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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亿元专项资金
“施足”春耕“金融底肥”

“大叔，春耕备耕的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用物资准备充足吗？”“周转资金
有没有困难？我们银行现在有专门针对
农户的纯信用贷款……”近期，在衢江
区的田间地头，你除了能看到忙碌的农
户，还能看到“红马甲”的身影。 他们就
是衢江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们。他们几
乎每日穿梭在田间地头，宣传农户贷款
优惠政策，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贴心的金融服务。

“红马甲” 服务只是衢江农商银行
服务农户的举措之一。“早在春节期间，
我们的‘红马甲’们就穿梭在田间地头，
积极对接镇、村两委，取得政府支持，加
入各村微信群，主动了解辖内农户基本
分布，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料，以网格为
单位，做到每户上门服务，把各项惠农
政策宣传到网格内农户，全面加强农户
春耕备耕信心。 ”衢江农商银行业务管
理部负责人胡俊告诉记者，该行为确保

春耕不误农时，提早统筹谋划，认真匡
算春耕备耕资金需求，将春耕备耕作为
信贷支持的重点， 设立专项资金 10 亿
元，为春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记者了解到，春耕备耕专项信贷资
金投放坚持“四优先”，即优先满足新型
职业农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资金需求，大力扶持经济薄弱村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优先支持农村综合
改革示范试点，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有序流转，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小微
企业投资农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 促进农业生产向市场化、专
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型；优先满足购买
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生猪、
禽蛋等紧缺“菜篮子”农副产品生产资
金需求； 优先满足高标准农田建设、灌
区配套改造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同时，该行根据农户的需求，及时、
足额发放贷款，不能以规模原因，拖延
或拒绝发放贷款，确保满足农民购买种
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的资金需求，确

保不误农时。 今年以来，该行已发放春
耕备耕系列贷款 5.62 亿元， 涉及农户
1233 户。

“送贷上门” 金融“及时雨”
浇灌至田间地头

人勤春来早，地勤土生金。 3 月 14
日清晨，杜泽镇下余村种粮大户郑胜忠
的 400 多亩集中连片农田中， 农机轰
鸣，大型翻耕机在沉睡一冬的土地上穿
梭作业，犁田、耙田，一派忙碌的春耕备
耕景象。

“我们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 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郑
胜忠笑着说， 这多亏了衢江农商银行
30 万元的信贷支持，今年，他决定大干
一场， 看着前不久刚购买的农机具，他
干劲满满。

“去年种了 140 多亩单季稻和 300
多亩双季稻， 虽然遇到了干旱天气，但
由于机械化的帮助，还是达到 400 公斤
至 450 公斤的亩产量。 今年，我又种了
210 亩的油菜，同时，大田翻耕正在进
行，下一步准备进入育秧环节。”郑胜忠
告诉记者，入春以来，衢江农商银行的
客户经理们上门调查资金需求情况，加
大春耕备耕支持力度，帮助种粮大户解

决实际问题， 全力为春耕生产保驾护
航。

记者了解到， 这 30 万元的信贷资
金是衢江农商银行针对粮食生产主体
创新推出的“粮农贷”粮食生产专项贷
款，为区域种粮大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的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
等规模化种粮主体注入金融活水。在确
保贷款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简化办理手
续，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给予
种粮面积每亩 1000 元的 LPR 利率贷
款额度，种粮大户每年还能享受当地农
业部门的利息补贴，极大降低涉农主体
的融资成本，切实为规模化种粮主体提
供便捷、高效、优质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截至目前， 该行已发放“粮农贷”6160
万元。

下一步，衢江农商银行将持续把准
贷款投向， 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
效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春耕备耕的
融资需求， 建立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
简审批流程，提高春耕生产金融服务质
效。

衢报记者 毛瑜琼 通讯员 徐向
高 徐昕彤

本报讯（通讯员 卢秋雯） 3 月 21
日是国际社工日，区民政局围绕“推进
五社联动，关爱一老一小”社工宣传活
动主题，联合区中医院、区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樟潭街道古埠社区动员各社会
组织和广大社会工作者，以庆祝国际社
工日为契机，以服务社区为载体，开展
多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志愿服务活
动。

活动中，区武术协会、区棋类协会、
区和谐公益服务中心、区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区仁爱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区后

溪镇康乐园残疾人之家等社会组织发
挥专业优势，提供免费理发、健康义诊、
安全急救、 知识宣传等 10 多个服务项
目。 社工们设点宣传，将社工宣传手册
送到居民手中， 普及社会工作相关知
识；志愿者们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和老
人话家长”的形式，一对一了解他们的
近况，关爱疏导老年人心理健康，并耐
心解答问题；邻里邻居聚在一起以棋会
友，打破坚冰，开启交流，认识了新棋
友；医生们为老人进行常见病、慢性病
的初步筛查、诊断，并根据每位老人的

身体状况予以耐心详细的解答。现场排
队有序，受服务居民们脸上洋溢喜悦的
笑容。

为唤起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强
调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提升社会工作者
的专业形象，衢江区举办本次社工主题
宣传活动，营造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
社会工作的氛围，用实际行动链接资源
与需求群众，将爱与温暖传递给基层。

“什么是社工？ ”正在理发的张大姐
询问道，社工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拥
有 100 种可能”“为社会写诗的人”。 而

对常年奔赴在社会服务一线的社工从
业者来说， 不过是一份平凡的职业，而
他们就是能从中耕耘出不平凡的人生。

“感谢政府与社会组织心系民众，
送来暖心的服务。 ”正是居民鼓励与感
谢，激发了社工们继续奉献爱心与热血
的动力。社工们将持续宣传社会工作理
念，普及社会工作知识，扩大社会工作
影响，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推动我
区基层民政事业和社会工作蓬勃发展。

近日，记者在城区通江花苑、樟潭街道通浦路一弄等地，发现消防通道上被汽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占用，
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救援车辆因通道堵塞而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将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极
大威胁。《消防法》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有效解决停车难题，既要监管，也要疏导，对于每一个市民来说，不占用消防通道，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
阻，就是为社会安全所作的一份贡献，更是为社会安全应尽的一份责任。

人文杜泽（散文系列二）卑微的老樟树
杜一岳

本报讯 （记者 叶晓
轩）近日， 区政协在峡川
镇组织开展民生议事堂活
动， 为峡川镇的农文旅融
合、 经济发展等方面出谋
划策。 区政协副主席姜文
军参加。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
峡川镇的房车营地、 水上
游园等项目现场， 一路参
观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产
业、项目，让大家不禁感叹
峡川镇的变化。去年，峡川
镇借助美丽城镇创建，打
造房车营地、水上游园、亲
水沙滩等一系列旅游产
业， 吸引了大批量旅游人
次。

在随后召开的“建设
美丽乡村，奋进共富之路”
专题协商会上， 区农业农
村局、文广旅体局、资规局
等部门负责人与政协委员

们针对峡川镇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 奋进共富之路展
开热烈的讨论。 大家结合
自身领域， 从基础设施建
设、业态导入、特色挖掘等
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
和建议。

姜文军表示， 政协协
商工作要与乡镇工作相融
合， 要为乡镇重点工作的
推进注入政协力量。 峡川
镇要认真梳理意见建议，
积极采纳落实， 推动协商
成果转化落地。 要完善硬
件设施，提升整体面貌，做
好文化挖掘， 打造具有峡
川特色的旅游产业， 做好
业态布局，助力增收致富，
营造宣传氛围， 扩大影响
力， 继续做好文旅体融合
发展这篇文章， 打响峡川
旅游金名片。

区政协开展民生议事堂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祺
恒 周艰 田书啸） 3 月 19
日是我省第 14 个森林消
防宣传日， 为进一步强化
森林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全民森林防灭火意
识，日前，区林业局联合区
应急管理局在双桥乡开展
了“3·19 森林消防宣传
日”活动。

当天上午， 形式多样
的森林防火宣传掀起了活
动热潮，宣传展板、群众咨
询等形式让大家了解了相
关森林火灾案例和森林资
源的重要性， 增加了森林
消防知识、 增强了森林防
火意识， 营造了全民参与
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良好氛
围。

随后，以“关注森林消
防，共享森林美景”为主题
的森林消防宣传文艺表演
精彩上演。 周渭军作为文
艺爱好者， 为本次活动自
编自导了小品《上坟》，让
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宣
传了森林防火与户外安全
用火知识， 受到了观众喜
爱。

此外， 演员们还将森
林消防宣传内容通过三句
半、歌舞等形式展现出来，
令在场群众受益匪浅。 双
桥乡村民阮巧莹说：“这次
森林消防节目宣传活动做
得蛮好的， 看了这么多表
演让我们知道了很多消防
的知识。 ”

衢江区开展“3·19 森林消防宣传日”活动

区区 科科 技技 局局（（科科 协协））主主 办办
科科 技技 之之 窗窗

1.保质期较短的食品
如鲜肉、鲜奶，或者在

店里购买的蛋糕、寿司、便
当等即做即食类食品，此
类食品， 建议按照食品包
装上的建议进行储存，过
期了就算未开袋也不要再
食用了。

如果一次没有吃完，
最好做好保鲜措施， 如放
进保鲜袋里密封并在冰箱
储存，尽快吃完。

2.保质期较长的食品
相对而言，这类食物，

只要没有异味， 表面没有
发霉痕迹， 即使过了保质
期几天也是可以吃的，只
不过口感可能没以前那样
好了。

但要注意的是， 保质
期当天的 24�点以前吃和
24�点以后吃区别不大，但
过期 1�天和过期 1�年差别
可就大了。

3.特别注意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
买来可能短期内就会吃掉
的食品， 生活中还有一类
食品， 由于太过常见而被
人们忽略了它们的保质
期。 那就是每天做饭都离
不开的调料。

很多人习惯把调料单
独拿出来， 放在好看的调
料盒里，每次拿取也方便，
但这样其实就已经在缩减
它的保质时间了，毕竟，既
开了包装、 又换了储存的
地方。而且，对于这些调料
的储存方式， 很多人是不
太会注意的。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你到厨房拿起蚝油瓶
仔细看，会发现，它上面标
注了要冷藏储存。

但是想解决， 办法也
很简单： 调料瓶最好用能
密封的， 并且写上它的存
放时间。

如何依据保质期判断食品能不能吃

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文明驾驶、规范停
车，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3 年 3 月 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管理单位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衢江大队

路名
振兴中路一巷
振兴中路二巷
振兴中路三巷
振兴西路一巷
振兴西路二巷
振兴西路三巷

东迹一巷
东迹二巷
东迹三巷

起点
樟潭路
宾港北路
霞飞路
宾港北路
丹桂路
宾港北路

通浦路一弄
茶苑路

通浦路一弄

终点
宾港北路
樟潭路

宾港北路
丹桂路

宾港北路
丹桂路
通浦路

宾港北路
兴丰路

关于设置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
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规

范机动车停车秩序，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拟在下列 9 条道路设置机
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正式实行，现将具体路段通告如下：

金融“及时雨”润泽春耕备耕

衢江农商银行 10 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直达”田间地头

衢江区开展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每次回故乡杜泽， 最常去的地方
是铜山源水库大坝底的一段河堤。 不
为别的，就想看那里的一棵老樟树。

贵为江南古镇， 杜泽吸引人的景
观自然多的目不暇接，老街，古塔，以
及铜山溪两岸风光。 老街有百年店铺，
百年美食； 古塔有催人泪下的爱情故
事，挥之不去的绵绵乡愁；铜山溪两岸
有小桥流水人家。 真可谓，浙西古镇众
多，唯有杜泽风景独好。

可我，为什么偏爱看一棵老樟树？
先来见识一下这段河堤吧。 和杜

泽其它地段的河堤一样， 这段河堤没

有自己的学名，杜泽人管它叫“上面大
坝”。 安居在铜山溪西岸，紧依铜山源
水库， 从青年渡槽往下延伸到下东门
桥头，长不过千米。 河堤上没有别的高
大植物，只有一排老樟树。 从上游往下
数过去，依次排列着 12 棵，其中 11 棵
枝繁叶茂。 每棵老樟树上都贴着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树龄。 年长的已
经 400 多岁高龄， 年轻的也转过 200
多个年轮，堪称植物大千世界的寿星。
站在铜山溪东岸望过去， 这些老樟树
偌大的树冠像一团团青烟， 轻轻缭绕
在河面上， 杜泽因此被点染出几分古
朴和素雅。 杜泽能跻身浙西古镇之列，
除了老街、古塔，自然不能忽略这些老
樟树的存在。 试想，杜泽之外，那些号
称千年古镇的， 有几处能有这等风情
的河堤，这般沧桑的老樟树。

我念念不忘的这棵老樟树就长在
这段河堤上，是 12棵中的一棵。从上往
下数，它排在第 5棵；从下往上数，它排
在第 8 棵。 这是一棵什么模样的老樟
树？没有枝条，没有绿叶，只剩下光秃秃
的一根躯干。 若论地位，它只能永远排
在末位，因为没有枝叶，再也不能像那
11 棵老樟树那样奋发向上；若论尊卑，
它只能永远屈居晚辈， 因为没有根须，
再也不能像那 11棵老樟树那样有年轮
的增长。 在很多人眼里，这棵连生命都

不存在的老樟树卑微而且怪异。更因为
它的卑微，很多人甚至对它不屑一顾。

一直以来，我也持有同样的态度，
认为这棵老樟树于景于情都没有存在
的意义。 直到有一天，偶然间听到发生
在它身上的故事， 我随波逐流的看法
遭到当头一击， 对这棵枯萎的老樟树
肃然起敬。

那是一个西风渐紧的冬日， 天带
点灰蒙，为了排遣心头无名的惆怅，我
沿着铜山溪东岸缓缓走向铜山源水
库。 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周围卑微
的事物特别敏感， 对岸这棵枯萎的老
樟树，这时引起了我的怜悯，冥冥中总
觉得有种种的不同寻常， 藏在它毫无
表情的枝干里。 于是，我停住脚步，向
路人了解它的过去。 一位老者告诉我，
从前，由于生活条件不好，乡下人家的
孩子小病小痛多，又请不起郎中，为了
增强孩子抵抗病魔的力量，就去村口，
河边，拜一些老樟树做干爹，祈求樟树
神对孩子们的保佑。 拜干爹时少不了
一道环节， 孩子的家人会在老樟树底
下点香烧纸。 这棵老樟树被杜泽地方
上不少的孩子拜为干爹， 经常遭受烟
熏火燎，日子一久，便一寸一寸慢慢枯
萎了。 老者的话轻描淡写，我的心底却
随着他平缓的讲述泛起一阵又一阵痛
楚。 原来，这棵无人关注的老樟树，并

不是自然老去， 而是在给无数的祈灵
者以精神慰藉的过程中慨然献身。 这
是一棵多么非同寻常的老樟树， 它和
人之间有着生命层面的关联。

于是，我毅然折身，越过铜山溪，
第一次贴近它，观察它。 整棵树已经被
人锯割过， 没有了树顶， 也没有了枝
条；20 来米高的躯干上， 留下 3 级树
杈； 人够得着的地方树皮已经片甲不
留， 人够不着的地方则寄居着几丛零
星的野草。 裸露的躯干上同样贴着一
块牌子，上面写着“树龄 200 年”四个
醒目的大字。 我一遍又一遍上下抚摸
着粗糙的树身， 竭力想通过肢体的接
触感受它曾经的痛楚。 然而， 用尽心
力， 也没有从老樟树身上获得一点回
应。 我失望了，以为不可能从老樟树身
上有任何特别的发现。 就在我转身离
开时， 动人心魄的一幕猛然跃入我的
眼帘： 老樟树裸露的躯干上， 无论阴
面， 阳面， 一道道被风雨吹打出的裂
纹，全部垂成笔直的线条，一齐朝着树
顶和天空的方向奋力向上，再向上。

我震撼了，原来，这棵枯萎的老樟
树，身已死，魂犹在啊！

从此以后，这棵老樟树，在我的心
里再也没了枯萎，及卑微。 它，既长在
故乡的河堤上，更长在我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