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春湖攻坚进行时

播撒信贷“甘霖”
本报讯 （通讯员 江皝） 近年来，龙游农商银

行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对接当地政府，精准获
取种养殖大户、 专业合作社等， 网点客户经理以
“电话邀约”等形式，准确收集农户资金需求。

据悉，该行积极落实惠农利农政策，创新推出
“幸福易贷”“税 e 贷”等多款信贷产品，深化与我
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合作， 创新业务
合作模式，利用信贷移动营销系统提高办贷效率，
对涉农贷款安排优先发放； 积极做好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投放， 切实满足脱贫人口有效信贷需求，

“贷”动群众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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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了走进官村窑亲
子研学活动。 孩子们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等方
式探索瓷器、制作瓷器，让孩子们体验了成功的喜
悦，感受到陶瓷的艺术美，进一步激发大家爱家乡
陶瓷的美好情感。 通讯员 周凤梧 王淑慧 文/摄

2022 年度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评估结果出炉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舜亨） 近日，浙江省水利

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 2022 年度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评估结果， 全省 82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中，67 个等级为优（占比
82%）、15 个等级为良。 我县已连续 3 年评估为优。
据了解，此项评估以水量保障、水质安全、监控完
备、管理健全等四块内容为考核指标。 经综合评判
后，90 分以上为优。

我县获评的水源地为高坪桥 - 社阳水库和洪
畈水库水源地，水质常年保持在Ⅰ-Ⅱ类，水质达
标率 100%。我县饮用水水源以高坪桥 - 社阳水库
水源地为主，另有洪畈水库水源地为备用，目前已
形成高坪桥水库—社阳水库—洪畈水库三库联调
的供水模式，设计供水总规模 15 万吨 / 日，供水
人口 26.1 万人，三水库总库容达 5231 万立方米。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也将继续通过开展水源地保护整体规划、 综合整
治、加强水生态修复、建立长效机制等工作，确保
全县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全面达标， 水质持续改
善，优中有升。

本报讯 （记者 钱敏） 4 月 10
日，天气晴好，庙下乡毛连里村的房屋
腾空现场格外热闹，各网格组、包干单
位的征迁干部争分夺秒，主动担当，纷
纷化身熟练“搬运工”，走进村民家中
助力腾空， 一辆辆满载的货车在毛连
里的村道上来回穿梭。

当天中午 12 点，刚在指挥部吃完
中饭的小连第二网格组工作人员与县
科技局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村
民杨志洪家中，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
村民家中已经空了许多， 随着搬家车
再次驶来，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慢慢来，一起使劲，一、二、三
……”众人有序分工，将剩余的冰箱、
洗衣机、餐桌、沙发等一件件大家具抬
出，并合理装车，尽可能地节省空间。
完成所有物品搬运后， 工作人员为该
户挂上代表房屋腾空完成的警示牌。

“谢谢你们的帮忙，可算是完成了
一桩心事， 有了你们贴心的一条龙服
务，我们搬家变得轻松多了。 ”村民杨
志洪坦言，从签约到寻找过渡房源、房
屋腾空， 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网格组与
包干单位的帮助。 包干单位县科技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伍军健表示，他们也
将持续关注， 继续做好村民的服务保
障工作，及时为村民排忧解难。

在村民傅元旺家中， 毛连里第五

网格组与包干单位县政协的工作人员
正在帮助他们夫妻俩收拾、搬运行李，
由于搬家车不能直接到达门口， 工作
人员需要沿着陡峭的石阶， 小心翼翼
地一趟又一趟地将物品搬运下去再进
行装车，很快就热得汗流浃背。刚装满
一车物品， 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地载
着村民赶往在庙下乡凉丰村租好的过
渡房内， 并将物品有序搬上楼或放入
储藏室。

“所有的包干单位都特别给力，我
们网格组今天就有 4 个包干单位来协

助农户搬家。”毛连里第五网格组组长
邵秋萍说，4 月 10 日是第一批房屋腾
空截止日， 为尽快完成这些农户的房
屋腾空工作， 网格组与各包干单位提
前谋划、及时部署，工作做通一户，后
续服务立马跟上，大家都动起来、搬起
来，营造了热火朝天的干事氛围。

据悉， 仅 4月 10日当日就新增腾
空 29户，其中有 3个网格完成签约、腾
空“双清零”。 下一步，各网格组与包干
单位仍将继续上门，确保每一户农户都
应腾尽腾，保障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六春湖项目房屋腾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拓宽信贷服务渠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文兴） 今年以来，龙游农
商银行紧紧围绕业务转型升级发展， 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服务渠道，切实加大“三
农”信贷投放力度。

该行结合县域经济实际，逐步调整信贷结构，
大力推行农业信贷，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大力
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针对我县正在崛起的旅游行业，专门制
定了专项信贷产品，着力解决景区及周边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户以及提供旅游商品的种养殖户
等对于开发经营旅游项目、服务旅游市场、旅游配
套项目装潢及经营流动资金等信贷需求。

本报讯 （记者 梁羽煊 实习生
钟嫣然） 美食讲求色香味俱全， 自它
诞生之时，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
化传承，便蕴含了它独有的风味。当老
街馄饨的柴火烧起， 鸭头淋上最后一
瓢汁水， 白嫩的鱼肉上撒满翠绿的葱
花，我们就知道，这是老街的味道。

4 月 10 日下午，在湖镇镇“湖头
街”茶馆议事堂，湖镇美食评选活动拉
开帷幕，16 家餐馆纷纷呈上自己的拿
手好菜，传统美味、街头小吃、新式西
点应有尽有。 皮滑馅嫩的清朝馄饨
自清朝开始传承四代， 来自北乡的
肉沉子是丈母娘招待新女婿的拿手
本事， 汤卤鸭头是衢州传统地方风
味小吃“三头一掌”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传统湖镇美食至今依旧

闪闪发光，深受人们喜爱。 随着时代
的发展，各式新品也进驻老街，如寿
司、烤冷面、红烧肉焖鲍鱼等美食，让
人大饱口福。

因处多湖之地而得名的湖镇镇，
以鱼为美味。 哈好大饭店是第一位上
菜的商家，汪华镇是该饭店的主管，他
介绍了自家饭店最具特色的黑鱼煲。
来自水库的黑鱼现杀现煮， 取爽脆的
酸菜点缀其间，汤汁金黄，口感滑嫩。
汪华镇说，来参加这次美食评选活动，
希望可以促进行业间的交流， 推动湖
镇美食不断传承和创新。鱼有多类，亦
有多种赏鉴之法。 新农村石锅鱼是一
家十年老店， 店长汪小姣称店里时常
顾客爆满，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广
湖镇美食、提高湖镇的知名度，以美食

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这是湖镇镇第一次举办美食评选

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评选
的方式， 在农历三月三老街文化活动
中公布，并举行授牌仪式，前十名将授
予“湖镇美食推荐店”荣誉称号。

湖镇镇党委副书记杨俊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通过唤醒人们的味蕾，从
舌尖上的美食记忆出发， 唤醒人们关
于文化的记忆，重筑百年老店，传承千
年文脉。 这是湖镇镇第一次举办该类
活动，之后还有各类活动将持续开展，
复兴老街，发展湖镇。

在美食的薪火相传中， 我们回望
老街的过去，立足老街的当下，展望老
街的未来。 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
欣欣向荣，焕发出新的生机。

湖镇美食“出圈” 通济老街焕新

本报讯 （记者 吴晓龙） 4 月 12
日， 由浙江省期刊协会主办、《浙江共
产党员》杂志社承办的“‘八八战略’在
衢州”期刊采访活动来到龙游。来自全
省各知名杂志社的 26 名记者、编辑走
进美丽的溪口未来社区， 近距离感受
古埠画乡里的共富故事。

采访团一行首先来到溪口未来乡
村。 在这个由原黄铁矿生活区改建的
社区内， 大家一边感受着现代风与工
业风的浓烈碰撞，一边了解原乡人、归
乡人、 新乡人一起谱写共富之路的励
志故事。 来自《浙江经济》杂志社的编
辑田丹就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非常感兴趣：“这次溪口之行收获满
满， 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过来进行更
加系统地采访和报道。 ”

走进古韵悠悠的溪口
老街，采访团成员们聆听着
溪口古镇的跌宕起伏的“前
世今生”， 触摸着创客村民
共同编织的共富之网，流连
于“一盒故乡”内巧夺天工
的竹工艺品。杭州市委党刊
《杭州》 杂志编辑杨佩佩表
示， 溪口老街的烟火气、人
情味、归属感很吸引人，“大
师带导师， 导师带工匠，工
匠带农民”的传帮带模式也
非常值得推广，“共富的核心还是要依
靠产业， 我由衷地为这里的共富故事
点赞。 ”

据了解，采访结束后，各期刊将在
刊物和微信公众号刊发“‘八八战

略’在衢州”全省期刊集中采访活动
相关报道，生动反映衢州、龙游争当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
市范例过程中的鲜活实践、 典型案
例、先进经验。

“‘八八战略’在衢州”期刊采访活动走进龙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