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龙游人

本报讯 （记者 陈忆金 夏天谷）
“大家放心，没有到现场的人员我会一
个一个对照名单进行电话确认。”这两
天， 正赶上县里发布农民集聚转化实
施意见， 每天前来塔石镇北乡联调联
处联助中心询问相关政策、 办理继承
过户手续的人很多，调解室里，来往的
村民络绎不绝。 正在为大家解答疑难
的，就是刚刚登上“浙江好人榜”的夏
汝清。 多年来，他义务从事调解工作，
共调解纠纷 1500 多起。 最近这段时
间，为了让村民少跑腿，夏汝清牺牲自
己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前一天，他
就调解了 10 多件关于房屋、土地继承
过户的事情。“昨天晚上 10 点半才回
家，不能让村民白跑一趟。 ”

由于部分乡村约定俗成的做法并
不能成为法律依据，房屋继承、过户容

易成为村民间的矛盾纠纷点，处理起这
方面的纠纷， 对老夏来说是轻车熟路。
他有着 46 年的基层农村调解工作经
验，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北乡老娘舅”。

“有些事情我没想到， 夏师傅都帮我想
到了。 ”一个多小时内，村民张信平、张
小华父子就拿到了调解书，可以办理过
户手续了。 同样，经过调解， 想要办理
继承手续的塔石镇前夏村村民李金鸿
也在夏汝清的仔细确认下，拿到了调解
书。“我们老百姓不懂法律问题，他给我
们耐心的解释，很细心很到位！ ”

“调解纠纷就像帮人打预防针，身
体就不会发病了。”夏汝清曾是塔石镇
雅村村种粮大户、珍珠养殖大户，1995
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作为乡亲
们增收致富的带头人，深得村民信任，
他从 20 多岁开始就义务参与纠纷调

解工作，最困难的一次调解，他连续工
作了三天三夜。他说，把矛盾化解在家
门口，看到村民握手言欢，这样的成就
感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

“我的经验就是要公平公正，双方
需求要了解透彻。 ”2020 年，夏汝清开
始担任塔石镇“龙游北乡三联中心”调
解员， 凭着多年积累的调解经验和技
巧，他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遗留
了三四年的 50 余个纠纷全部调解完
毕。如今，夏汝清已经快 70 岁了，虽然
家人一直想让他回家休息， 但他依旧
每天奔跑在调解的路上， 能让村民的
矛盾化解在家门口，是他最大的心愿，
他希望自己能把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干
到 75 岁。“我做这个事情不可能半途
而废的。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事情，老
百姓对我认可就是我的幸福感。 ”

“浙江好人”夏汝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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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生 邓佳慧 通讯员
王莉春） 4 月 21 日，樾园小学四年级
师生来到东华街道官村村开展了以

“走进非遗 传承匠心” 为主题的研学
活动，体验陶艺乐趣，培养工匠精神。

官村村经历千年沧桑， 似一颗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灵山江畔。 据史料记
载，早在唐代这里就有人聚族而居，称

“官村里”， 历史上为灵山江上重要的
水运码头，是龙南地区重要集镇之一。

在官村村研学中心， 陶艺师在拉
坯机前耐心地为学生讲述陶坯的制作
方法， 摞泥、 拉坯……一团小小的陶
坯，在陶艺师的手里“活”了起来，引得
学生连连惊叹。在陶艺师的引导下，学
生们穿好围裙、挽起衣袖，依次在拉坯
机前坐好，开始体验制作陶坯。

学生们从一开始的不熟练， 到后
来渐渐掌握诀窍。在陶艺师的帮助下，
他们用小手与陶土近距离交流， 见证
一团团陶土的蝶变， 打造出一个个独
一无二的小瓶子、小盘子、小碗。“我们
做陶泥的时候要掌握技巧。 先把坯形

塑造出来，再做出碗
的特点，最后给它增
加纹路，有了纹路会
更好看。 ”四（3）班学
生蒋千行说。

在陶艺体验过
程中，学生和老师一
同完成陶土拉坯，在
合作中收获快乐、增
进感情，也让学生们
学到了课本以外的
陶瓷相关知识。 师生
们还前往官村窑参
观、学习。 官村龙窑
的主理人翁程华是衢州市乳浊釉烧制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成立了古窑文化
创新工作室。 去年 11 月份，在翁程华
的牵头下， 沉寂了百年的龙窑重新点
燃窑火，再现昔日烈焰熊熊的景象，让
人一睹古窑的壮丽风采， 感受官村窑
乳浊釉的传统烧制技艺， 也点燃了龙
游瓷器复兴的莹莹之火。

现场，翁程华向学生介绍了官村的

来源、龙窑的基本情况以及陶瓷的相关
知识。 介绍间隙，面对他的提问，学生踊
跃回答，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今天，我们的研学活动带孩子们
走进官村，体验陶艺活动，让他们用眼
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用手去体验，
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锻炼孩子的动手
能力。 走进非遗，传承匠心。 ”四（5）班
教师张怡然表示。

弘扬陶瓷文化 体验陶艺乐趣

◎小县大城 共同富裕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袁献君

“詹家镇便民中心办事效率高，还
给我家带来了新的政策红利。 ”日前，
詹家镇夏金村董先生对乡亲兴奋地
说。他平时在外创业，最近回家到便民
中心办理公安户籍业务，在排队时，听
到中心人员在不停地宣传、 解释和举
例说明农民集聚转化政策， 董先生对
照自已的家庭情况后， 发现这个政策
完全符合自身发展需求。 待事情办完
回家，他立即到村委会询问，经审核确
认符合农民集聚化政策后， 当场提交
了各项报名材料。

据了解，詹家全镇上下一心将“小
县大城 共同富裕”农民集聚转化工作
做实做细。 詹家镇便民服务中心便是
连接群众最前沿的“战线”。 为全力助
推该项中心工作， 让群众吃透政策内

容， 中心工作人员对来服务中心办事
的群众进行现场政策宣讲及答疑解
惑，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政策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讲解， 用贴身的事例算好
生活、经济、未来三本账，让政策的红
利深入人心。

而在另一边， 晚上 11 点的詹家
镇资规站内仍然灯火通明， 詹家村
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徐海银与
镇专班成员一同挑灯夜战， 审核报
名户的材料。“时间紧、任务重，而且
每个村报上来的情况各不相同，一
点都马虎不得。 ”詹家镇资规站站长
丁嵘介绍， 今年村民的报名积极性
比较高， 詹家村更是今年“小县大
城”工作推进的佼佼者。 从农民集聚
转化报名审核开启仅 4 天时间，詹
家村已有 50 户提交报名材料，人数
超 180 人。

“今年政策这么好，我们村‘两委’
干部分组进行‘地毯式宣传’，一家家
走访，与意向农户交流沟通政策细节，
帮助村民算好‘经济账、发展账、教育
账、政策账’，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异
地搬迁集聚的好处。”徐海银指着厚厚
的一叠报名表介绍道。

詹家镇便民服务中心与詹家村所
展现出的干劲只是全镇今年“小县大
城 共同富裕”农民集聚转化工作的一
个缩影。“除此之外， 镇里的指挥中
心、农业农村办、平安法制办等科室
人员都参与到农民集聚转化工作当
中，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做好农民集聚转化工作。 ”詹家镇党
委委员吕晨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加
快资格审定，并继续挖掘潜力户，让
政策惠及每个符合条件的百姓， 做到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詹家镇合力推进农民集聚

上线企业互联服务系统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予忱） 近日，龙游农商银

行推出交易银行企业互联与“六宝一生态”产品，
实现了“四金”“六宝”、跨境金融与数字生态功能。

“四金”，为客户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贷
款与存款理财服务。“六宝”：“财资宝”，为财政国
资平台、企业账户管理集合多账户管理与结算、综
合查询等功能；“票据宝”， 实现灵活保证金池账
户、贴现秒出账等功能；“贸融宝”，主打信用证、福
费延业务；“供链宝”，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线
上融资；“政务宝”，推出涵盖财政、云缴费等政务
云服务及平台特色服务；“收付宝”，丰富对公客户
预进件渠道、多维查看流水与经营报表等。

多举措营造诚信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巧丽） 今年来，龙游农商

银行结合省文明县创建工作， 扎实践行金融为民
理念，充分利用宣传阵地，全方位、深层次开展诚
信宣传，共同打造诚信消费环境，提振金融消费信
心，在全县积极营造浓厚的诚信氛围。

在该行各营业点，客户既能在“丰收驿站”歇
歇脚、喝口水、充充电，还能随时阅读金融知识宣
传小册子，观看电子大屏上的金融小视频，大堂经
理还会认真细致地向客户普及金融知识， 引导客
户了解金融产品，提升客户金融知识水平，树立金
融消费防范意识，有效防范各类电信诈骗，从而共
筑龙游诚信健康的消费环境。

铁路警方深入开展法制安全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 童雪明） 为进一步增强铁

路沿线群众的铁路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自 4
月 1 日起， 杭州铁路公安处龙游站派出所联合铁
路杭州工务段、 金华车务段等多家单位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共创平安，护航亚运”沿线法制安全集
中宣传活动。

自活动以来， 龙游站派出所民警深入铁路沿
线中小学校、村庄、企业，围绕《铁路法》《铁路安全
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中涉及
铁路安全的规定，通过“线下”现场宣讲、张贴宣传
画、发放宣传册，以及“线上”微博、微信、“抖音”、
“快手”等宣传形式，为沿线学生、村民普及列车常
识与铁路安全法制知识， 有效提升沿线群众安全
意识和遵纪守法自觉性， 为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
铁路沿线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展结核病防治提升专项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陆冰欣） 4 月 18 日，衢州市

卫健委一行对我县结核病防治提升年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

督导组一行分别对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
龙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石佛乡卫生院进行
督导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汇报、现场
核查、座谈等形式进行，详细了解我县结核病防治
提升年工作的开展情况， 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
场反馈。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随访管理质量、诊断治
疗质量以及传染性肺结核住院隔离治疗等， 还对
老年人、 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肺结核可疑症
状筛查情况进行交流和探讨。 督导组还对定点医
院从事结核病诊治科室及乡镇随访工作补助经费
发放情况进行了解， 强调工作人员的补助经费一
定要发放到位。

督导组对我县第一季度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性建
议。 我县将以此次督导工作为契机，对督导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逐项，明确责任，细化整改措施，为进一
步提高全县结核病防治工作，保障全县结核病防治
工作各项指标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