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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创文明城常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 谢孔伟 通讯员
黄文和 田江旭）破除陈规陋习，调
解邻里纠纷，挖掘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的道德模范事迹……近年来，丽
水各地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抓手，纷纷通过成立道德评议会
等方式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
习，营造乡村文明和谐新风尚。

在莲都区黄畈村，每季度召开
一次的道德评议会，总能吸引全村
人的关注，很是热闹。

“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村民参与
村庄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村
里，实现矛盾有解决、观念有改
变、风气有改善。”黄畈村相关负
责人说。

自2016年开始，为探索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黄畈
村设立道德评议会，成员涵盖村里
的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两委成
员、老人会会长等德高望重、办事
公道、说理能力强的人员。

推进建设广场、花园、绿地，推
动垃圾分类和定期转运，倡导移风
易俗……多年来，黄畈村一件件

“民生小事”通过道德评议会加了
速、提了质。“道德评议会成员不
时来家串门，跟村民拉家常，引导

大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如今大
操大办的事少了、人情往来的压力
小了。”提起道德评议会，不少村
民竖起了大拇指。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缙云县
东方镇胪膛村。

近年来，为有效开展移风易俗
工作，胪膛村通过道德评议会这一
模式，把村两委干部与村民代表聚
在一起聊一聊、议一议、交交心，
让移风易俗的观念在零距离接触
中深入人心。

村民黄彩蕊是“丽水好人”，她
经常以自身为例，在道德评议会上
向群众分享参与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美丽城镇创建等各种义务劳
动的故事。实打实、看得见的身边
事，让胪膛村村民可观可感，树新
风、摒陋习、提升文明素质的倡
议，也在润物细无声中蔚然成风。

“得益于道德评议会，村里群
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好人好事越
来越多，人人成了乡风文明新风尚
的践行者、倡议员。”胪膛村相关
负责人说。

道德评议会弘扬文明新风尚

值班副总编辑 陈 安

夜班主任 蓝东海

审读 朱俊华 王 路

夜班编辑 陈 俊

三至六版校对 吴慧芬

夜班美编 蒋巧巧

电脑组版

一版 余黄莹

二、四、六版 钱韦辰

三、五版 李红伟

七、八版 徐旸炀

近日，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红星社区联合县消保委、县市场监管局开展“警惕消费陷阱·守护银发健康”宣
传普及活动，重点向辖区老年居民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保健品消费陷阱，提升老年群体的消费维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活动现场还设立药事服务台，免费提供血压测量及健康咨询服务，为“银发一族”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吴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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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透绿，茶香四溢。
随着气温回暖，青田章旦乡伯

温茶园里的茶芽渐吐新绿，漫山遍
野的茶树青翠欲滴。不久前，2025
年青田县名优茶开采仪式在此举
行，来自县茶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与
茶叶种植户、乡镇负责人聚在一起，
共同探讨青田名优茶的发展与未
来，并助其“出圈”“出海”。

仪式上，青田县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还将“青田御茶”地理商标使用
权授予伯温茶园负责人吴国强。伯
温茶园也成为青田第五家使用“青

田御茶”地理商标的茶企。
弘扬茶文化，既要推出好产品，

更要打造好品牌。近年来，青田以
“青田御茶”为区域公共品牌，试点
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种植
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形象的产
供销模式，打造了一批良种基地、最
美茶园、观光茶海。

作为青田的传统特产之一，茶
叶在当地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也
孕育了深厚的茶文化。这几年，青
田始终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除了发展“青田御
茶”，还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坚持科
技兴茶，大力发展茶产业，实行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专业化运

营。
青田还是华侨之乡，拥有遍布

世界 1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1 万名
华侨。如何借助华侨之力推动青田
名优茶走向世界？这几年，青田十
分注重发挥侨乡优势开展工作，并
以打造茶叶出口集散地为目标，不
断设置载体宣传推荐青田茶叶，举
办了青田名优茶推荐会和茶咖融合
香飘世界活动，在西班牙、斯洛伐克
建立青田茶叶海外销售点，设立青
田茶海外之窗等。今年 2月，青田县
茶文化研究会就与西班牙西中友好
中文学校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学校
将利用广泛的海外网络和教学资
源，将青田茶文化引入西班牙乃至

整个欧洲的教育体系之中。“未来，
我们将依托华文学校这一平台，开
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推广活动，让
西班牙民众近距离感受青田茶文化
的魅力，培养更多了解并热爱青田
茶文化的国际友人。”西中友好中文
学校校长王新特说。

同时，青田还聘请了 15 位青田
茶叶海内外宣传大使，以茶搭桥，讲
好家乡茶文化的故事。

正是有了华侨的助力，青田的茶
叶香飘世界。截至目前，青田茶园面
积达到2.13万亩，2024年实现茶叶加
工量536吨，产值5230万元。茶产业
逐渐成为青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青田茶园面积达2.13万亩，2024年实现茶叶加工量536吨，产值5230万元——

山间一“抹”茶 飘香富万家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俞海友）日前，为切实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有效震慑制假售假等
违法行为，云和县市场监管局集中
销毁了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在云和垃圾填埋场，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对罚没物品进
行集中销毁，确保过程安全、彻
底。据悉，本次销毁的物品是云和
县市场监管局 2024年在日常执法
检查、专项整治行动及投诉举报处
置等过程中依法没收的涉案物品，
包括白酒、玩具、卫浴等食品和日
常用品，共计 14921 件，货值约 12
万元。

“开展此次集中销毁行动，一

方面是对前期执法成果的集中展
示，提醒各市场主体规范生产经营
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向广大消费
者表明县市场监管局维护市场秩
序、保障消费安全的坚定决心。”
云和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云和县市场监管局将
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
的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同时继续
保持对假冒伪劣产品查处的高压
态势，加大执法力度，努力营造全
域放心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诚信
经营、优化营商环境。

云和集中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本报讯（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卢
政 赵专甫）“小胡，残疾人，低保人
员，家庭条件艰苦，希望社区提供
简单的劳动，贴补家用。”近日，缙
云县壶镇镇西锦社区的社工通过
记录社区“民情日记”，了解到辖区
居民小胡有劳动需求，和当地企业
对接后，顺利帮小胡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现在每天做几个小时零件，就

能有不少收入，工作也比较轻松。”
小胡说，自己工作挣来的钱，再加上
国家给予残疾人的补贴，可以很好
地改善他和爷爷的生活。

西锦社区居民分散，为达成为
民服务精准高效、问题处置及时迅
速的目标，从 2023年开始，社区干部
主动入户、倾听民声，通过记录“民
情日记”的方式为百姓排忧解难。

“独居老人吕奶奶，年龄 80岁，

行动障碍，有聊天需求。”“李奶奶，
希望社区人员帮她更换灯泡。”……
虽然每篇“民情日记”的篇幅不长，
但事无巨细，记录着群众的诉求，而
且着重标记出独居老人、身患重大
疾病居民等特殊群体的情况。

西锦社区工作人员还结合网格
系统数据，与行政村合作对接，在

“民情日记”中详细记录党员、退伍
军人、志愿者等各类基层治理骨干

的具体信息，精准引导并动员各方
力量积极投身网格工作，聚力解决
辖区居民遇到的各种问题。

“通过‘民情日记’，很多困扰基
层的矛盾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的
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西锦社
区党委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会努力让“民情日记”成为社区
治理的“一本通”，继续为百姓排忧
解难。

缙云社区“民情日记”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

用心守护
“银发一族”

本报讯（记者 樊文滔 通讯
员 叶钰莹 陈煦民）“谢谢你，好孩
子，你给社会做出了表率！”3月 17
日，在庆元二中 703 班的教室中，
市民叶先生将一面写着“助人为
乐”的锦旗赠给见义勇为的学生陈
培宇，感谢他数日前的一次善举。

3月1日上午，陈培宇进入庆元
霞帔路的公厕时，突然看到一位白
发老人瘫坐在地上，他赶忙上前查
看情况，发现老人神情不对，好像快
失去了意识，陈培宇赶忙上街向周
围路人呼救。在路人的帮助下，陈
培宇和热心市民将老人从公厕抬出
来安置在合适位置，并拨打了急救
电话和报警电话。直到民警和救护
车赶到现场，看着老人被安全送上
救护车，陈培宇才默默离开。

“当时我上前查看情况，老人家
就突然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发生
什么事，第一反应也是很慌张的，但
是看到老人家身体很不舒服的样
子，我知道必须得帮助他。”陈培宇

回忆道，虽然有些慌张，但想起在学
校里，老师经常教育大家要助人为
乐，陈培宇便果断施以援手。

据了解，老人今年已经 88岁，
目前已经被送至省某医院救治。
据接诊医生介绍，所幸当时陈培宇
及时发现，并在第一时间报警送
医，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后来，老人的家属经多方打
听，找到陈培宇就读的学校并送来
锦旗，学校和陈培宇家人才得知此
事。“学生很低调，没有对家长和
老师说起过这件事，只是默默做了
一件好事。”庆元县教育局副局长
姚望良在锦旗赠与现场表扬了陈
培宇助人为乐的行为，希望庆元学
子能够像陈培宇一样，以行动践行
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担当，传递社
会正能量。

八旬老人公厕晕倒
少年热心施以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