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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养老金融服务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钟小伟） 近年来，龙游农商

银行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坚守“立足‘三农’、面向
县域（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严格落
实政策要求，推出了全方位贴心、暖心、安心的养
老金融服务。

该行聚焦日常生活金融服务场景， 结合老年
人群体的重点金融需求， 多次开展养老金融服务
宣教活动，持续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深入基层、深入
社区， 重点针对老年客群开展金融安全知识普及
与金融风险提示， 帮助老年客户掌握更丰富的金
融知识，不断提升防范诈骗风险意识。

爱心餐桌温暖校园
本报讯 （记者 梁羽煊 通讯员 钟凯琳） 5 月

21 日， 一辆满载全新餐桌椅的货车驶入沐尘畲族
小学， 这是宁波市镇海区民盟联合宁波市江北区
抱壹公益中心给孩子们提前送上的儿童节礼物。

据了解，沐尘畲族小学现有学生 81 名，其中
留守儿童占 30%、住宿生占 55%。“今年 3 月份，我
们来学校实地考察时发现， 学校食堂的部分餐桌
椅斑驳陈旧，让人看着很心酸。 ”抱壹公益中心秘
书长赖婉霞坦言， 他们当下就萌生了给孩子们更
换餐桌椅的想法。 赖婉霞将学校情况上报组织后，
组织迅速落实，购置了 36 套价值近 5 万元的全实
木餐桌椅。“希望他们能每天吃得开心，每天都有
个好心情投入学习！”赖婉霞笑着说。得益于“山海
协作”工程的实施，该校得到了镇海民盟的爱心扶
持。“物品有价、爱心无价，此次捐赠是继营养午餐
基金、室内空调安装后的第 3 次公益之行，非常感
谢他们。 希望‘山海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份情谊一
直传递下去。 ”沐尘畲族小学校长吴敏飞表示。

“康乃馨健康关爱小站”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刘佳蓓 通讯员 方瑜） 5 月

18 日，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联合县妇幼保健院
成立“康乃馨健康关爱小站”， 并向该院捐赠 500
份价值 8.35 万元的免费 HPV 核酸检测。

县妇幼保健院是全市首个加入“康乃馨健康
关爱小站”的医院。“此次‘关爱小站’的成立，意味
着我县妇女健康事业发展在周坚红教授专家工作
站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慈善的力量。 ”县妇幼保健
院负责人表示，今后“两癌”患病困难妇女在家门
口就能得到省级专家的关爱和救助， 该院将在省
妇女儿童基金会和周坚红教授团队指导下， 建立
起一套更专业、 贴心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 全周
期、全方位服务好女性群体，为打造“健康龙游”惠
民工程夯实基础。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本报讯 （通讯员 欣闻）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近日，社阳乡社阳村开展了“巧用
积分制，激发新活力”移风易俗主题活动。

现场， 村干部向群众宣传解读垃圾分类积分
制，鼓励广大村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兑奖励，
养成好习惯，形成新风尚。 社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宋国雄介绍，“以前村里乱丢垃圾的现象
较普遍，实行积分制管理后，全村卫生环境明显变
好，邻里纠纷、聚众赌博等情况也得到有效遏制。 ”

该活动通过推行积分制， 将村民的行为习惯
量化评比，通过开设“积分超市”“积分银行”等方
式，开展兑换和分享活动，激发村民自觉参与乡村
事务的积极性，让“村里事”变成“家家事”，不断破
除陈规陋习，弘扬了文明健康的乡风民风。

近日， 我县相关部门
对市政、供水、燃气等各种
地下管网线路、 城市道路
的地下空间开展测绘 、巡
检工作， 以期及时掌握运
行工况， 让社会公共基础
设施安全更有保障。

通讯员 莫星亮 文/摄

测绘地下管网

◎文明创建

“这个周末我们又要组织活动，到
廖家村枫树底自然村送戏， 请各班组
老师和团员携带道具，吹、拉、弹、唱、
舞起来！ ”5 月 21 日，龙游县罗家乡银
龄艺术团团长王利华在微信群布置演
出事项，他兴奋相告，乡村老年人照样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艺术团通过文艺
活动，既愉悦身心，又增进情感交流，
大家踊跃报名，一下子有 30 多人要参
加本周末的活动。

罗家乡银龄艺术团成立于 2012
年，刚开始时，几位志同道合热爱文艺
的老年人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日子过
得开心而充实。随着活动常态化，艺术
团的名气越来越大， 团员从起初的五
六人，增加到现在的 50 多人，年纪轻
的五六十岁，最年长的已经 80 岁。 有
的妻子加入后，又吸引丈夫加入，现有
6 对夫妻同在艺术团。

艺术团的阵容堪称强大，有二胡、

笛子、唢呐、锣鼓、小锣、叠板、搭鼓等
乐器，十多人的组合，演绎的戏曲有模
有样。“乐器都是团员自掏腰包买的，才
艺也在互相学习中提高。 ”65岁的王利
华说。团员们经常到县城婺剧行家和专
业老师那里拜师学艺，一步一步掌握了
唱、弹、鼓、拉、吹等演奏技巧。 多年下
来，很多团员已经出师，并传帮带教会
了一批又一批新加入的团员。

“现在艺术团的水平越来越高
了！”王利华显得很自得。如今，他们拿
手演奏的婺剧戏曲有很多， 像《闹花
台》《三请樊梨花》《离别青龙山》《苏秀
在山荫》等 30 多个曲目，会演唱的红
歌更是有 40 多首。

多年来， 银龄艺术团走遍了罗家
乡的 10 个行政村，开展义务巡演，除
了戏曲表演、唱歌、旗袍秀之外，还
结合时事，创作快板书、小品等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前一阵子，王利

华创作了禁止秸秆焚烧的小品， 获得
村民好评。

“在团长的带领下，艺术团像一个
家，大家如兄弟姐妹般相处，很开心。”
来自荷村村的陈樟连说。 63 岁的她多
年来一直忙碌于企业管理工作， 去年
加入艺术团后，唱歌、跳舞、旗袍秀、绘
画样样学会， 现在连 400 多字的快板
书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整个人变
了样，天天乐呵呵的，见人就笑。

今年 80 岁的王永源是艺术团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去年和 70 岁的老伴
一同加入了艺术团。 他说，儿子在外，
自己不喜欢搓麻将， 平时在家闲着没
事，加入艺术团后，重新拉起了二胡，
学会了吹笛子、唢呐，人越来越精神，

“禁止秸秆焚烧小品中， 我是主演，其
中有在地上打滚的动作， 让大家佩服
得不得了！ ”

来源：《衢州日报》

罗家乡一个艺术团走遍 10 个村

“银龄”聚力活跃乡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