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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衢江青年衢江 最美志愿最美志愿

以青春之声让理论政策“声入人心”
——记青年志愿者徐越

家庭家教家风宣传月启动

科 技 之 窗科 技 之 窗
区科技局区科技局（（科协科协））主办主办

今年 27 岁的徐越，是衢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临床护

士。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她一直

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渝地贯

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

并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习

与应用相结合。作为一名临床护

士，她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用心

做好身边的每件小事。作为一名

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员，走得上

大舞台展示自我，也能把故事讲

进寻常百姓家。

无私奉献，真情付出。工作

六年来，徐越在实践中成长为一

名专业理论扎实、临床护理经验

丰富的骨干护师，她像辛勤耕耘

的孺子牛，如织丝成锦的春蚕，在

最热爱的护理岗位上格尽职守、

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

书写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

担当。

拓宽思想，敢于创新。徐越

深知要想做一名好护士，工作不

能简单地停留在打针、发药、执行

医嘱，更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力。为了提

高自身素质，增强服务意识，培养

理论强、技术硬的基本技能，她坚

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

并参与护理技能相关比赛，荣获

2022 年浙大二院护理部“十大护

理金牌授课老师比赛”山海协作

医院金牌授课老师、2022 年度衢

州市护理学会外周静脉输液治疗

创新案例演讲比赛二等奖、2023

年度护理管理创新大赛一等奖等

荣誉、2023 年度衢州市健康科普

作品征集大赛癌症防治相关主题

一等奖等荣誉。

发挥所长、勇于进取。陈独

秀曾言：“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

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同学少

年，朝气蓬勃；青年的模样，就是

少年中国的模样。作为一名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员，必须具备优

良业务素质、扎实理论水平和优

异的表达能力，才能承担新时期

理论宣传工作的更高要求。因

此，徐越十分注重知识的更新，工

作之余，坚持阅读各类报刊杂志，

拓宽知识领域。她充分利用业余

休息时间，不断加理论学习和沟

通技巧，“小徐说的我都能听懂”

这是下乡宣讲时爷爷奶奶们经常

说的一句话。她的努力也没有白

费，因为出色的宣讲工作，她曾荣

获2021年度“8090电视大赛”二等

奖，2023年省总工会、省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院“2023 年全省守好红

色根脉. 班前十分钟活动系列推

进活动中获优秀宣讲文案银奖，

2023 年度衢州市工会系统“守好

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活动”领讲

员大赛二等奖等荣誉。2022 年 8

月，她在衢州市第八次妇女代表

大会上做事迹宣讲；2023年3月，

她参与浙江广播电视台举办的星

空朗读—衢江专场节目录制，该

节目在中国蓝新闻、中国蓝 TV、

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直

播。此外，她还多次参与鄞衢两

地同台宣讲、礼赞二十大，巾帼向

共富宣讲活动、“扬帆起航”青年

理论宣讲名师工作室巡回宣讲等

宣讲活动20多场。她的很多宣讲

作品在衢州市“8090”新时代理论

宣讲公众号、衢州发布、衢江发布

等媒体平台发布。

本报讯（记者周万通讯员徐剑）
5 月 13 日一早，2024 年衢江区现役

军人父母免费体检在衢江区崇军医

院——区中医院开展。这已经是衢

江区连续第5年为现役军人父母免

费体检。

当天上午，区中医院为军人家

属开通了绿色通道，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协助家属登记信息，

引导他们有序参与检查。此次体

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胸部

CT、心电图、B 超等二十多项健康

检查，此后将建立个人健康电子

档案，以便提供后续的健康咨询

指导。

“这里医院的服务态度及设备

越来越好了，我们为人父母，身体健

康能使儿子在部队里安心服役。”前

来体检的军属杨林芳说，感觉衢江

的双拥氛围越来越浓了。

近年来，衢江区积极做好拥军

优属工作。自2019年起，将义务兵

父母免费体检扩展到现役军人父母

免费体检，关心关爱现役军人父母

健康，落实落细各项拥军优抚政策，

解决好军营外军属的事，安顿好军

营内官兵的心。

“这项工作一般是从这个义务

兵父母体检，我们扩展到为现役病

人父母体检，这个是在全省里面还

是走在前列的，全市也是我们衢

江 区 是 唯 一 一 个 县 市 区 这 么 做

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余

勇斌说。

为了做好该项工作，全区各街

道、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前排摸

人数、集中组织体检、跟踪保障服

务，让军人军属整个体检过程中更

方便、更舒心，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

感、幸福感。

“深刻体会到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带来的荣誉。那我所能做到就是在家

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小孩在部队

里面安安心心的。”军属徐小珍说。

自今年3月挂牌崇军医院后，区

中医院深入贯彻落实崇军理念，积

极营造崇军浓厚氛围，开展了为现

役军人军属免费体检、为退役军人

巡检、专家送医进军营等一系列崇

军拥军优待服务。

“体检的同时，我们还为他们发

放了‘针心关艾卡’，可以到我们医

院体验针灸、推拿、美容等一系列的

服务体验，那么后续我们还会开展

医疗服务进军营活动。”区中医院外

联科祝益华说。

据了解，这次免费体检惠及衢

江区2000多名现役军人父母，后续

军属可自行前往体检，时间截止到

10月31日。

衢江连续5年为现役军人父母免费体检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木雕

这一传统工艺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然而，在衢州，有这样一位年

轻人，当同龄人的十指装饰着闪亮

的美甲时，她却用一把刻刀，雕刻出

了自己的满室风华，也让传统技艺

焕发“潮流”生机。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廿里镇的

南孔文化木雕有限公司，工作室内

不时传出敲打声与凿击声。推门进

入，一位年轻女孩手持叩槌敲击，各

式雕刀在她手上灵活飞舞。伴随片

片木屑飘落，普通的木材在她的手

中逐渐展现出各种形态，身后陈列

的木雕作品，或形态逼真、或气势恢

宏、或小巧玲珑，令人叫绝。

徐晨薇，1999年出生，其父亲徐

伟平从事木雕行业30多年，自幼便

对木雕技艺耳濡目染的徐晨薇，在

2020 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

继承父亲的木雕事业。对于如何让

这一传统艺术焕发新的活力，她有

着自己的想法。

徐晨薇并不满足于木雕传统的

雕刻方式，而是不断创新，将现代审

美融入其中。“这是今年刚制作完成

的新作品——树脂木桌。”徐晨薇边

向记者展示边说道，在制作时她将

桌面的部分木头材料换成蓝色树脂

胶，使桌面呈现出独特的海景图效

果。“我想探索木材与其他材料的

‘混搭’美学。”

将檀木材料雕刻成猫爪样式的

手链，用崖柏材料雕刻成奥特曼摆

件，将胡桃木材料制作成皮诺曹潮

玩摆件……徐晨薇从年轻人喜欢的

小饰品、小摆件等入手，创作了一批

卡通动漫木雕作品，让木雕艺术走

进年轻群体。

回到父亲的南孔文化木雕有限

公司，徐晨薇还承担了南孔木雕展

示馆的改建以及外出参展等工作。

前不久，徐晨薇参加第十二届中国

（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她大胆

创新，摆脱传统的布展形式，设计了

别具一格的新中式风格，一时间她的

展位成了博览会上的网红打卡点，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

除了技艺上的创新，徐晨薇还

将父亲经营的木雕艺术产业进行改

造升级，实现“艺术+农业”“艺术+

生态”的跨界合作。平时，她还会化

身主播，利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秀起

非遗技艺，收获了不少粉丝。同时，

徐晨薇还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和

展览，通过举办“柳州集”“霞洲集”

等艺术展和艺术集市，宣传推广农

产品，让文化成为“流量密码”，带动

了农民新增收益超20万元，乡村集

体收益超10万元，形成了流量反哺

文化的良性循环。

近期，徐晨薇正在设计南孔文

化的文创产品，已经设计完成的“南

孔爷爷”木雕摆件已有百余件订单，

并获得了长三角人文乡村创意设计

大赛文创产品金奖。对于未来的规

划，徐晨薇说：“我想创作出属于我

们这一代的木雕作品，让古老的木

雕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

对于女儿加入传承木雕文化行

列，徐伟平表示欣慰和期待：“我希

望她能够继续发挥年轻人的优势，

保持创新和探索的精神，开发出更

具市场潜力的产品。同时希望她能

带动更多年轻人了解木雕艺术，激

发年轻人对木雕艺术的兴趣和热

爱，为这一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与力量。” 衢州日报

徐晨薇：让木雕“潮起来”

本报讯（记者 叶晓轩）为

进一步弘扬良好家教家风，护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形成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助力“青年衢江”

建设，5 月 15 日，衢江区召开家

庭家教家风宣传月启动仪式暨

“青年衢江·育见未来”家庭教

育工作推进会。区领导徐东升

参加。

衢江区通过聚焦全生长周

期家庭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和建立家、校、社会三位一体的

协同育人氛围以及多部门高效

联动的协同育人体系，家庭教育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针对存在

问题，衢江计划进一步推进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站

位，深刻把握家庭教育工作的重

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深化政

策研究，优化工作理解，认真落

实家庭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积极

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发挥好在家

庭教育和家教家风建设中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要厘清任务分

工，牢牢压实家庭教育工作的突

出责任。教育部门、卫健部门、

妇联系统、宣传、媒体等部门要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宣传正确的

家庭教育观念、科学教子方法，

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和养育技能；

以常态化寻访最美家庭为抓手，

选树典型，广泛宣传，让广大家

庭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要统筹

各方资源，切实完善家庭教育工

作的保障机制。通过定期会商，

确定年度任务、阶段性重点工作

和项目，加强督导评估，将家庭

教育工作和指导服务纳入相关

考核，确保相关要求落实落细。

要整合社会资源，加快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建设，共同推动城乡

社区公共服务和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将“青年衢江·育见未来”

家庭教育工作打造成衢江特色

品牌。

衢江区家庭家教家风宣传

月活动于当天正式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衢江区家庭教育品牌

LOGO和家庭教育推荐书单；现

场为衢江区第二批家庭教育讲

师团代表颁发了聘书，授牌结对

的“家校社共建基地”。家长、学

校、家庭教育讲师等代表进行了

家庭教育、家校共育等方面的经

验交流。

本报讯（记者 叶晓轩）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牢野生动

物交易环节监管，近日，衢江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衢江区林业

局开展野生动物监管专项检查，

有效防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在衢州新农都的水产区域，

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售卖的水产

品，并检查相关水产品的进货单

据和产地证明，核实店内的水产

品合法性、合规性。执法人员还

向经营户耐心科普禁止非法经

营野生动物的政策内容，要按规

定建立和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

度，确保所售商品来源合法。

执法人员还检查了农家菜

馆等餐饮服务单位，严禁餐饮服

务单位使用野生动物作为食品

原料；并要求在显目位置粘贴禁

食野生动物相关宣传海报，引导

消费者拒绝食用野生动物。

“接下去我们还要加大检查

的频次和执法力度，一旦发现有

售卖、使用野生动物的情况，将

加大处罚力度，倒闭经营户不去

经营野生动物，让消费者拒食野

生动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

饮科科长李安说。

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本报讯（记者 王雨婷）最近，

莲花镇杜山沿村刮起了一阵“排舞

风”，村民们自发在家门口跳舞、锻

炼，把“百村千队万家乐”活动融入

到了日常生活中。

晚上六点半，阵阵动感的音乐

声从杜山沿村文化礼堂内传出，村

民们跟着音乐节奏，跳起欢快的舞

步。村民金小玲告诉记者，自从村

里开展“百村千队万家乐”活动以

来，大家运动的热情十分高涨，每天

傍晚吃过晚饭，都会不约而同地在

这里集合。“大家都是平常累了，放

松一下，老百姓放松的舞台，大家一

起跳跳舞。”

三楼是活力四射的排舞，而在

一楼空地，村民们三五结伴，自发组

织起两支拔河队伍，进行激烈的拔

河比赛，现场氛围热闹非凡。

除了排舞、拔河赛，杜山沿村

“百村千队万家乐”活动还包括象

棋、村运会、村晚等各种形式的文

体比赛，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村民

们乐在其中。“非常有意义，对我

们村民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这

方面都是提高的。你看全体村民

大家都在看，也参与进来了，大家

都挺热情的，非常好。”村民周海

龙说。

今年以来，衢江区各地开展“百

村千队万家乐”活动，丰富百姓的精

神文化生活，让文化阵地“热”起来，

群众“乐”起来，氛围“浓”起来。通

过日日有活动，月月有比赛，激发群

众参与热情，推动村村好民风、户户

好家风良好氛围的形成，为基层精

神文明建设赋能。

“我们村两委、网格员也去宣

传，动员老百姓参与，越来越多的老

百姓参与进来，我们经过这些活动，

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村风更加

和谐了。”莲花镇杜山沿村支部书记

叶信红说。

莲花镇杜山沿村刮起“排舞风”

本报讯 5月14日下午，双桥

乡高田村开展了微型消防站应

急演练活动，检验微型消防站自

防、自救工作能力和村级消防志

愿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发生火情，请立即赶赴现

场扑救……”接到指令后，村志

愿消防队人员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携带水带、灭火器、水枪

等装备器材，按照预案对模拟火

灾现场实施处置。演习过程中，

队员们还进行了水泵抽水、水带

连接等科目的演练，整个过程紧

张有序，队员积极配合，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此次演练提高了处置传统

村落的实战能力，为进一步做好

传统村落和文物保护消防安全

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

双桥乡将紧绷安全弦，将消防安

全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定期对历

史文化村落进行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扎实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

传，防患于未“燃”，确保历史文

化村落消防安全。

双桥乡

双桥乡开展村级微型消防站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吴可润）近

日，区实验小学联合区非遗保护

协会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让学生们零距离接触非遗文化。

当天下午，在学校桂花林

内，数十位非遗传承人带着他们

的特色非遗作品支起文化小摊，

一位糖画艺人为学生们现场演

示糖画制作流程。

“师傅给我雕了一个小猪佩

奇，我感觉栩栩如生，和动画片

里的一模一样。”区实验小学学

生童頔希望学校可以多举办此

类活动，让大家多近距离了解非

遗文化知识。

马灯戏艺人穿着传统戏服，

手握灯笼、长矛等道具，憨态可

掬的“马灯”随着民族乐器的打

击声跑跑跳跳，引来孩子们的阵

阵欢呼。剪纸艺人教给学生剪

纸的方法和技巧，一场指尖上的

“魔法”很快呈现出它的魅力。

“我看着老师拿出一张纸，

折来折去，然后拿出一把剪刀，

左剪右剪就剪出了一只小兔子，

我觉得老师真是太厉害了。”区

实验小学学生涂安勤兴奋地说。

非遗是“活”的文化。非遗

进校园为孩子们搭建了解非

遗、感受非遗、传承非遗的文化

平台。

“响应双减政策，丰富学生

的课余生活，同时也让学生能够

更深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而增强孩子们的民族文化自

信。”区实验小学教师刘敏说。

非遗文化进校园 文化传承启童心

长寿，是古往今来很多人的

追求。在我国，有很多经典的故

事或者记载，如长寿的典型代表

彭祖，据传活过了夏商周，周穆王

见到的瑶池西王母可以长生不

老，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对长寿的

追求。纵观历史，无数帝王将相

也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长寿，无数

方士们为求长生勤苦炼丹，最典

型的就是秦始皇，甚至派徐福带着

五百童男女浮海东渡去求仙药。

而寿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生日的寿

诞、寿辰，寿桃、寿酒、寿面等，祝

福人的长命百岁、寿比南山，当然

也有标准的贺词如万寿无疆等。

那么，抛开这些故事和传

说，长寿，到底是什么情况？有

没有基因的影响？

感兴趣的朋友请扫描二维

码，小编向你细细道来。

趣谈：真的有长寿基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