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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结合助力科学喂养
本报讯 （记者 叶绿丹然）“宝宝的第一口辅

食应该吃什么？ ”2 月 25 日下午，在县奔卉托育中
心的膳食厨房里， 县妇幼保健院托育服务中心主
任徐晓莹的一个提问， 让在场的新手爸妈们纷纷
竖起耳朵。 案台上，米粉、新鲜果蔬、研磨碗等食材
工具一字排开， 一场针对 6 至 8 月龄的宝宝辅食
制作课正在火热进行。

“水温要控制在 45 度左右， 每次冲调 1 到 2
勺米粉，像这样逐渐添加并搅拌……”徐晓莹一边
示范一边讲解。 在场的新手爸妈目不转睛地盯着
每一个步骤，生怕错过细节。 李女士感慨：“原来冲
泡米粉有这么多讲究，我之前都是凭感觉来的。 ”
随后，徐晓莹将蒸熟的胡萝卜放入碗中，细致地演
示如何将食材研磨至适合宝宝吞咽的细腻度。

在实操环节， 新手爸妈们按照示范小心翼翼
地分离蛋黄，制作蛋黄泥。“虽然动作还不太熟练，
但能亲手为宝宝做辅食，感觉特别有意义。 ”新手
妈妈李梦莹捧着刚做好的菠菜泥， 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今晚就要给宝宝尝尝妈妈的手艺。 希
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新手妈
妈少走弯路。 ”

“辅食添加是宝宝成长的重要里程碑。 ”奔卉
托育中心园长陈倩雯表示，“通过这样的课程，不
仅能让家长掌握科学的喂养知识， 还能在制作过
程中增进亲子感情。 ”同时，陈倩雯还告诉记者，趁
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东风， 县托育中心
与县妇幼保健院建立了深度合作， 每周都会开展
健康巡检和医教结合课程。“除了辅食制作课，还
会开展中医保健、养育照顾等特色课程，满足家长
多样化的需求。 ”

记者 叶绿丹然

近日， 大街乡贺田村的文化礼堂
内，婺剧唱腔婉转悠扬，老人们围坐长
凳，品茶谈笑，眉眼间尽是欢喜。 这份
烟火气的背后， 是一位优秀寓外人士
十余年的深情耕耘———贺田村同心联
谊会会长邹建军。 身为浙江明兆企业
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新质科学家创业营”创业
导师，他不仅以智慧开拓商海疆域，更
以赤子之心浇灌故土， 用行动诠释了
“能人反哺桑梓”的深刻意义。

2010 年深秋，邹建军跟随村干部
踏遍贺田村百余户留守老人的家门。
空荡的院落、独居的孤寂、守着空房盼
儿归的执念，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
们不缺吃穿， 缺的是热气腾腾的生
活。 ”邹建军当即捐出二十台电脑，建
起全县首个乡村电脑学校， 又连续三
年自掏腰包资助戏剧演出。“台上演婺
剧，台下聊往事，戏剧能丰富老人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我也希望村里能有更

多的中年人传承下去。 ”邹建军说。 三
年来，他累计捐款 4 万余元，让婺剧年
年登场。 村民周大爷感慨：“现在盼着
看戏，日子有滋有味！ ”

2021 年贺田村同心联谊会成立，
邹建军被推选为会长。他立下目标：每
年重阳节，80 岁以上老人必须收到
“三重礼”———茶话会、 红包、 戏剧表
演。“我想让这些为村庄默默奉献一生
的老人们， 晚年生活更加温馨与幸
福。 ”

邹建军不仅以身作则、带头捐款，
更积极发动其他寓外人士参与到家乡
的建设中来。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
事业有成的同乡加入到回馈家乡的行
列中，共同为贺田村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众人的力
量是无穷的。 ”邹建军感慨地说。 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带动更多的
人关注乡村、支持乡村、建设乡村，共
同绘就一幅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

作为浙江明兆企业董事长， 邹建
军常被问为何执着于乡村“小事”。 他

总笑着展开规划图：“你看， 垃圾分类
全国示范村、生态文化公园、智慧养老
系统……我希望贺田变成银发族的
‘燕子坞’！”早在 2011 年，贺田村计划
建设民生公园以提升环境、 丰富村民
生活。邹建军再次展现超前视野，捐出
五万元，为公园注入关键资金。“现在
经常有人在这里散步、唱戏、拉二胡，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村支委邱莲英感
慨道。

邹建军认为，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
正如城市工业区的“腾笼换鸟”。 通过打
造绿色生态场景，不仅能让城里退休者
回归田园、享受自然，还能吸引更多寓
外人才返乡创业， 为乡村注入新的活
力。“60岁回乡，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
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说这话时，他的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从孤寂空村到
戏韵悠长，邹建军用 15年光阴，将情怀
化作一盏灯，照亮贺田的暮色，也点亮
了乡村振兴的希望。正如邹建军常说的
那句话：“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 家
乡的根，要靠我们亲手来护。 ”

凝聚合力 反哺桑梓

以文赋能激活乡村活力

路口货物散落 交警秒变“搬运工”
本报讯 （通讯员 欣闻） 2 月 22 日下午 3 时

许，在龙游辖区沿江公路与环城东路红绿灯路口
发生这样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在过红绿
灯时，突然车上的货物发生倾斜，导致车上装载
的塑料 PE 水管散落一地， 车主见此情况也是手
足无措。

正在该路段巡逻的执勤交警发现这一情况
后，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为避免交通拥堵，预防事
故发生，执勤交警秒变“搬运工”。 帮助货车驾驶员
合力清理现场，将掉落的货物搬至道路一旁，迅速
恢复路面畅通。 随后，又帮忙把货物搬到货车上，
捆牢货物， 并嘱咐车主出行前加强对车辆状况的
检查，确保开车上路后的安全。

交警提醒：运载货物的车辆在行车前，驾驶员
一定要做好车况的检查和货物的捆扎固定， 以免
在行驶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安全隐患。

记者 董雯 通讯员 金杭

近日， 在庙下乡晓溪村，“璟程智
趣”共富工坊里一派忙碌，村民们将益
智小玩具进行分类、组装和打包。今年
37 岁的宝妈赖燕飞，在共富工坊里实
现了家庭、工作的“两头顾”。 她介绍，
村里许多剩余劳动力和低收入人群都
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岗位， 逐渐形成
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局面。

共富工坊的建成， 对于入驻的企
业而言也是大有裨益， 不仅能解决企
业的招工难问题， 更是大大降低了生
产和用地成本。“璟程智趣”共富工坊
负责人汪文飞表示， 他们的产品主要
出口国外， 仅在入驻物业大楼的半年
时间里， 出口额已经达到了 500 万元
的销售量。

晓溪村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
企业 + 农户”的发展模式，让企业家
受益，老百姓增富，村集体增收，共富
工坊已经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点之
一。庙下乡党建办主任金杭表示，前期
他们了解到， 有很多有志青年都有在
家乡发展的意愿， 但村里产业较为单
一，如果有了共富工坊的助力，就能为

村里增加 50 至 100 个就业岗位，进而
实现村里人的共富梦想。

而在湖镇镇的“如意韶华”共富工
坊，已不单是为了满足就业，更是为了
培养一批优秀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今
年 40 多岁的傅玉枝，从一名最普通的
流水线工人一步步做到了管理层，成
为了车间主任，在“如意韶华”共富工
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意韶华”共富工坊主要从事中
国传统服饰旗袍的加工、出口，年产值
约 1000 万元，带动湖镇镇、社阳乡、模
环乡等周边乡镇和镇域内周边村劳动
力就业人数近 80 人，每年发放加工费
约 300 万元。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吸引年轻手工
艺人， 工坊负责人严丽梅大胆创新，让
龙游传统旗袍制作非遗技艺插上现代
化的翅膀，衍生出一批又一批精美副产
品，最终如意韶华工坊被评为省级优秀
工坊，其电商直播式的经营模式也被评
为了省级“共富工坊”的典型案例。

“如意韶华”共富工坊负责人严丽
梅已经从事旗袍行业 38 年了，从一个
小小的裁缝店到如今拥有厂房的企
业，她表示这一切来自于她的变革。虽

然他们的产业是传统的， 但经营模式
是现代的，直播间就有五六个。严丽梅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她们的队伍，
把这项非遗工艺传承下去。

如今，县共富工坊服务综合体以创
建县级公共服务枢纽为目标，涵盖了来
料加工式、定向招工式、电商直播式、农
旅融合式、品牌带动式、产业赋能式共 6
种类型的工坊。 县共富工坊服务综合体
负责人周寒梅告诉记者，他们主要是发
挥党建联建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为全县

“共富工坊”提供产业规划、资讯发布、
产品展销以及创业培训，还有政策帮扶
等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

近年来， 乡村振兴犹如一阵春风，
让共富工坊在龙游遍地开花。通过党建
引领和政策加持，不仅让企业和闲置劳
动力实现“双向奔赴”，更让乡村拥有了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我县去
年全年新增共富工坊 55家， 目前共建
成 201家，吸纳就业人数 8500人次，全
县共富工坊助力村集体增收 1100 万
元。 未来，我县将继续深化共富工坊“富
民”模式，不断盘活闲置资源、凝聚发展
合力，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
到人，真正架起百姓的“致富桥梁”。

工坊“小切口”做成共富“大文章”

随着龙游大南门历史
文化街区的空间拓展、游客
增多，我县文旅部门为了更
好地带动客流，引进了交通
便民、娱乐观光型的小火车
项目，其富有童趣的造型与
复古式街区相匹配，吸引了
广大游客踊跃乘车体验。

通讯员 张奕 文/摄

小火车“拉动”客流

县老科协喜获两项省级荣誉
本报讯 （通讯员 林瑛） 2 月 26 日，在浙江省

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八届二次理事会上传来喜讯，
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被评为 2024 年度优秀“建言
献策”组织奖，其中的《关于进一步开发龙游天然
富硒莲子产业化的建议》 被评为 2024 年度优秀
“建言献策”奖。

这是该协会会员大力弘扬老科技工作者老
有所为、无私奉献的精神，注重辅助我县相关部
门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成果体现。 近年来，我县广大老科技工作
者积极发挥老科协的优势特长， 高质量参与、办
好科学论坛，为龙游建设区域明珠型城市贡献了
智慧和力量。

据悉，县老科协的农艺师们围绕龙游油菜、中
药材、粮食水稻、富硒莲子等特色产业，开展专题
调查研究、专门技术攻关，形成多项实用性科技创
新成果，实现产业发展质效“双提升”。 通过技术创
新，实现莲子种植品种、施肥技术、加工技术三个
转变，每亩“通心白莲”产量由 60 公斤提高到 80
公斤，亩增收 2000 元。 通过配套栽培技术，促进油
菜大面积丰收，在全市范围推广。

下一步，县老科协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
持“发挥优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务求实效”的
原则，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推动科技
为民服务等方面发光发热，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推
进县老科协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