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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羽煊 郑依霖）
4 月 2 日， 一场以茶为媒的盛会———
2025 龙游黄茶茶商大会在悠悠茶香
中盛大开幕。 4 月 3 日，来自五湖四海
的茶商们满怀期待， 开启了一场深度
探寻龙游茶产业的精彩旅程， 全方位
领略龙游黄茶的独特魅力。

当日，茶商们行程满满。在瀫石光
艺术生态走廊， 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
的美妙氛围，在茗皇企业，通过实地考
察，对龙游茶产业从种植、加工到销售
的完整链条有了清晰认知， 深入了解
龙游茶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

随后，茶商们奔赴罗家乡席家村。
这里，“一席茶香” 黄茶共富市集作为
黄茶茶商大会分会场， 早已是人头攒
动、 热闹非凡。 黄茶种植园里绿意盎
然，微风轻拂，茶香扑鼻。

与此同时，“一席黄茶香 春泽共
富乡”浙商银行助农直播火热开启。现
场两个直播间火力全开， 主播们以生
动的语言、专业的讲解，向屏幕另一端
全国各地的观众娓娓道来黄茶的深厚
历史文化。 从古代文人雅士品茶吟诗
对黄茶的高度赞誉， 到现代制茶工艺
不断革新促使黄茶品质的提升， 再到
着重介绍龙游黄茶自身独特的优势，
全方位、多维度地推广龙游黄茶，让更
多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龙游黄茶的
魅力。

市集现场， 丰富多样的黄茶产品
更是吸引着茶商们纷纷驻足体验。 随
着热水的冲泡， 茶碗中香气四溢，“黄
茶虾仁”“黄茶水晶糕” 等前所未见的
黄茶美食征服了主持人的味蕾， 特色
饮品“黄茶拿铁” 牢牢抓住了来自宁
波、绍兴等诸多外地游客的眼球。

山东济宁龙游黄茶经销商刘敏喜
欢龙游黄茶的口感，“品质上乘， 富含
矿物质，对人体益处多多，市场潜力巨
大。 ”刘敏与龙游黄茶已合作三年，每
年黄茶销售额高达几百万。“这期间见
证了龙游黄茶不断创新， 品牌建设日
益完善。此次调研，对龙游黄茶行业发
展有了更透彻了解， 期望与龙游黄茶
开展更深度、更长期的合作。 ”

浙江龙游茗黄黄茶开发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马祥参加完活动，满怀期许，
通过此次活动， 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
外地客商走进龙游，认识龙游。“通过
多样、多维的方式，将龙游黄茶推广至
全国各地，让更多人了解它、品尝它，

把龙游黄茶的美好传递给每一个人。”
4 月 3 日， 在石佛乡三门源村的

文化广场，以“三门寻源·诗酒花茶”为
主题的石佛乡农文旅品牌发布会暨大
力山云茶原生态溯源品鉴会火热举
行，展示石佛农文旅融合形象，推介特
色产品和农文旅融合品牌。

活动在开场舞《蛇舞仲春》中正式
开始，石佛乡进行了“诗画石佛”“诗礼
传家”“诗酒花茶”“诗意栖居” 四大场
景推荐，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石佛乡自
然美景、人文气息，令人心生向往。 随
后， 相关领导和受邀嘉宾共同将象征
诗墨、酒曲、花蜜、茶汤的四色液体注
入启动装置， 标志着石佛乡农文旅品
牌正式发布。“此次发布会是龙游黄茶
茶商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我们希望
以重点村三门源村组团片区式发展为
核心，更好地推广三门源‘诗酒花茶’
特色农产品。 ”石佛乡组织、宣传委员
祝轶群介绍。

“大家请看东侧廊下，他们带来的
是 10 米家谱长卷……”现场，县政协
委员、 龙游青年旅行社总经理徐美霞
作为推荐官，通过场景式互动，向大家
推介了石佛乡诗（传统民俗）、酒（古法
荞麦烧）、花（四季花海蜜源）、茶（黄茶

种质资源）四种特产。“今天的发布会
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
研学、采风等系列活动，助力提高石佛
优势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关注度、美
誉度。 ”徐美霞表示。

这边三门源主会场气氛热烈，那边
在大力山黄巢坪茶园的分会场也热闹
非凡，大力山天雾茶园黄茶展示中心开
工仪式正在开展，领导、嘉宾共同挥动
铁锹，为项目奠基培土，标志着项目建
设正式启航。 作为龙游黄茶核心产区，
近年来，石佛乡依托海拔 800米大力山
2000亩生态茶园，构建起“高山云雾育
好茶”的产业优势，大力山天雾茶园黄
茶展示中心建成后，将集销售、展示于
一体，促进合作社与客商之间的良性互
动，助力黄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 本次活动作为龙游黄茶
品牌矩阵的重要支点，通过“茶文化溯
源 + 全域产业联动” 的创新模式，构
建起“以茶为媒、多产融合”的乡村振
兴样板，将进一步实现“一会带四产、
全域促共富”的叠加效应。“我们也将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把更多文化元素
植入到产品的品牌包装和营销等方
面， 让更多的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
济。 ”祝轶群说。

本报讯 （通讯员 童磊） 近日，沐
尘畲族乡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
盛宴。 由沐尘畲族乡携手龙游县姑蔑
区划地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解码畲
乡记忆·共绘沐尘密码”地名文化宣传
活动，与当地传统的“三月三” 民俗
活动深度融合， 吸引了百余位游客和
本地居民参与，通过文化展示、互动体
验与实地探访等， 让畲乡地名文化
“活”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沐尘畲族乡作为浙江省少数民族
文化乡镇，地名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 以“沐尘”为例，其名源自畲
语“沐浴尘世福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而“凤凰洲”则与畲族

“凤凰崇拜”信仰一脉相承，象征族群的
生生不息与精神传承。此次活动通过趣
味互动、图文展陈等形式，将抽象的地
名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让游客沉
浸式感受畲乡的历史脉络。

本次活动以“市集游园会 +� 老

街行走”双线并行的形式展开，兼顾趣
味性与深度体验。在市集游园会上，地
名文化宣传摊位人气高涨， 游客们通
过观看“地名故事连环画”，了解畲族
革命历史与地名渊源；通过参与“畲语
互动挑战”“文化知识闯关” 等趣味环
节，赢取故事手册、诗词书签、地名明
信片等特色纪念品。 活动现场累计发
放《沐尘地名文化故事集》40�册、纪念
品 200 余份，参与者反响热烈。

“老街行走”环节则由来自高校的
专家学者带队， 带领志愿者和游客穿
梭于古朴的沐尘老街，探寻“祝家巷”

“巫家巷”等地名背后的故事，挖掘地
名背后的族群迁徙故事与生活智慧。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老街地名标识排
查，力图优化文旅导览细节，助力打造
“有故事、可阅读”的畲乡文化地标。

活动尾声，游客们仍意犹未尽。一
位来自衢州的游客兴奋地说：“第一次
知道‘沐尘’之名有山间晨雾浸润如沐

清尘之景， 兼含畲民迁居涤净风尘之
意！”还有不少游客询问明年是否还会
举办类似活动， 表达了对活动的强烈
期待。

据主办方介绍， 未来沐尘畲族乡
将把“地名文化宣传”作为“三月三”民
俗活动的常设板块， 并计划引入 VR
地名探秘、畲语线上课程等创新形式；
开发“地名文化”主题文创产品，联合
本地民宿、 农家乐推出“文化体验套
餐”，推动产业链延伸，构建“游、学、
购”一体化的文旅生态。 同时，沐尘乡
还将联动周边畲族乡镇共建“畲乡地
名文化走廊”， 打造区域文化旅游线
路，进一步扩大文化品牌影响力。

活动虽已落幕，但文化生生不息。
以地名文化为媒，以民俗活动为桥，沐
尘畲族乡正探索“地名文化 +� 民俗
文旅”的融合路径，让畲乡故事走得更
远， 为乡村振兴书写更具民族特色的
新篇章。

探秘畲乡地名文化 共绘民族风情画卷

社区亲子活动乐融融
本报讯 （通讯员 欣闻） 近日，县实验幼儿园

及河西街道社区共同开展以“大手牵小手，温暖伴
你行”为主题的婴幼儿养育照护活动，为社区 0 至
3 岁婴幼儿提供优质早期教育服务。

现场，教师们运用社区资源和活动空间，对场地
做了精心的布置，并根据婴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设
计了丰富多彩的亲子小游戏。 通过一系列活动既能
帮助孩子在欢声笑语中锻炼弹跳力和身体协调性，
也能拉近亲子关系，增强亲子间默契与信任。县妇保
院的张医生还分享了《爱的科学密码》讲座，从医学
角度解析亲子依恋与情感健康的知识， 帮助家长解
读宝宝的行为，提供科学育儿指导。

此次活动的开展，促使家长深入了解早教的
重要性，同时增强了幼儿园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密
切联系。 下一步，县实验幼儿园将紧紧围绕“幼有
所托、幼有善育”目标积极探索多样化普惠托育服
务，积极推进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建设，真正实现不
负所托，幼有所育，幼有优育。

“AI智慧课”进社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丁珂） 4月 3日，龙洲街道

河西街社区组织开展了“轻松玩转 DeepSeek———AI
赋能基层工作提质增效”主题讲座。

现场，来自县大数据中心的讲师从“基本的 AI
词汇”“大语言模型”“DeepSeek 爆火背后”“利用
DeepSeek提质增效的心得”等方面讲授 AI 的技术
原理、发展现状及行业应用场景，重点讲解了如何
结合工作实际需求，利用 DeepSeek 人工智能赋能
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如何用 DeepSeek 助力智慧
办公和基层服务提质增效。

接下来， 河西街社区将继续组织类似的培训
活动，为社区干部提供更多学习前沿技术的机会，
在 AI 时代提升自我， 以智能化手段实现高效治
理、精准服务，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

为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
近日，衢州市 2025 年省级小学英语教学活动评审
参赛教师遴选活动在龙举行。 现场，赛课教师们以
创新为刃，以匠心为盾，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为大
家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教学盛宴。

通讯员 陈红青 文/摄

以茶为媒谋发展 文旅融合促振兴 全县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
暨老干部（关工委）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高璇） 4 月6 日，我县召开全县

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暨老干部（关工委）工作会议。
会上，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陈光明、张文松

作交流发言，两位老同志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在
农业培训、技术推广等领域的经验，展现了离退休
干部“银发有为”的担当精神。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我县老干部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政治建设进一步夯实，赋能中心进一步增
效， 老干部在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中发挥独特作
用；服务管理进一步升级，精准落实老干部待遇保
障和精神关怀，切实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强调，2025 年是推动老干部“幕后”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全县有关单位要坚持引
导离退休干部积极担当“四个角色”：当好美好故
事的传播者，深入挖掘、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
故事，弘扬正能量；当好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发挥
经验优势为产业升级、乡村共富建言献策；当好平
安社区的维护者，参与矛盾调解、文明创建，助力
社区和谐稳定；当好年轻一代的关爱者，深化各项
宣传教育，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全县老干部们要
主动对标新时代新要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
凝聚“银发力量”为龙游县建设区域明珠、推进共
同富裕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