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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其锋 朱敏

黄皮村的朱文清，今年 53岁，瘦
高个，双眼放着亮光。年纪越来越
大，朱文清的心态却越来越“潮”。

闲下来的时候，朱文清会骑上心
爱的摩托车，在村里村外溜几圈，看
看庄稼长势，串串邻居家门。

朱文清是遂昌县石练镇黄皮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村两
委带领下，黄皮村已从散乱落后蝶变
为远近闻名，天蓝、地绿、水清、人和，
村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美好生活，源自鼓起来的腰包。
去年，黄皮村农村经济总收入 1865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5157元。

聚力向富

黄皮村临近国家 4A级景区——
千佛山景区，村民们早早吃上了“生
态旅游饭”。

“快请进！快请进！”刚到香瓜农
家乐大院，响亮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眼前的中年妇女叫聂云仙，一家

人在黄皮村开农家乐 17年了。老公
是黄皮村人，负责烧菜做饭，聂云仙
负责接待南来北往的游客，公公婆婆
种种菜，农家乐忙的时候打打下手。

起初，聂云仙接待的多为散客，生
意好，赚了钱，增盖了新房。2018年
起，聂云仙主要接待旅行团，不仅提供
各种菜肴，还装修出客房，提供住宿。

“我们夫妻俩是老实人，生意一
直不错，最多的时候一年有 100多万
元营业额。”聂云仙说，按照游客口
味，我们会烧不同的饭菜，接待上海、
杭州游客，酱油多放点；接待温州游
客，烧点小海鲜，游客很喜欢吃。

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花开春满
园。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黄皮村旅
游业渐成气候，最多时有农家乐 16
家、民宿 2家。

在农言农。黄皮村近年坚持不
用化肥、农药、饲料，打响有机生态农
业品牌，茶叶、三叶青、七叶一枝花等

集聚发展，山茶油、百合等农特产品
远销各地，蔬菜、农家酒等特产还“触
网”销售，广受好评。

朱文清介绍，黄皮村有 233 户
736 人，如今家家户户都有增收渠
道、致富门道。

“农民富了，村集体也壮了。”石练
镇党委副书记范军说，今年以来，黄皮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超过20万元，在
全镇12个行政村中“拔得头筹”。

凝心向文

在遂昌，班春劝农，声名卓著。
400 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文学
家汤显祖担任遂昌知县期间，举行仪
式奖励农桑、劝农勤作，成为春季一
项重要民俗流传至今。

2016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班春劝农”作为“立春”代表民俗
活动被列入其中，成为遂昌首个人类
非遗项目。

“每年‘班春劝农’，我们村都很
热心，村民们积极排练节目，热情提
供服务。”朱文清介绍，黄皮村祖祖辈
辈在农田耕作，农耕文化底蕴深厚，
乡亲们对“班春劝农”情有独钟。

黄皮村文化大礼堂，尤为气派。大
礼堂能看电影、搞演出、开宣讲会……
临近大礼堂，村里布置了文化展陈馆，
有农耕系列器具、登台表演的戏服、唱
念做打的道具，角落里还堆放着一面面
大鼓。 （下转第三版）

站在黄皮村村口遥望，稻浪滚滚，茶园满山，满眼都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黄皮村的美好生活

■“挺进新丽水 共富看变迁”特别报道

扫一扫 更精彩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季
晏申 马薇薇）“巡察开展到哪，党组
织就建在哪。虽然党支部是临时组
建的，但大家也要坚持学习，最大限
度地确保巡察工作顺利开展……”近
日，丽水市委第三提级巡察临时党支
部在云和县小顺村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时，临时党支部书记陈银龙对全体
党员说。

今年以来，丽水市纪委监委将加
强党的领导作为纪检监察工作发展
的“根”和“魂”，在审查调查、市委巡
察、疫情防控等“实战一线”组建 14
个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
核心和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以高质量党建全面提升纪检监察队
伍战斗力、凝聚力、组织力。

“审查调查工作政治性很强，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是确保工作方向正
确、推进顺利的重要保证。”“7·26”专

案组临时党支部书记表示，“我们定
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员上微
党课，以老带新，共同进步。”

除了学习政治理论，临时党支部
还经常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分析案件
详情，分享办案经验，在交流中碰撞
思想火花，提升执纪审查业务水平。

“专案期间，临时党支部为找出案件
突破口、打开工作局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4·23”专案组临时党支部书
记介绍，支部定期交流有助于审查调
查组成员理清思路、凝聚共识，共同
做好审查调查工作。截至目前，该专
案组共开展支部学习会 8次、专题交
流 6次、谈心谈话 12次。

同时，做好涉案人员的思想政治
工作也是临时党支部的一项重要任
务。审查调查期间，办案人员坚持以
理服人、以德正人、以情感人，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学习党章党规、耐心宣

讲党的政策等方式，进一步唤醒审查
调查对象初心，促使其主动坦诚向组
织认错悔过。

深化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政治
生日”、进行谈心谈话……针对临
时任务集中时间长、抽调干部多、
工作强度大等特点，各临时党支部
坚持严管厚爱，不断丰富组织生活
内容，充分调动党员积极性、主动
性，从思想上、政治上凝聚和团结
广大党员，使支部真正成为“党员
之家”。被抽调参与市委巡察工作
的庆元县纪检监察干部吴长乐说：

“临时党支部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
‘家’的温暖，迅速地融入到了巡察
的工作氛围中。”

在莲都“4·9”疫情中，市纪委监
委 9名党员就地整编，成立疫情防控
临时党支部，积极投入小区志愿服
务，身体力行诠释党员担当本色。“人

心一致是抗疫最大的力量，使命把我
们拧成了一股绳，有党组织的地方，
就一定有胜利！”临时党支部书记朱
熙亮说。市纪委监委机关被市委直
属机关工委评为“4·9”疫情处置志愿
服务优秀集体，8名党员被评为优秀
个人。

“临时党支部就像红色堡垒。建
好临时党支部，对于加强纪检监察机
关党的建设，帮助纪检监察队伍守初
心担使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市纪
委市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把临时党支部建设作为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适时
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临时党支部发
挥更大的作用。”

丽水临时党支部释放红色动能提升工作质效

本报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林巍

日前，市文广旅体局组织离
退休老党员、老干部来到市美术
馆参观展览，上了一场特殊的党
课。《井冈山的斗争》等主题高
远、技法高超的红色经典作品，
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共鸣。

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美术学院、中共丽水市委宣
传部、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大道行深——纪念李震坚诞辰
一百周年作品展丽水巡展”在市
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浙派人物
开山祖”“传神妙笔绘巨作”“生
活蒙养筑根基”三个板块，用近
200件作品全面展示李震坚杰出
的艺术成就和艺报故乡的赤子
情怀。

李震坚是新中国现实主义
写意人物画的奠基人，扎根生
活、贴近群众的人民艺术家以及

“浙派人物画”的开拓者与杰出
代表。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他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风貌与
民族性格的佳作。本次展览的
作品有不少是首次展出，包括

《井冈山的斗争》《在风浪里成
长》等十余件作品。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代表

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
革命者心中燃起新希望。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新世纪，几乎每
一代美术家，都创作过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题材的作品。

《井冈山的斗争》是李震坚
的代表性主题创作作品，至今仍
是一座新国画的艺术高峰。作
品艺术地再现了井冈山根据地
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和共产党
人不畏艰难、洋溢着革命热情、
充满必胜信念的精神风貌。

展览现场，市美术馆负责人
结合展览专业特色，用经典美术
作品为党员干部们上了一堂美
术 主 题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微 党
课。从美术作品到历史，将党史
学习和美术经典巧妙结合，回顾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
奋斗，建设新中国、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

今年以来，市文广旅体局把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面
向党员干部开展多形式、分层
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局机关
党委组织局属各党支部分批参
观此次展览，赏艺术、增信念，在
艺术熏陶中汲取前行力量。

将党史学习和美术经典巧妙结合，在艺术
熏陶中汲取前行力量——

美术馆里的一场特殊党课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郑佳
仑 通讯员 宁周威 陈欣 邓可）
在小区网格驿站忙碌了半天，昨
天中午，莲都区白云街道接官亭
小区的胡女士，结算了成果：“贴
画 5 份、香包 6 个，挣了一天饭
钱”。

接官亭社区党委书记徐晓
宁介绍，社区居民以拆迁群众为
主，不少妇女此前处于待业状
态，加上辖区面积大、网格多，社
区干部来回奔波，将服务阵地延
伸的需求迫在眉睫。“今年 7月，
我们和市妇联共建了网格驿站，
既方便群众挣钱贴补家用，也让
4名新招聘的专职社工有了服务
场所。”

接官亭社区的转变，在莲都
并非个例。“社区是最小治理单
元，但我们在这方面短板较多。”
莲都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问题集中反映在党组织向下有
效延伸扎根偏慢、网格资源力量
整合偏散、基础阵地配备偏少、
群众服务保障供给偏弱。

依照“上接社区、下联居民、
支部联盟”三大阵地功能定位，
莲都整合了社区原有的办公用
房等场所，在各网格（小区）新
建、改建、共建了 64个实体运行
的网格驿站，推动“党群连心·网
格走亲”活动，基层“没地干事”
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暴露出的

“慢散少弱”，逐步向“快集多强”
转变。

李根秀是大水门社区通惠
园小区的居民。一得空，她就会
到小区网格驿站和老邻居拉家
常，这里成为了居民新的“打卡
点”。通惠门楼院住的多是离退
休干部，90岁以上的就有 18人，
因为腿脚不便，大家的生活基本
集中在小区内。“办各种活动再
不用东奔西跑，这里的设施很齐
全。”通惠门楼院的楼道长何杏
仙评价道。

“有了实体办事点，我们‘沉
底服务’就有了载体。”区农业农
村局下沉党员干部赵应苟，担任
蜜园小区 3幢楼道长，他时常利
用休息时间，来到小区网格驿站
向社工与居民了解情况，及时为
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

联城街道娄丰堰社区下山
脱贫安置群众多，生活环境转变
不适应、回村办事不方便等问题
较为突出，社区积极整合村社两
地干部等各方力量，成立“共富
安居帮帮团”，在清水湾等小区
网格驿站内定时定点坐班服务，
通过结对帮扶、定点咨询、上门
走访等方式，处置突出问题 30
余个，网格驿站内的云视讯设
备，日均服务群众 20余名，累计
在线办理事项达 340余件。

破解“慢散少弱”助力“快集多强”

莲都“并联”64个网格驿站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为提升辖区老年群体幸福感，营造社会敬老爱老氛围，景宁红星
街道仙童社区、红星社区在重阳节开展“我们的节日——‘银发心向
党·喜迎二十大’温情祝寿”活动。通过邀请寿星观看文艺汇演、齐唱
歌曲吃蛋糕、展望二十大愿景等环节，让老人们感受党委政府和社会
的关心关爱。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刘婷 吴珊 摄

重阳祝寿

黄皮村村貌黄皮村村貌。。 记者记者 程昌福程昌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郑
剑巍）两岸亲如一家，共品民俗文化，
共话同胞情谊。昨日上午，缙台两地
民俗文化风情节活动在缙云县溶江
乡岩门村举行。台湾嘉宾与当地村
民一起赏非遗、做手工，共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促进缙台两地
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

溶江乡岩门村是缙云仙都景区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重要板块，也
是首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

示范村”。近年来，缙云多次邀请台湾
建筑设计专家、台湾大学生以及台胞
台青来此地开展参访交流、研学合作，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

活动现场展示了非遗剪纸、叠罗
汉、大刀展演等当地特色节目，推出
了胡椒饼、烧饼、麻糍等缙台两地特
色美食，特色手工皂、陶泥、重阳荷包
手作、农事丰收等体验也纷纷亮相活
动现场。家乡的味道勾起台湾嘉宾
的思乡之情，唤起儿时的记忆。

“这里的环境、天气、人情与台湾
都非常相似。”台胞张世弘动情地说，

“我来大陆已经三十多年，早已融入这
边的生活，希望后继的台湾青年也能
早点进入这种感觉。”

溶江一带的民俗文化传承始于
明万历二年，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三十六
行”、叠罗汉、长幡队等迎案表演，其
中“叠罗汉”至今仍有近百传承人，表
演活动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

收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在传
承更迭中演绎溶江新的人文风貌。

“我认为此次活动是促进海峡两
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同为
台胞的丽水山耕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颜峻瑜表示，两岸交流可以
通过宣扬民俗文化等方式，促使台湾
青年来缙云感受中华历史文化，加深
缙台两地情谊，进一步传承发扬民俗
文化瑰宝。

两岸亲如一家

缙台两地民俗文化风情节活动在缙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