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庆元县博览菇乡城市
书房正式对外开放。博览菇乡
城市书房位于县城国际大酒店
一 楼 ，现 有 各 类 书 籍 10000 多
册。

据了解，这样的“城市书房”
目前在庆元有 3 个，根据不同书
房的特色，有针对性地配置了不
同种类的书籍万余册。每个书
房还依据自身特色，不定期开展
各种读书会、创意交流会、沙龙
等活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记者 陈炜 吴丽萍 摄

精神粮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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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程铃惠 温敏）“水南大
桥永利超市门口存在乱停车，现已造成交通堵塞，建议相
关部门到场处理，谢谢！”近日，万象街道凤凰社区的流
动网格员在配送外卖时，看到街边违停现象，随手拍照发
送到“小巷助手”微信群里，社区工作人员核实后便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

这样的治理小细节，走进万象街道，随处可见。今年
以来，万象街道聚焦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党建统领、网
格智治为核心，通过打造“智慧监护”数字化场景、培育

“医疗走亲”服务队伍、构建“小巷助手”网格团队等方
式，走出一条“党建统领、精准服务、协同共治、幸福同
行”的现代社区建设新路径。

在绿城钟秀园、通惠园等 20个点位，560个智慧门磁
已经服务了 2980人次的居民。针对独居老人，“智慧门
磁”可高频采集独居老人用水用电情况，管控数字后台通
过实时更新设备数量、运行状态、报警求助等数据信息，
判断独居老人生活状态，实现特殊群体 24小时动态化精
准守护。同时，针对管理居家隔离人员的特殊情况时，依
托“智慧门铃”也可以制定纳管人员管控方案、建立动态
管理网格机制，代替传统的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巡检工作。

如何第一时间服务好社区居民，万象街道还积极开展
“网格走亲”推动网格善治。在网格走亲中，万象街道重点
聚焦年老体弱、低保低边等特殊群体需求，根据网格划分
情况确定走亲路线，通过逐门逐户上门详细排摸的方式，
掌握网格居民信息，收集社情民意，形成“一个网格一本民
情账”。同时，社区还从绿城各小区业主中招募33名医务
工作人员，组建“医疗走亲服务队”，定期为各园区居民开
展义诊活动，提供高效化、一体化、个性化定制服务。截至
目前，已开展“医疗走亲”活动 2次，服务辖区群众 150人
次，逐步形成贴心、暖心、放心的幸福共同体。

外卖员、快递员走街串巷，是社区情况的实时观察
者，凤凰社区就充分发挥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群体流
动性强、熟悉社区街巷的优势，吸纳他们成为社区流动网
格员——“小巷助手”。通过建立积分兑换、星级评定等
制度，鼓励他们将辖区网格内存在的环境脏乱、占用消防
通道、重大安全隐患、公共设施损坏等问题，随手记录并
发送至微信群告知社区工作人员，使“小巷助手”成为社
区基层治理的“前哨兵”，推动生活物流网与社区网格

“双网合一”，进一步延伸社会治理触角。目前，凤凰社
区已召集“小巷助手”11名，发现并协助专职网格员整改
辖区隐患 14个。

精准服务 智治为民

万象街道打造“幸福邻里”
赋能现代社区建设

记者 刘烨恒 黄晓俊
通讯员 林明 张青青

畲歌嘹亮庆丰收，畲舞翩翩感党
恩。9月 23日上午，2022中国农民丰收
节——郑坑乡第五届畲寨秋收大会在景
宁郑坑乡吴布村举行，畲汉群众欢聚一
堂，举办丰富多彩的畲族特色民俗活动
庆祝丰收。

欢聚一堂共庆丰收

风吹麦浪，丹桂飘香，即将迎来丰收
的喜庆日子，人们欢聚在郑坑乡吴布村，
共同举办 2022 中国农民丰收节——郑
坑乡第五届畲寨秋收大会。

在郑坑乡吴布村，200余亩梯田丰收
在即，田里金黄的稻穗颗粒饱满，微风吹
过，泛起层层稻浪。

稻田里，看着一排排沉甸甸的稻穗，
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村民们手持镰刀，
弯腰割下今年第一捧稻谷，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活动主场地吴布村古戏台广场农产
品展销区，现场展销的畲族特色小吃及
郑坑乡特色农产品，吸引着村民及游客
们纷纷驻足品尝。

在浙江九曲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展台
前，前来品尝该公司特色红茶的游客络
绎不绝。

“今天来喝茶的客人非常多，我们水
都来不及烧。”该公司负责人邝才峰一边
在展台前忙碌，一边笑呵呵地说，“大家
喜欢喝我们的茶，这不刚好证明茶好
嘛！”

“当时我一到郑坑乡，就被这里的好
生态给吸引住了。”2013年，在政府的招
商引资下，从事茶叶加工行业的福建人
邝才峰，选择来郑坑乡创业。

“郑坑乡平均海拔在 700米以上，地
理条件加上优异生态非常适合茶叶种
植。大家都知道，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邝才峰说，虽然郑坑乡具有先天优势，但
原先村民们种植茶叶经济效益并不高。

为了给大家带来新出路，邝才峰另
辟蹊径，借助郑坑乡的好茶叶，融合自身
所拥有的红茶制作经验，打造出“九曲惠
明”红茶，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的同时，
极大地提升了当地茶叶附加值。

“高峰期时，光采茶工就需要一百多
人，再加上帮忙除草、施肥等基础建设的

工作需要，乡亲们都可以在我们这找到
工作。”不仅帮助郑坑乡茶叶打开市场，
邝才峰还带着村民们共同致富。据介
绍，近年来公司每年能够为村集体以及
村民个人增收 40多万元。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在梯田间展示
了各种运用于小面积田地的机械农具。
随着发动机隆隆响声，一台台现代化机
械在梯田间忙碌，进一步凸显机械强农
的魅力。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开心，不仅
粮食大丰收，村子现在建设得也越来越
美丽，道路修得越来越宽，基础设施建设
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更是越来越幸
福。”村民雷松海说。

丰收节现场“畲味”十足

从 2018年起，郑坑乡连续成功举办
五届农民丰收节，每一届都有丰富多样
的畲族传统活动。

今年的丰收节上，郑坑乡在欢庆丰
收的同时，融入了非遗表演、畲族民俗展
示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共享
丰收喜悦，感受独具魅力的乡土文化和
美丽乡村的崭新面貌。

当天上午，在吴布村路口，人们穿上
畲族传统服饰，唱山歌、献彩带、敬大碗
茶，每一位前来的游客都感受到了浓浓
的畲乡风情。

上午 10时，欢快的歌声拉开了秋收
大会的帷幕，传统的畲族舞蹈讲述了畲
民们丰收时节的喜悦之情，

“原来畲族传统运动这么有趣味
性。”现场，景宁市民韦卫美第一次体验
了山哈三火运动，颇具挑战且富有趣味
性的活动，让她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摇
锅、竹竿舞、龙接凤等畲族体育运动，同
样吸引了不少游客上阵体验。

广场一侧，66岁的吴布村村民雷爱花
坐在编织工具前，双手飞快地来回穿梭，向
大家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
彩带编织技艺。

“我从小时候就学会了编织畲族彩
带，手艺还是奶奶教会我的。”雷爱花告
诉记者，从前日子贫苦，小山村里物资匮
乏，五彩斑斓的畲族彩带，自然就成了畲
民们衣物上重要的装饰物，“以前只有逢
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才能穿上有彩带装
饰的衣服。”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山中的郑坑畲

民过上了好日子。“赶集时能买到的漂亮
衣服越来越多，我们再也不用辛苦编织
彩带了。”雷爱花说。

在雷爱花一家人的努力下，子女们
纷纷走出大山，走进城市，“两个孙女一
个在宁波上大学，一个在城里上中学，日
子也越来越有盼头。”

雷爱花告诉记者，现在她还会去田
里种稻谷，但已经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
了让子女们吃上放心米饭。

过上了好日子，雷爱花没有放下畲
族彩带编织技艺，“看到大家对畲族彩带
这么感兴趣，我也很开心，希望将这门传
统手艺传承下去。”雷爱花说。

郑坑乡梯田间，游客们在畲族法师
和畲族姑娘的引领下走进稻田，欣赏到
原生态畲族非遗文化“上刀山”“下火
海”，共同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平平安安。

多彩乡村游吸引各地游客

“第一次看到‘上刀山’表演，我觉得
这个活动代表着畲民们对丰收的期望，
挺神圣的。”金黄的梯田间，来自中国美
术学院的胡亦渏同学，不停地用手中的
相机拍下原生态畲族非遗文化“上刀山”
的每一个细节。

当天活动中，胡亦渏和几位中国美
院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景宁毕
业采风。“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
县，我们想在这里寻找灵感，积累经验。”
胡亦渏说，丰收节上丰富的活动让她受

益匪浅，“亲眼所见的这些畲族传统文
化，对我今后的创作很有帮助。”

当天上午，来自杭州的自驾游游客
张佳，与家人一起欣赏畲族传统文化、在
梯田间合影留念，玩得非常开心，“我一
发朋友圈，就有很多人问怎么才能来这
里。”

“为了丰收节，我们已经在郑坑住了
三天。”记者了解到，原本张佳和家人们
只准备在郑坑乡稍作停留，得知丰收节
即将举办，他们特意多逗留了几天。为
了深入体验畲族文化，当天张佳和家人
还特地借了几套畲族传统服饰。

“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清新的空
气仿佛‘洗肺’一般。”张佳说，除了传统
畲族文化，丽水的好生态让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接下来我们还准备在丽水玩几
天，以后还会带着家人朋友们再过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
业态日益丰富，郑坑乡通过盘活闲散资
源来撬动社会资本，实现村民致富、集体
增收，让百姓共享乡村旅游、特色研学的
发展红利，为乡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
基础。

“我们始终以‘秘境畲寨、醉美郑坑’
为发展定位，致力打造有品质又精致的
共同富裕民族样板乡镇为发展目标。畲
汉群众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努力推动我
们实现乡村大发展，农民大丰收，奋力谱
写畲寨郑坑、金色粮仓的新篇章。”郑坑
乡党委书记杜华俊介绍。

景宁畲寨郑坑载歌载舞庆丰收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叶炜婷 通讯
员 吕晓俊）白露过后，渐入深秋。龙泉
市龙南乡村民上山探访了3000余棵百年
香榧树。再过半个月，漫山遍野落满野
生香榧果，村民拾起果实将其榨成“金灿
灿”的香榧油，酿成醇香的香榧酒，加工
成香榧精油、面膜等高附加值养生产品。

20年前，龙南乡兴川村、建龙村、粗
溪村所产龙南香榧曾占领浙江市场。好
景不长，随着壳薄、核大、口感脆爽的人
工种植香榧进入市场，龙南人手中的野

生香榧逐渐无人问津。
“炒制出来的龙南香榧，口感不如人

工种植的香榧，但野生香榧的优势主要
在高海拔、纯天然、无污染。榨出的香榧
油，自然属性更好，可凉拌食用，可养生
降脂。”龙南乡党委副书记吴振兴这样说
道。

吴振兴还是杭州医学院结对龙南乡
帮扶工作组常驻干部。工作组发动村民
捡起散落在地的野生香榧果，并多方筹集
资金，成立浙江顶峰生态农业公司和龙泉

芳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野生香榧
油、面膜、食品和洗漱等深加工产品。

2020年底，顶峰生态农业还与兴川
等三个村联合成立“龙泉凤羽川井农业
科技公司”，在龙泉市区设置厂房开始工
厂化生产。据了解，今年第一批香榧还
挂在枝头，就通过订单产品的形式卖进
了杭州市场。

据“龙泉凤羽川井农业科技公司”初
步核算，每棵香榧树在 20 天的产果期
内，估计将为村民带来每人 3000元的收

益，销售后将为 3 个村集体每年带来
41.6万元收益。

此外，龙泉芳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还在 2022年 3月获得了 900万元风险意
向投资，开发研制出香榧油酸奶、糕点等
新产品，通过网络直播，收获大量粉丝。

凉拌沙拉、芝士奶盖、保健药酒……
经杭州医学院、省农科院等科研平台研究
发现，由龙南香榧油做成的保健食品，富
含金松酸、角鲨烯、香榧脂、生育酚和多酚
等调节免疫力、抗辐射、抗肿瘤、抗病毒，
以及促进皮肤健康、延缓衰老的多种营养
成分。在不远的未来，龙南乡相关香榧企
业将以全丽水的野生香榧为原料，让山民

“拾”出来的香榧共富路越走越宽。

科技帮扶为龙南百年香榧打开销路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刘婷 刘文杰）“参加
志愿服务积累积分，换取一些生活洗护用品。不仅让
自己过得有意义，还让乡村卫生面貌越来越好。”日
前，在景宁梅岐乡新时代文明实践“道德银行”积分兑
换超市，村民赵延进拿着“道德银行”积分兑换的物品
高兴地说。

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充分发挥道德力量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梅岐乡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点），联合银座村镇银行探索开展“道德银行”
建设工程，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社会多元化治理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畅通民情民意沟通渠道，形成了村社治理体
系的新抓手。

“道德银行”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村民沈玉英经常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
净净，并且孝敬老人、积极参与村里的公益劳动，赚了积
分，并在“道德银行”兑换了香皂、洗洁精等生活用品。她
说：“村里的这个‘道德银行’非常好，可以兑换的东西很
多，我们做好事都有积分可以领，大家都很积极。”

接下来，梅岐乡还将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点），跟进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传达重要会议精
神等，加快推进县
域 移 风 易 俗 等 精
神文明建设进程。

梅岐乡“道德银行”积分兑换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舒旭
影）近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了“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种养能手类、创业创新类、农村电
商人才类获奖选手名单，其中来自青田
的徐冠洪荣获“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
大赛（种养能手类）水产养殖一等奖，他
也是全省唯一获得此奖的选手。

今年 50 多岁的徐冠洪曾当过中学
物理教师，还曾到过意大利、法国、西班
牙等国家。2005 年恰逢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被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徐冠洪看到家乡稻田养鱼的广阔前景，
踏上了回国的归程。回国后，他在老家
仁庄租赁下 50 亩闲置土地创办愚公生
态农场，开始从事稻鱼产业。

多年来，一有空，徐冠洪就往农场里
钻，多年和田鱼的相处，让他摸透了鱼的
习性。现在徐冠洪已拥有三个基地，愚公
生态农场是田鱼原种保护、繁育培育为主
的基地；方山的育苗基地用来孵化、培育
正宗青田田鱼；而仁庄冯垟的省级稻鱼共

生示范基地主要做稻、鱼种养比例的实
验。

经过不断实践和经验积累，徐冠洪
慢慢掌握了鱼与稻之间巧妙的平衡、田
间管理的技术，稻米与鱼产量也随之上
升。他家的稻鱼米多次获评国家、省、
市级优质稻鱼米，在品牌效益的加持
下，稻鱼米最高卖到了 56 元每公斤，稻
鱼基地也从原先 50 亩发展到了如今的
240亩。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徐冠洪给自已增加收入的同时，还
不忘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民加入稻田养
鱼产业。在青田县政府的牵线下，徐冠
洪还参加了东西部合作帮扶工程，把青
田田鱼“远嫁”到四川省古蔺县，为他们
提供鱼苗，带去技术，带动大家共同致
富。

获得此次大奖后，徐冠洪觉得自己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未来，我要做好、做
精‘稻鱼共生’产业，当好农遗保护者、传
承者和发展者。”徐冠洪说。

青田农民徐冠洪获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叶辛 汪峰立 通讯员 陈刚辉）日前，

由缙云县人力社保局举办的“2022年乡村振兴合作带头
人创业培训班”在黄龙研学基地开班，培训旨在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致富带头人
先行一步，作出示范，进一步发挥“领头雁”引领产业发
展的作用，促进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实现创业增收。

据悉，本次培训课程以“政策解读、讲师授课、实地考
察”的方式进行，主要内容有《乡村振兴的浙江模式》《创新
引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模式》《缙云五彩农业发
展》等，浙江智能制造技师学院巫惠林副院长到场授课，就

“1+3+N”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模式”展开深入解读。
“80 后”返乡入乡创业者钭某创办了一家以葡萄种

植采摘为主的家庭农场。之前，他参加过“互联网+”创
业培训，希望抢抓后疫情时代风口，通过互联网直播营销
打开销路。得知此次培训核心是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
模式后，他赶紧报名参加，“希望通过此次机会学习合作
创业组织模式，开阔视野，优化创业模式，提升农场产销
能力，更好带动周边群众创业增收。”

据了解，此次培训共 55 名返乡入乡创业者、村（社
区）干部参加，培训期间，学员还将前往丽水市鱼跃酿造
食品有限公司、蘑幻菇林基地、丽水山耕梦工场、青田县
龙现村稻鱼共生发源地和方山世界农遗博物馆等地参观
学习。实地考察非遗工艺红色教育和农业工业化旅游模
式，并参加丽水山耕全产业链对接会。

为进一步做好创业培训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合
作带头人进一步发挥引领乡村振兴重点产业发展的作
用，促进乡村振兴领域创业创新，缙云县人力社保局还为
各类创业者提供“陪跑式”创业服务，如一次性创业补
贴、创业场地租金补贴、创业担保贴息贷款等系列政策扶
持，助力初创企业行稳致远，提升创业成功率。

2022年缙云乡村振兴
合作带头人创业培训班开班

徐志雄徐志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