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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王晶 通讯
员 詹溥 李科达）“化解邻里矛盾
最重要的是从双方情感共鸣点出
发，以情动人，软化双方的对立情
绪，创造良好的沟通契机……”昨
天，缙云县五云街道北门社区的
周阿姨谈及被聘为“小巷管家”后
成功化解的首个邻里矛盾时，道
出了她的调解诀窍。上周，北门
社 区 举 行 了 首 批 32 名“ 小 巷 管
家”聘任仪式，聘任、认亲、责任区
划分三大环节环环相扣，不仅点
燃了居民自治共治的热情，更开
启了一场饱含温情与担当的基层
治理新实践。

北门社区是缙云老城区的核
心区块，健康巷、金井巷、扛盐小弄

这些名字，已经深深刻在居民的生
活里。墙根下聊天的老人、门洞里
下棋的邻居、灶台边飘出的饭香，
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街巷生活场
景。这些如城市毛细血管的小巷
弄堂，也是社区治理需要抵达的

“最后一米”。
“此次上岗的32名‘小巷管家’

都是社区里公认的热心肠、老熟
人，深谙邻里民情，对社区有份家
一般的感情。”北门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就像一根根基层治理
的“绣花针”，用细密针脚穿透“最
后一米”，把服务精准送到院门口、
灶台边，成为守望家园的“前哨”，
更是成为居民身边的“贴心人”。

虽称“管家”，但更重“服务”。

6 月 13 日，缙云暴雨如注，家住溪
滨北路扛盐小弄的首批“小巷管
家”柯大叔，心里惦记着邻居们的
安全，顶着大雨去河边巡查，盯着
水位变化，一遍遍提醒过路人注意
安全。更让人心头一热的是，他还
自带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守在旁边，
随时准备万一有危险能帮上忙。
柯大叔用最实在的行动，守住大伙

“家门口”的安全线。
这支带着温度与责任的管家

队伍，并非孤军奋战。北门社区
为他们搭起了平台——建立“管
家吹哨、网格响应、社区协调”的
联动机制。管家们在日常巡逻中
看到的环境问题、安全隐患，或是
听到邻居们的烦心事，都能通过

手机上的平台或者直接找网格
员，及时报到社区。社区还专门
开了个“小巷管家议事厅”，把街
道干部、社区里的“老娘舅”调解
员、法律顾问都请来，定期和管家
们、网格员、居民代表坐到一起，
商量解决办法，让“家门口的声
音”能真正被听见。

“‘小巷管家’服务品牌是缙云
打造‘暖心之城·关爱之家’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缙云县委社
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持续加强品牌塑造，营造全社会
参与氛围，着力提升为群众提供一
体化多元化暖心服务的能力水平，
加快实现暖心服务与社会治理协
同推进。

管家吹哨 网格响应 社区协调

32名“小巷管家”上岗温暖“小巷人家”

本报讯（记者 陈春 通讯员
雷倩 雷剑飞）“这件男装畲族服
饰，用的布料是土布，它跟汉族的
大襟长衫大体上差不多。”近日，云
和畲族服饰传承人蓝文鑫在工作
室赶制一件客人预订的畲服，量
体、裁衣、缝制，蓝文鑫娴熟地操作
着。

在蓝文鑫的工作室内，摆放着
多套他亲手缝制的畲服。绚丽多
彩的花边衫、质朴含蓄的男装，无
不展现着这位“95后”小伙的精湛
技艺。“畲族服饰因地域不同而风
格各异，云和传统畲服最大的特色
就是‘厂’字形部位会镶以花边，衣
叉两边装饰红点。纽扣设计独特，
通常为 5 颗纽扣。”蓝文鑫一边缝
制一边介绍。

畲族服饰制作技艺是畲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制
作技艺包括裁剪、刺绣、缝制等多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精湛的
技艺和耐心。“我从小就接触畲族
传统服饰，对它产生了很浓厚的
兴趣。畲族服饰虽然精美，但在
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很多传统
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困境。”蓝文
鑫说，他大学毕业后，才开始系统
学习和制作畲族传统服饰。最初
拜师无门，在一次机缘下，他找寻
到一位曾制作过畲族服饰的老
人。但老人年事已高，且多年未
曾制作，很多细节已无法说清，蓝
文鑫只能自己摸索。为了学会基
本的裁剪技艺，他专门去龙泉学
习，并时常与福建罗源、宁德等地
畲族朋友交流。蓝文鑫技术日渐

成熟，现已能够独立完成整套畲
族传统服饰的制作。

“在制作过程中，我更加深刻
地体会到畲族服饰的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先辈们的智
慧和心血。”蓝文鑫欣慰地说，畲族
的传统服饰主要体现在女装。畲
族女装包括头饰、服装、腰带、围
裙、裤子、脚绑和花鞋，从头到脚，
一整套非常讲究，每一个部分都体
现了畲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湛
的工艺。

“云和畲族传统服饰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如今，掌握这项传统
技艺的人很少。我现在的主旨就
是保留原始的传统服饰，把最传统

的技艺传承下去，后期再考虑进行
创新。”蓝文鑫说，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人了解畲族传统服饰
的独特魅力，并将其传承下去。

指尖传承民族服饰美学

云和小伙执针线绘畲韵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叶艳杰）近日，记者从丽水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济发展部了解到，丽
水经开区今年第一、二季度汽车
消费补贴已于 6 月 23 日 10 时结
束，活动期间，共有 6000 余名车
主享受了 2000万元补贴。

为进一步落实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
费，不断激活汽车市场的消费潜
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丽水经开区分别在 1 月
11日和 5月 1日开始发放今年一、
二季度汽车消费补贴。每期车补
各 1000万元，包括新车补贴和二
手车补贴，根据车价，补贴最高金
额可达 7000元/辆。

家住莲都区黄村乡的李先
生，正是车补受益的消费者：“这
是我第一辆车，精挑细选了很久，
最后选了一辆东风日产轩逸经
典，补贴了 2000元。”

去年以来，结合汽车以旧换
新政策实施，丽水经开区已推出

多轮汽车消费补贴配套活动，不
少购车的市民获得了实惠，有效
刺激了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5 月 1 日第二季车补刚出
来，我们好几位客户就马上来下
单了，一些犹豫的客户，有了车补
就很快找我们确定订单。”丽水荣
亿汽车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介
绍。

从数据上看，车补的推动作
用依然强劲。截至 6 月 23 日 10
时，丽水经开区第一季度车补共
申领补贴 9988100 元，销售车辆
3460 辆，所带动的销售额达 4 亿
余元；丽水经开区第二季度车补
共申领补贴 9968600元，销售车辆
3178辆，带动的销售额为 3.9亿余
元。

随着丽水经开区汽车消费补
贴活动持续开展，政策效应继续
显现，丽水的汽车市场消费潜力
正被进一步释放，这将有助于推
动汽车销售行业全年实现稳定增
长。

丽水经开区双季度车补收官

2000万元补贴
撬动近8亿元汽车销售额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詹飞扬）近日，青田举办“2025
青田十大好杨梅”推选活动，来自
全县 38 家大棚杨梅生产主体选
送的设施栽培杨梅参加推选。推
选现场，省、市评审组专家通过仪
器检测、视觉评估、尝评等多维度
考核，围绕参评杨梅的果形、单果
重、整齐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果实风味等多项指标展开了严谨
推荐。最终一批兼具品质与市场
竞争力的精品杨梅脱颖而出。

“从样品情况来看，这批杨梅
品质都非常不错。现在正是大棚
杨梅采收末期，能保持如此稳定
的高品质实属难得。”浙江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水果科科长周慧芬
说，除了设施栽培发展成效显著
外，青田在杨梅酒、杨梅果汁等深
加工领域积极开展全产业链建
设，有效延长了产业价值链，这种
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的
经验值得推广。

近年来，青田通过优化产业
布局、梯度发展、科技创新、绿色

生产等举措，构建起以设施栽培
为核心的“精品化”标准生产体
系。目前全县杨梅种植面积 11.2
万亩，投产面积 9.8 万亩，其中设
施栽培面积共计 3050 亩。设施
栽培的推广让杨梅果品质量和生
产效益实现了稳步提升。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杨
梅推选，但是我对这批杨梅还是
很有信心的。”青田辰希家庭农场
负责人叶伟杰说，设施栽培不仅
提升了果实品质，更增强了种植
户的种植信心。此次推选在展示
产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促进了
种植户技术交流，通过标准化生
产技术提升，将进一步推动青田
杨梅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终，青田县东青杨梅专业合
作社、青田县绿丰梅园家庭农场、
青田县伟萍家庭农场等十家参评
单位获得 2025年“青田十大好杨
梅”称号，青田坪峰寨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荣获综合品质一等奖，
青田县青滩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荣获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一等奖。

“青田十大好杨梅”
评选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叶珊珊）“现在年轻人对于乡村
的渴望和向往远超预期。作为乡
村运营的从业者，我们致力于让乡
村成为更多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
土。”6月 22日，忙完市场调研的潘
褚安刚回到黄处村，又筹划起下一
阶段的招募工作。

摄影师、乡村CEO……1995年
出生的潘褚安身兼多重角色，现如
今成为黄处村的新村民。

依山而建、村貌古朴，有着
430多年历史的黄处村，坐落在云
和县安溪畲族乡。早在 10 多年
前，村民们为实现在地致富，就曾

开过民宿、农家乐，但因缺乏经验，
歇业后只得重返城内务工，留下百
来位村民留守。

直到 2023 年，黄处村迎来了
发展的新希望。彼时云和与浙江
师范大学成为结对单位，双方选中
黄处村，并以“流动儿童剧”为突破
口，共同探索起了艺术赋能乡村发
展的可能。为趁热打铁，耘雀（杭
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安溪
乡签约合作，在云和率先开启整乡
乡村运营模式，潘褚安主动请缨，
担任起云和县耘梦畲乡乡村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闲置资源怎么盘活？哪里有

潜在客源？怎么扩大黄处村知名
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入乡
村，走到村民中去。”为充分了解本
土市场，潘褚安和运营团队中的三
人常驻云和，一边调研一边摸索。

调整宣发渠道、改进方案策
划、促成土地流转、自投旅游项
目……因地制宜的工作一步步开
展起来。“接下来还会联动云和
梯田等周边景区进行推广，为黄
处村吸引人气。”潘褚安说。

去年 10 月，丽水儿童文学创
作基地落户黄处村，随之而来的是
每逢晴朗周末均会如期上演的流
动儿童剧。

黄处村成了云和本地周末亲
子游的热门之选。为了将家长陪
同孩子的时间也利用起来，运营团
队把握发展机遇，先后在黄处村打
造出枫树花园、田野乐园等消费场
景，使得整个村庄焕然一新，乡村
业态被盘活了。

短短几个月，通过开展亲子研
学、亲子画大赛、亲子定向跑等活
动，运营团队已接待游客超千人
次，小山村变成了热门打卡地。

作为全省首批 1000个青年入
乡实践站点之一，潘褚安和他的青
春合伙人们正用实际行动，为乡村
振兴增添色彩。

“95后”青年在黄处村当CEO

本报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王豪 朱乐函

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万
象派出所辖区古街小巷多、潮汐
人口多、各类场所多。如何创新
基层治理，筑牢平安防线？近年
来，万象派出所全面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耕主防警务，创新
探索“10+”防警务机制。据统计，
万象派出所辖区纠纷警情、刑事
发案已连续 4 年下降，电诈发案
数年均降幅近三成。万象派出所
曾获评人民满意公安基层单位、
连续 3次获评全国优秀公安基层
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

警民携手变身平安“管家”

“多亏了有你们帮忙，不然我
们一家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好！”日前，万象街道八旬老人叶
大爷外出未归，家人报警求助。
万象派出所“心连心巡逻队”联络
群发出紧急寻人信息后，小巷骑
巡队与义警迅速展开拉网式搜
寻，最终在夜幕下将安然无恙的
叶大爷送回家。老人儿子感激之
余，表示也要加入义警队伍。

这场救援是万象派出所发挥
民智、凝聚民力的缩影。

近年来，万象派出所持续深
化共治警务，成立全市首个共治
警务站，结合辖区地处老城区，小
巷多、弄堂多的特点，组建小巷骑
巡队，由民警、辅警骑行电动自行
车，实行 24 小时不定时、不定点
动态巡逻，最大程度实现警力全
区域覆盖。此外，万象派出所还

联动综合执法、应急管理等 12个
部门，组建由保安员、快递员等共
同参与的“五大员”队伍，人数达
8600余人。

“如果把主干道比作城市大
动脉的话，那许许多多的小巷和
弄堂无疑就是毛细血管。小巷骑
巡队携手义警就是我们群众身边
的平安‘管家’。”万象派出所所长
丁飞军说。

“数智引擎”赋能新质战斗力

“这么快就破案了，太神了！”
日前，万象派出所辖区发生盗窃
案，该所联动多警种仅 5 小时便
抓获 3 名盗窃团伙嫌疑人，实现
100%追赃挽损。受害人孙先生
感激地说：“不仅人抓住了，损失
也这么快就追回来了，谢谢你
们。”

万象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作为
“智慧中枢”，助力快速响应、及时
处置，让辖区“平安指数”与群众
满意度节节攀升。群众纷纷表
示，日常巡逻、纠纷调解都能看到
民警身影，安全感十足。

在热闹的莲都区处州府城夜
市，万象派出所创新采用“步巡+
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动态巡
防模式，随时应对突发状况。近
年来，该所坚持科技赋能，依托分
局大数据实战中心，探索“专业+
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
式，开展数据分析、协同作战、防
控预警等工作。

如今，辖区日均警情从 4 年
前的 24起降至 11起，数智赋能正
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为辖区平安保驾护航。

丽水万象派出所：

“10+”防警务
绘就阡陌街巷“平安地图”

本报讯（记者 樊文滔 通讯
员 柳庭和）为推动茶叶加工技艺
传承与创新，促进茶叶产业发展，
近日，庆元县举办第七届“菇乡工
匠”技能大赛暨“共富工坊”技能
大赛茶叶加工工项目竞赛。来自
全县 107 名选手在茶香四溢的环
境中，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技
艺比拼。

本次竞赛由理论知识和技能
操作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知识
占 20%，技能操作占 80%。理论考
试包括茶叶加工工艺、茶叶品质
鉴定、茶叶机械操作与维护、食品
安全与卫生等方面知识。操作技
能主要考核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绿茶的鲜叶处理、杀青、揉捻、
烘干等加工工序，精准考验工艺

把控能力。
在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在电炒

锅中揉捻、抖散、翻炒，鲜叶在手
中翻飞，逐渐卷曲成螺，在指尖与
茶叶的碰撞中瞬间腾起阵阵清
香。现场评委从外形、汤色、香
气、滋味、叶底等多维度综合评
定，最终评选出的一等奖选手将
同时授予“庆元县技术能手”和

“庆元金蓝领”称号。
本次竞赛是庆元县大力发展

茶产业、推进茶文旅融合的重要举
措，为茶叶产业搭建了以“茶产业”
培育“茶工匠”、以“茶工匠”赋能

“茶品牌”的有效平台，通过竞赛选
拔出一批技艺精湛的制茶能手，为
庆元茶产业特别是“荒野茶”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茶香盈袖展匠艺

庆元茶叶加工竞赛淬炼“茶旅融合”匠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