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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无界的音乐盛宴
南明湖畔歌声响起来了

相比正规演唱会，这里的舞台可
谓简陋：防洪堤的石板是天然 T台，瓯
江内侧的台阶是观众席，晚风吹皱的
湖面便是最灵动的背景板。但这丝毫
不减现场的热力——于演唱者而言，
他们精心挑选了适合年轻人的“潮
歌”，加入了自己对歌曲的理解、对风
格的把控，让周杰伦、林俊杰、五月天
等歌手的歌轮番上演。唱至 20时，他
们现场互动，即兴邀请热情的观众上
台表演。于观众而言，白天他们或许
是上班族、匆匆而来的旅人，形形色
色，不一而足。到了现场，他们都是

“不需要买门票”的观众。
有了纯粹的音乐爱好者，有了热

情的观众，于“秀山丽水活力城”而言，
一幕幕这样的场景就显得水到渠成：
伴随着“台下”演唱者的旋律，“台上”
的观众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点亮
手机灯抑或挥舞着荧光棒，为歌者、为
自己、为活力迸发的丽水倾心。

今年以来，“丽水街唱”通过社交
媒体声名远播，相关视频少则 2 万点
赞，多则突破 30万播放量。

单就“丽水街唱”的形式而言，它
并非新事物。此前几年，怡人的自然
环境、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已经让丽
水街头响起市民自发的歌声。

从一人独唱到众人合唱
“嗨小雨”的街唱初心

“丽水街唱”发展至今，有一个名
字不应该被遗忘，他就是应星楼点位
的发起者，自称为“普通的音乐爱好

者”，圈内人都叫他“嗨小雨”。
1996 年出生的“嗨小雨”来自衢

州，打小就喜欢唱歌。大学毕业后曾
在南航工作 7 年，一直是公司大小活
动最活跃的人之一。2021 年，因为个
人原因他从南航辞职来到丽水就职。

当年 8月，“嗨小雨”背着小音箱，
独自一人来到应星楼前抒发着内心的
音乐梦想，防洪堤上行人三三两两，少
有人驻足，更多的人投来的是疑惑的
眼神。“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想唱就唱，
唱到尽兴或者晚上 9 点半左右就回
家，不敢太迟，怕打扰到别人休息。”

“嗨小雨”回忆。
丽水的冬天特别冷，第二年开春，

“嗨小雨”再次开唱没多久，陆续遇到
了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或驻足聆听，胆
子大点的会在稍微熟络之后主动提出
一起唱。

“我们在演唱之余会线上线下沟
通，大家出奇一致地认为，丽水需要有
个年轻人放松的环境，而音乐是让人
惬意、又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
东西。”“嗨小雨”说，在秉承“玩”的初
心之余，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团
队，如今，“丽水街唱”固定成员已达 10
人，其中既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已
经入职的律师等。尽管团队中多数人
不懂乐器，清唱却成了他们最本真的
表达。

“嗨小雨”本人也是一名“上班
族”，公司的业务主要在室外，安全帽、
橙色制服、运动鞋，映衬着一张有些黝
黑但不时散发笑意的脸庞，不时回答
工友的提问，张罗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这就是“嗨小雨”的工作日常。

今年在“抖音”上新之后，“嗨小
雨”坦言，自己对“人的精力和时间是
有限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白天，他要把工作任务完成好；演出的
头一天，他要张罗能参演的人员和演
唱曲目；演出结束还要忙着把录制的
视频剪辑好尽快上传……

歌声之外
街唱里的城市共鸣与温度

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今年 5月，
“丽水街唱”团队成员也“上新”了。

22岁从事幼教行业的叶卉是团队
里的“新鲜血液”。她是“丽水街唱”的
老粉丝，2023年初就认识了“嗨小雨”，

但那时候的角色仅限于一名热心观
众。在默默关注之余，今年她终于鼓
起勇气加入了这个团队。

叶卉最近一年的生活和心态都处
于很低迷的状态，5月份第一次上台演
出，收到了很多陌生人的鼓励和欣
赏。“人生第一次拥有这么多观众，也
获得了很多的认同感。”她觉得那些低
谷期的迷茫都被照亮了，加入街唱以
后生活变得丰富了很多，这也鼓励自
己更加用心地选歌，把更好的演唱体
验，带给现场的观众。她想把这份被
音乐治愈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包括“嗨小雨”、叶卉在内的团队
成员的用心，也真实地反映在了观众
身上。市民兰乐健从第一次“偶然”与

“丽水街唱”结缘之后，几乎有空都要
去现场听上几首。他说，在这样一个

“没有围墙的演唱会”现场，可以一解
工作带来的压力，也可以让自己短暂
地忘却生活的琐事，“纯粹地听歌、纯
粹地跟唱、纯粹地和自己说说话。”

从一个人的独行，到一群人的结
伴，应星楼前“嗨小雨”的身影不再孤
单，且内心更加丰盈。随着“丽水街
唱”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外地朋友
也赶来丽水，听一场“露天”演唱会。

起于音乐，又不止于音乐，“丽水街
唱”还踩准节点，不时给观众带来音乐
之外的新体验。团队成员不仅能够踩
准各式节日的节点，推出策划的相关活
动，还积极与粉丝在线上线下互动，最
近他们就在群里向粉丝征集“好歌建
议”，力求让观众每次都有新体验。

“丽水街唱”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
青睐，并致力于打造“南明湖畔十里文
艺长廊”这一全新街唱地标。

借助政策的东风，“嗨小雨”和“丽
水街唱”团队有了更大的追求，让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丽水有一个听歌的地方。

回顾投身“街唱”的 4 年，“嗨小
雨”初心未变，他和团队成员深知自身
的草根属性，面对社交媒体和现实生
活中大家的普遍点赞，他们报之以微
笑和感谢；面对友好的批评和指正，他
们说，“草根们”会不断完善。

晚 9点的丽水渐入梦乡，应星楼前
的星光映着“丽水街唱”收整设备的身
影。“嗨小雨”在团队微信群里计划下
一次的演出安排：“有空参加的朋友，
请接龙——”

19时，暑气渐
消的南明湖畔，应
星楼前的防洪堤
上正酝酿着一场
特别的演出。

数个年轻人的
身影开始忙碌，在
热心市民的帮助
下，他们迅速架好
了灯光、固定了音
响、铺好了线缆、支
起了话筒——一场
年轻人搭台、年轻
人唱歌的“好戏”
“丽水街唱”，一场
无须门票、无须预
约的城市音乐盛宴
即将开嗓。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如今一个窗口就能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社保卡、医疗保险登记等业务，这对我们外国人而言
真的太方便了，也感受到了青田这座城市很暖心。”来自乌克
兰的国际友人娜塔莎长期居住在青田，她对青田县政务办刚
刚推出的“外国人一站式服务”专窗啧啧称赞。

据了解，青田现有常住外籍人士 4600余人，为提升外籍
人士来青工作生活便利度，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近日，青
田县政务办联合县公安局、科技局、人力社保局、医保局等部
门，正式推出“外国人一站式服务”专窗。

青田县政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以往外籍人士办理
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社保参保、医保登记等事项需往返青田
多个单位奔波的痛点，政务办打破部门信息壁垒、重构业务
办理流程、建立工作机制，整合了多项高频服务事项，通过帮
办、代办等方式实现跨层级、跨部门协作，实现外国人来青工
作相关事项的“一站式”办理。

与此同时，专窗还同步提供材料预审、流程指导等服务，
确保申请一次性通过，避免企业和个人“多头跑、反复问”。
无论是初次来华的外籍人士还是用人单位，均可通过电话咨
询或现场办理的方式，享受涵盖“工作许可审批—居留证件
办理—社保医保登记”的全链条“一对一”服务。

青田推出
“外国人一站式服务”专窗

本报记者 杨敏/文 贾恒/图

【温馨提示】

“南明湖畔十里文艺长廊”街唱活动，30个点位沿南明门、应星楼至瓯江文苑分布，将湖光山色与音乐魅力融合，为市民
和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场景，既丰富了文旅生活，也为热爱音乐的人搭建了展示平台。

同时，考虑到个别点位可能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倡导遵守演唱时间、调轻音响。这种兼顾活动氛围与居民生活的考
量，能让活动在和谐的氛围中开展，让大家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更好地感受南明湖畔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上接第一版）
自 6月份以来，遂昌县妙高山隧道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

鸣。作为遂昌县核心区块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该项目总体形
象进度已完成 20.2%，预计 2027年竣工通车，届时将成为连接
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县城承载力，对以“强城”带
动“兴村”“融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今年以来，我市突出聚核促强城，发挥中心城市核心牵
引作用，带动县城联动发展、一体做强。中心城市完善大莲
都一体化机制，以三江口协同发展区牵引北城、南城、碧湖新
城联动发展，以交通、产业链带动周边县域融入市区一体发
展；县（市、区）迭代升级“小县大城”战略，持续做强产业平
台，做优公共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发挥链接县城、服务乡
村、带动周边的综合节点功能，以镇街带乡村、以强镇促兴
村，推进乡镇组团发展，“跨村协同”推进乡村联合振兴。前
段时间，我市 33个村上榜 2025年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
点村名单，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聚焦产业全链升级，丽水以品质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为抓
手，开辟品质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
硬核支撑。

在阿里巴巴的赋能下，“景宁 600”农产品完成了标准化、
品牌化和流量化的“三级跃升”。全国首个“高山蔬菜盒马
村”落地景南乡东塘村，带动 500户农户亩均增收 1200元，累
计销售额超 500万元。龙泉食用菌全产业链成为全省县域 10
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之一，食用菌产业产值约占该市
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松阳茶产业构建“种植—加工—文
旅—碳汇”全链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10万名茶农人
均增收超 2.7万元……据统计，目前全市农业全产业链从业
人数 50.51万人，年人均收入 3.66万元。

面对城乡发展步调不齐、城乡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丽
水以运营为纽带，串起城乡要素流动的“黄金链条”。5月 20
日召开的全市乡村运营合伙人招募大会，为有基础有优势的
宝藏村与有理想有抱负的合伙人搭建广阔合作平台，汇聚更
多优势资源助力村庄发展。

此前，丽水已发布两期“我在浙丽有个村”乡村振兴共富
合伙人招募计划，530名合伙人为乡村带来了项目和人气，携
手助力共同富裕。

以市场化思维创新乡村发展模式和运营机制，丽水探索
“强村公司+合作社+‘共富工坊’”联农带富改革，通过实施促
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强化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强链接”机制，努力实现村强民富。目前，丽水全市建成“丽
水山播”共富工坊 131家，带动从业人员 5000余人，网络零售
额超 16亿元。

我市还通过场景重构、业态创新、服务提质等创新“钥
匙”，解码文旅共富密码。得益于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
球，取景地之一的景宁时思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往。龙泉
探索“非遗+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溪头村从全球 60多个国家
的 260余个申报村庄中脱颖而出，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今年 5月，丽水全域旅游联盟成立，标志着我市文旅产业
进一步迈向“抱团运营”，步入开放、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一个个品质农产品，一家家共富工坊、一条条文旅线路，正
以抱团之势形成“共同富裕联合体”，加速激活“共富引擎”。

探索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模式

除了促进山区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外，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市深入实施推进山区公共服务跨山统筹一体化改革，
在托育、教育、卫生、就业、文化、体育、养老、助残等 8大公共
服务领域，加快探索具有山区特色、彰显共富底色的一体化
服务路径，为近 40万名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群众带去
便利服务。

“医生们来了！大家先排好队，一个个问诊。”6月 13日一
早，缙云县大源镇卫生院的“智慧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驶入
龙坑村，80余名村民在文化礼堂门口有序就医。

在“家门口”看医配药，已经成为丽水偏远山村的常态。
截至今年 5月底，全市 64辆“智慧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累计
出诊车次 4.03万次，行驶里程 176万公里，总计服务 177万人
次，在线医保结算近 2780万元。

6月 14日，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党群服务中心异常热
闹——理发服务摊点，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为老人免费
修剪头发和提供理疗按摩服务；健康摊位上，卫生院工作者
忙着为老人量血压、开药方；乡村党员则登记着村民各类代
购代跑需求……针对“空心村”公共服务直达性差等问题，景
宁开展“我为村社送服务”行动，摆出“服务市集”，推动公共
服务普惠均衡、直达山村。

而在莲都区联城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天一到饭
点，十几位老人就围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拉家常。中心
门口，助餐配送车准时出发，为辖区有居家用餐需求的老人
提供送餐服务。

为解决山区留守老人就餐需求，丽水各地因地制宜建设
助餐服务一体化体系，整体打造“中央厨房+流动爱心助餐
车+助餐点”模式。如今，114辆“流动爱心助餐车”覆盖全市
1717个村（社），每天为 1万余名山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如今，丽水已初步探索形成“固定+流动”精准服务供给
模式，集成打造流动便民共富车 1480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全年服务 3000余万人次。

逐梦共富路，实干谱新篇。新征程上，丽水正以梦想为
舟、奋斗作桨，踏浪前行。

奏响“奋斗实干、担当争先”最强音

南明湖畔，“嗨唱”又“嗨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