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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起铁路出行有变化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锦俊 童雪明） 今年 7 月

1 日零时起，铁路运行图将进行调整。 龙游站“7.1”
图定开行旅客列车 60 列，与 2023“4.1”运行图相
比合计增加 3 列。

据了解，新调整的铁路运行图增加了探亲、旅
游需求旺盛福州方向的高铁运能， 以及宁波方向
普速运能。 龙游站取消清早 6 点 30 分 T102 次深
圳—上海南旅客列车；增加上午 8 点至 10 点时间
段，两趟 K380、K1374 次上海南方向普速列车；而
前往杭州上海热门方向， 上午以及夜间大约每隔
半小时一趟。7 月 1 日后，龙游至瑞安、郑州东有直
达高铁列车，方便旅客出行。 同时，因衢州站站台
改造完成，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靠龙游站，将取消
办客。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7 月 1 日后提早出行，注
意车次、时间点变化，具体车次信息以铁路 12306
官方为准。

迎亚运气排球精英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何群飞） 为了迎接亚运会的

来到， 进一步加强我县气排球运动的相互交流学
习和战术水平提升，6 月 22 日，由县气排球协会主
办的迎亚运气排球精英赛在龙游世贸城举行，来
自金衢等地的 28 支队伍齐聚一堂，一展风采。

本次赛事设男、女、中、青 4 个组别，采取三局
两胜制。 现场，参赛队员踊跃攻防拦吊、奋力扣杀，
场场比赛都打得异常激烈和精彩。 各参赛队呈现
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湖镇进驻摄影团队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曾麒） 6 月 22 日，在湖镇镇地

圩村文化礼堂，“百里瀫水·千韵湖镇”走进龙游湖
镇浙传小学期活动正式开机。

来自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 24 组学生
代表与当地 24 个行政村“两委”代表上台接旗
并正式组队， 开展为期 5 天的小学期作品创作
活动，届时将制作相关影像作品。 华策电影学院
副院长陈淘说， 本次活动是近几年来学院第一
次大规模组织学生深入农村， 希望通过大调研
大走访的形式，让学生蹲点深入影像创作，通过
“湖”“头”“有”“禧”“端午”五个主题创作，宣传湖
镇在“八八战略”、新时代“千万工程”推进中取得
的丰硕成果。

拓展青春客户群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小双） 连日来，龙游农商

银行在全县相关高中部开展了形式丰富的高三毕
业生系列营销活动， 广泛深入地做好青春客户群
体的营销拓展工作。 该行十分重视每年一度的高
三毕业生金融服务营销工作， 将其上升至上半年
重点工作。 荣昌、横山等支行多次召开全体干部员
工会议， 宣贯做好高三毕业生这一青春客户群体
营销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在校门口、闹市点等网点
开通“面对面”“零距离”服务，营造了“走近师生、
移动营销，精准服务、助学帮困”的亲情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刘舒婷） 6 月 23
日上午， 风光旖旎的沐尘畲族乡凤凰
洲，来自江浙沪以及重庆、深圳等地的
自行车骑手在这里上演了一场“速度
与激情”，2023 大 V 泵道联赛龙游沐
尘站火热开赛。

大 V 泵道联赛是由 Velosolutions
发起的，覆盖所有年龄段，对任何类型
的自行车骑手开放的全国性联赛。 秉
承着包容与创新的赛事精神， 从 1 至
99 岁，无论老幼、无论国籍、无论种
族、无论性别，人人可欣赏、人人可体
验、人人可热爱。 联赛与 UCI 泵道世
锦赛拥有着相同的赛制， 仅在全国的
Velosolutions 泵道上举行。

本届大 V 泵道联赛龙游站分为
11 个组别，共有 94 名选手参赛。 最小
参赛的选手年龄不足 4 周岁。

恰逢梅雨季节， 断断续续的雨水
却浇不灭选手们的激情， 以良好的专
业水准和心理素质从容应对。 时而淅
淅沥沥， 时而大雨滂沱， 山间云雾缭
绕， 和潺潺的流水组成了一幅田园山
水画。 选手们在夏日清凉的雨水中享
受这青山绿水间的专业赛道带来的特
别体验。赛场内加油呼喊声此起彼伏，
相比于青年组、成人组的惊险刺激，低
幼年龄段的竞技同样精彩。 碰到飞驰
过弯，几乎就要垂直于地面的选手，看
台上的观众不由得屏住呼吸， 完成比
赛后，赛场上响起阵阵喝彩声。

“我是深圳过来的，这是第一次来
龙游，在这边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周
边转了一圈，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这个
环境特别适合旅游度假， 非常安静美
丽的一个地方， 来这边的感觉就是边
玩边学。 其实是我儿子来参加这个比
赛，我是比赛前两天才开始练习的，也
想给孩子树个榜样。 他这次获得名次
很一般，因为学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觉
得他表现得非常棒，出乎我们意料。他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比赛， 没想到

这次打败了之前比他厉害的学员，也
是超越了自己，让我很开心！ ”女子组
冠军侯月婵说起比赛经历非常激动。

“这个比赛很好看，这些小朋友真
的好厉害！ 年纪这么小， 就骑得这么
好，太精彩了！家门口能看到这样的比
赛很高兴！ ”沐尘村的李奶奶说。

体育运动作为龙游城市的发展要
素，正成为与世界交往交融的桥梁与纽
带。 浓郁的畲族文化、 丰富的红色资
源、优美的生态环境，我县沐尘畲族乡
沐尘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带着项目而来的投资
人。 现在的沐尘，不仅有灵山江畔的网
红露营打卡地、沉浸式剧本杀、短视频
创作基地，还有山哈会客厅、数字文化
博物馆、山地自行车泵道等 7个重点项
目建设。通过打造差异化的泵道国际赛
事品牌，助推龙游体旅产业发展，丰富
游客深度体验，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通
过泵道殿堂级赛事，全方位展示龙游的
旅游资源和绿色、时尚、充满活力的城
市形象，将休闲旅游与体育赛事融合，
推动“体育 +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山水画里演绎“速度与激情”

本报讯 （记者 郑依霖 梁羽煊）
6 月 20 日，沐尘畲族乡开展“巧手迎
亚运 粽香端午情”主题活动，吸引了
来自浙师大“发展中国家小商品市场
建设研修班”的 26 位外国友人前来打
卡，体验畲族文化。

当天上午， 外国友人一进入沐尘
村， 就被村口的畲族传统竹竿舞所吸
引， 只见畲族同胞们穿着明艳的民族
服饰，跳着欢快的竹竿舞，迎接远道而
来的客人们。在富有节奏的音乐声中，
外国友人纷纷参与体验， 清脆悦耳的
迎客山歌、醇香可口的迎宾香茶，畲族
人民的热情好客给外国友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我们来的时候，大家正在
跳竹竿舞，我很喜欢，我了解到他们在
这里跳舞是为了欢迎我们， 所以我也
加入进去了，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
验。 ” 来自尼日利亚的友人 Alli� Ba-
batunde（阿利）高兴地表示。

在畲族文化馆， 外国友人们还在
经验丰富的畲族村民带领下， 学习体
验包畲族特色的乌米蜜枣粽。 第一次
学包粽子并非易事， 热心的村民们连

说带比划， 耐心
地向外国友人传
授 包 粽 子 的 技
巧，展示卷粽叶、
装米、 捆线等环
节。 尽管语言不
通， 但通过动作
和眼神的交流，
外国友人们很快
就掌握了方法 ，
并积极进行了尝
试， 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我发现
这里很棒， 人们
都很热情， 我很
高兴来到这里。”第一次来中国的苏丹
友人 Cecilia（塞西莉亚）兴奋地说，“包
粽子很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包，但要
是让我尝试第二次的话， 我肯定会做
得更好。 ”

外国友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大家在欢乐中感受畲族传统习俗的魅
力。“我们带领外国友人体验包粽子、
跳竹竿舞等传统文化， 希望更好地促

进畲族文化的传播， 也促进中外友谊
长存。”沐尘畲族乡行政服务中心副主
任张润表示。

6 月 21 日，在溪口老街也举行了
相关龙游民俗活动，精心布设的“琼林
宴”，寓意学子金榜题名，一举高中。现
场既有来自龙游的广大学子， 也有来
自 8 个国家的外国友人， 大家一同感
受领略了穿越千年的国学氛围。

中外友人“牵手”体验龙游民俗

“金”喜盛“惠”情系龙游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丽霞）“夏日酬宾，感恩

相伴。 ”为感谢广大客户一直以来对龙游农商银行
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该行将于 7 月 1 日 9 时至 16
时在位于兴龙北路上的总行三楼举办“金” 喜盛
“惠”、情系龙游贵金属品鉴会。 届时，该行将推出
100 余款贵金属产品供广大客户选择，展品包括投
资金条，始庆类、古法首饰类、K 金、DIY 首饰类、
摆件等。 品种齐全、优惠多多，还有惊喜礼品赠送。

（上接第一版） 20 亩土地种植黄茶。
如今，陈洁华家的合作社已注册了商标

“茶缘云鼎”， 品质上乘的茶叶每公斤
价格能达 1000 元， 每年有 10 多万元
的收入，陈洁华的茶叶生意越来越好。

不止陈洁华一家， 黄茶已经成为
荷村人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现在村
民流转一亩土地能拿到 600 元租金，
再加上采茶和管理等， 每年有 2 万元
左右的收益。”荷村村委会主任劳云根
介绍，2019 年左右， 村里引进黄茶种
植大户， 从村民手中流转 320 余亩土
地，“中黄三号” 黄茶种植规模进一步
扩大。

目前， 加上村民种植的茶树，荷
村村全村黄茶种植面积超 400 亩。
漫步在荷村， 放眼望去尽是满眼绿
意， 一棵棵黄茶树铺成了绵延不断
的青翠“地毯”。

罗家乡党委书记陈俊梁介绍，荷
村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从事黄茶采

摘、加工、销售等工作。 每年三四月的
采茶季， 村民采茶一天能赚 200 至
400 元。 清新甘香的黄叶子变成了村
民钱包里沉甸甸的“金叶子”。

不仅村民的收入增加了， 村集体
的家底也更殷实。劳云根说，除了茶园
流转， 村里还有光伏、 峡谷漂流等产
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达到 40 余万
元，村里的生活早就从“温饱”到“小
康”了。

以文旅憧憬未来
午后时分， 在罗家溪的潺潺水流

旁， 几个年轻人在古色古香的协商议
事长廊里乘凉。顺着溪流一路向上，一
个尖尖的阁楼映入眼帘， 这是三年前
回家创业的邱炳芳设计的特色民
宿———竹尖上的树屋。 黄茶等产业在
鼓了村民的钱袋子后， 村里也有了更
多的底气投入到环境整治中。 如诗如
画的乡村风景加上便捷完备的基础设
施，很快使得荷村成为上海、杭州等地

游客心中向往的地方。
从维持温饱的毛竹产业到增收致

富的黄茶产业， 再到蒸蒸日上的民宿
产业， 如今荷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过 40 万元，比 2007 年的 1276 元增长
300 多倍， 全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不足 20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28000 元。
陈俊梁透露，当下，荷村村正计划拓展
茶叶全产业链条打出荷村品牌， 建设
特色景区留下更多游客， 进一步打造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下周周末的房间早就被订完了，
还有人打电话要订下个月的。”邱炳芳
一边忙着处理源源不断的住宿订单，
一边告诉记者， 自己每天都在心里琢
磨着， 怎么因地制宜用好荷村特色资
源，怎么让更多的游客来到荷村。

提到下步的投资计划， 大大咧咧
的邱炳芳放低了声音， 他笑着说：“已
经有一些想法了”。

来源：浙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