但那会儿龙泉
盆花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意
并不是很好。 ”曾少华回忆。

而更让她雪上加霜的是 ，
1999 年，一场 50 年一遇的冰冻
灾害让她 “全花覆没”。 自那时
起， 曾少华有了一个大胆想法，
从外面引进还不如自己种植。 随
后，她与丈夫信心满满地租来农
民土地，尝试种植鲜花，可由于
技术欠佳，第一批种植的鲜花有
三分之二不是枯萎就是不开花，
让她损失数万元。

直到 2013 年， 曾少华从电
视上看到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
“家庭农场”概念，才让她重新燃
起了“园丁梦”。 “当时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流转，这真是我们农民的好
消息。 ”随后，曾少华向当地农业
部门咨询政策和意见，并于同年
6 月，创办起了悦圆家庭农场。

农场坐落于龙泉市兰巨乡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内， 占地 50
余亩，总投资额 80 余万元，并配

套建设有 60 余个日光温室大
棚和现代化生产设施。 目前，农
场年产盆花 3000 盆，扶郎花等
鲜切花 200 余万枝， 还先后被
评为丽水市示范性家庭农场、
首届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等。

随着几年发展，悦圆家庭农
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种植的非
洲菊等鲜花品种更是占领龙泉
鲜花店 70%市场，同时辐射到了
整个丽水市场。 “乡村真是一个
广阔天地，如今我们是越干越有
劲头。”曾少华说，自己的农场始
终以质量为本，服务为先，以科
技为翅膀，以市场为导向，产品
品质颇受客户欢迎。

下一步， 悦圆家庭农场还
将以优化环境氛围为指导思
想，逐步完善和营造蔬、果、卉
与乡土文化的有机融合， 以此
来打造户外氧吧， 发展休闲农
场观光旅游。

9 月 12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廊桥议事活动在中国廊桥之乡景宁红星街道畲
乡廊桥内举行，这是该县省政协畲乡委员会客厅开展的第二场主题活动。参加活
动的省市县政协委员，带着中秋月饼，来到红星街道畲乡廊桥，听取老干部、社区
群众及过往游客对示范县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现场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之
后，促成相关问题进入党政决策视野。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李肃人 摄

我们的节日

——— 中秋节

让诚信的力量不断生长
近日， 国家城市信用状况

监测排名报告出炉，今年 7 月，
在全国 262 个地级市中， 我市
信用排名 27 名，信用综合指数
85.35 分。 我们注意到，从今年
2 月开始， 我市的信用排名月
月有新提升， 从 59 名跃居到
27 名，稳步实现五连升。 信用，
正成为我市的又一张金名片。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 中国人历来重视
诚信。商鞅立木取信推变法、重
耳退避三舍报楚王等故事至今
被大家传为美谈。信用，是一种
无形的资产，有着无形的力量。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个人、企业
还是城市，信用不可或缺。良好
的信用，对于个人来说，可在各
种公共服务、 城市生活中享受
到便捷；对于企业来说，可获得
融资、贷款等优惠待遇，而对于
城市来说，将更容易招商引资、
吸纳游客。信用，正成为一座城
市举足轻重的软实力。

我市诚信排名能有今天的
成绩， 是多年来不懈努力结出
的硕果。 近些年，我市以法制为
基础，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褒
扬诚信、惩戒失信为手段，大力
推进诚信丽水建设。 市委、市政
府相继出台了 《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的实施意见》 等十几个制度文
件， 并在完善信息共享的基础
上， 建立联合奖惩制度和诚信
红黑榜制度，同时，利用各大媒

体平台， 依法依规进行信息公
开，营造出一种“守信者一路畅
通，失信者寸步难行”的浓厚氛
围。

如今，诚信已在我市蔚然成
风。 莲都区的陈金英退休后创业
起家生产老年人羽绒服，资产一
度达到一千多万元，但后来由于
工厂资金周转困难， 欠下巨款。
87 岁高龄的陈金英却没有申请
破产， 而是承担起所有债务，经
过多年努力， 最终全部偿还，并
被评为“全国十大守信人物”。 云
和六年级学生吴佳妮捡到 3500
元钱，及时报警后，找到了心急
如焚的失主———一位退休的残
疾老人。 就在前几天，市区的谢
女士打车时没带钱， 坐了一回
“霸王车”，但她下车后相继通过
朋友圈、媒体寻找的哥，还上了
十多元的车费。 她说，如果她不
讲诚信，说不定以后的哥就不会
再帮助有困难的人了。 这一个个
鲜活的、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美好
的诚信事例，最终变成那一个个
不断上升的信用排行榜上的数
字， 展示着我市的信用状况全
貌。

素信者昌。 当今时代，拥有
信用才拥有未来。让我们行动起
来，继续推进诚信建设，让诚信
的力量不断生长，让丽水这座城
市焕发出无尽的生命力。

（潘凤群）

200余名农民工工地喜过中秋
本报讯 （记者 蓝吴鹏）9 月 11

日晚 7 时， 市区水东公寓二期项目
工地现场灯光璀璨、 人声鼎沸。 一
场迎中秋主题晚会在此精彩开场。
而当晚的主角， 便是项目现场 200
余名农民工兄弟。

原来， 为给身处异乡的农民工
兄弟过一个别样的中秋佳节， 项目
实施单位———浙江万寿建筑工程公
司经一个多月谋划， 编排了这台中
秋晚会。

“我们项目上所有工友都来自

外地，因为工作，中秋节都不能与家
人团圆。希望通过这样的联欢晚会，
让他们也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公
司副总经理邱素红说。

18 岁的塔吊司机带来了独唱
《不要说谎》， 质安部管理人员演绎
了小品《转变》，钢筋工张克正演唱
了歌曲《别知己》……从工地取材，
在工地演绎， 平日里干惯粗重活儿
的建筑工人表演起文艺节目， 依然
有模有样。

江西九江的钢筋班组长郭贵洪

听着歌曲 《望月》， 在台下心里一阵
酸。 45 岁的中年男子，第一次在异乡
过中秋。 与郭贵洪首次离家不同，来
自云南昭通的李永兵却早已习惯这
样“不团圆”的中秋。在江浙地区打工
近 20 年， 李永兵年年只能通过电话
或手机视频与家人互相问候。

晚会现场， 李永兵还把 10 多年
前吹葫芦丝的手艺搬上了舞台，一曲
《月光下的凤尾竹》 将现场工友们的
思绪都带回了遥远的家乡。

当天，项目部还组织工友们开展
拔河、下象棋、打兵乓球等活动，发放
月饼、水果等慰问品，并请大家享用
了一顿丰盛的中秋晚宴。

文化品牌强强联手融合发展

山下阳古村“联姻”丽水摄影节振兴乡村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王

华平）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午后，松
阳县山下阳村迎来一群特殊的文化考
察者： 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
术设计系副教授邓岩团队和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姚璐。他们走进山下阳村“拯
救老屋”项目———张氏祠堂，为 11 月
将在这里举行的 2019 丽水摄影节高
校“10+”全国高校“教与学”展览研讨
活动考察场地。

顺着村庄数十条鹅卵石铺成的古
巷道，考察队走进山下阳。 这里曲径通
幽，层出不穷的老村古巷将村庄分割成
若干个“口”字建筑群，马头墙使得巷道
逼仄而幽深，一座座大屋被分割成一个
个独立而连接的空间， 别有一番新天

地。考察团队边走边看，边看边聊，讨
论着如何让一座古宅成为一个高校
摄影展览馆，让一面门板化身一道摄
影文化墙。

走进巍峨的张氏祠堂， 人们仿
佛穿越到明清时期。 由丽水摄影节
组委会和中国美院、 中央美院等全
国十八所重点摄影专业高校共同组
织策划的“教与学”展览研讨活动主
会场和主展馆拟选在这里。 张氏祠
堂经过“老屋拯救计划”的修缮，如
今已经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 今年
初， 这里还举行了以山下阳村为主
题的摄影展。

当 了 解 到 丽 水 第 一 个 照 相
馆———“精美照相馆”的创始人张礼

明和张礼由就来自山下阳村， 更坚定
了高校教授们把展览放在丽水古村落
的决心。 “丽水有厚重的摄影文化，古
村落是丽水的农耕文化之源， 这里融
合了古村落文化和摄影文化， 确实是
个策展的好空间。 ”姚璐告诉记者，张
氏祠堂内部空间大， 安排十八所重点
摄影专业高校进驻展览，能起到“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同时也是高
校摄影对乡村振兴话题的重新诠释。

山下阳村党支部书记何跃法表
示，因靠近县城，山下阳有着富饶的过
往。 如今山村年轻人少了， 学堂撤并
了，只剩下老屋、古巷和老人。 松阳县
“老屋拯救行动”启动后，山下阳村把
张氏祠堂列为第一个修复对象， 从每

一片瓦， 到每一块砖， 再到每一个梁
木， 老屋的每一点变化凝聚起每一个
村民对乡村振兴的期许。

“11 月，丽水摄影节进驻山下阳，
将成为村史上的一件大事。 ”何跃法笑
着说， 丽水摄影节期间 , 让高校的学
生、老师都住进古村不要走了。这里有
精美整洁的民宿和热情好客的村民，
让来自全国的摄影家和“未来摄影家”
都能记住山下阳，常来山下阳，定点山
下阳。

“2019 年村民最期待的三件大事
是完成旧村改造、AAA 级景区村创建
和古村美化绿化。如今，我要在里面再
加上一条，在小山村实现摄影文化‘联
姻’山下阳。 ”何跃法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