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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 王凤
凤 许豪栋 叶珊珊）“过了腊八就

是年”，过年的序幕就此拉开。腊

八节最温暖人心的，莫过于一碗

热腾腾的腊八粥，1 月 7 日，我县

各乡镇（街道）积极开展腊八节系

列活动，将温暖与情谊送到群众

手中。

1月 7日，白龙山片区灵际社

区开展以“粥到暖人心 墨香迎腊

八”为主题的腊八节活动，与社区

居民共度佳节，共享喜悦与温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将节日

祝福连带着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送到社区居民手中，品尝着

香甜的腊八粥和酥脆的油条，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恰逢新年，社区还邀请了县老年

书画研究会、爱心义剪团、县交警

大队等组织、单位成员到场，为居

民书写春联、免费理发、宣传反诈

知识，让大家能以新面貌、新气象

度过一个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

新春佳节。

此外，今年的腊八节活动首

次设置了共富摊位，帮助大搬快

聚下山居民销售深山土蜂蜜，帮

助他们拓展增收渠道，更好融入

城市生活，真正做到搬得下、稳得

住、富得起。

同日，元和街道元和社区邀

请社区妇女代表等社区群体，开

展“冬暖元和迎新春，热粥馨香辞

旧年”腊八活动，给社区居民带来

“腊八年味儿”的同时，也展现出

社区对群众的关怀与支持。

元和社区家门口的“粥铺”热

闹非凡，社区的妇女代表们围聚

一堂，和大家分享自家的腊八节

习俗、讲述腊八粥的主要原料和

营养成分。人群旁支起的大锅腊

八粥，在冬日冷风中弥漫出阵阵

热 气 ，香 味 飘 散 在 每 个 人 的 心

头。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美味的

腊八粥、感受到节日的温馨氛围，

妇女代表们还将一碗碗制作好的

腊八粥送给社区、街道的环卫工

人们，传递节日温暖。现场还组

织了茶话会，大家手捧温暖的腊

八粥，畅所欲言，互送新年祝福，

分享腊八喜悦。

同日，浮云街道浮云社区联

合县广场舞协会在县采真里广场

举办了“浓情腊八 健康同行”系

列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居

民讲述了腊八节的由来以及腊八

粥的做法，并将热腾腾的腊八粥

送到居民手中，一碗碗热腾腾的

腊八粥，既暖心又暖胃。此外，活

动还设置了“冬季健康知识讲座”

和“健身操培训”，社区工作人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场群众讲

解了健康保健知识，鼓励大家锻

炼强身，预防冬季高发疾病。志

愿者还为辖区内独居老人送去腊

八粥，送上节日问候，让老人们感

受社区的热情与关爱。

同日，在安溪畲族乡安溪村

上村文化礼堂，一场喜庆又热闹

的“梨”享家·流动便民服务集市

为这里的村民们拉开新春的序

幕。

“阿姨，我来给您盛一碗！喝

了腊八粥，来年好兆头。”分粥现

场，一大锅当天一早现熬的腊八

粥热腾腾地冒着热气。远近乡邻

们排着队翘首期盼着，除了等待

一碗香甜软糯的腊八粥，也是在

给自己和家人讨个好兆头。“腊八

节一定要喝一碗腊八粥，暖心又

暖胃。愿大家的生活就像这腊八

粥一样，丰富多彩，甜甜蜜蜜！”村

民季小华开心地说。

集市现场，还有爱心义剪、爱

心义诊以及消防安全、反诈宣传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烘托出和美

的乡村气象和浓浓的年味。“在腊

八节这天举办集市活动非常受村

民欢迎，现场气氛非常热闹。我

们还借力云善共富暖心团等志愿

者的爱心力量一起为村民们送去

关爱、健康、安全和幸福等，希望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有更加美好

的开始。”安溪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

同日，县农旅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白龙山街道黄水碓社区、紧

水滩镇牛头山村联合举办“浓情

腊八暖人心 联建帮扶促振兴”主

题活动，在小镇客厅广场为周边

居民和劳动者送粥、写对联，携浓

浓情意，与群众共度一个有温度、

有年味的腊八节。

活动现场，腊八粥的粥桶刚

刚打开，四溢的清香与热气便吸

引了一早前来等候的市民，大家

有序排队，依次领上一碗热乎乎

的腊八粥，边吃边聊，享受着温馨

而惬意的休闲时光。“腊八粥很好

喝，谢谢你们！”市民宋丽娟说。

在粥铺旁，还汇聚了送春联、

义诊、义剪等暖心活动。来自县

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书法家们铺开

正丹纸，挥毫泼墨，为大家写下一

句句新春祝福；社区工作人员带

领现场市民参观童话云和展示

馆，为他们讲解云和的发展变迁、

历史故事，让这个腊八节过得格

外有意义。

同日，景云爱心团在中山广

场举办了“情暖腊八粥 温暖你我

他”爱心活动，为冬日增添了一抹

浓浓的温情。

清晨的中山广场就热闹不

已，景云爱心团的成员们早早地

来到现场，架起大锅，精心熬制腊

八粥。随着一锅锅腊八粥出锅，

香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吸引

了众多市民驻足品尝。爱心团的

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盛

粥，将一碗碗饱含爱心的腊八粥

递到市民手中；有的则在一旁维

持秩序，耐心引导市民排队领取，

确保现场井然有序。现场的群众

吃着美味的腊八粥，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纷纷为爱心团的善

举点赞。

腊八飘香年味浓
多处共庆暖融融

本报讯（记者 杜媛媛）“胡叔，你
的餐到了，今天有鸡肉、炒蛋、青菜。”
1 月 9 日中午 11 点，送餐员开着“爱心
助餐车”将爱心餐送到后山送餐服务
点，老人胡有功像往常一样从送餐员
的手中接过热气腾腾的饭菜。

胡有功是从崇头镇叶垟村搬迁到
凤凰山街道后山村的老人，搬迁到街
道后，出现爱心餐配送“断档”。为了
破解“人户分离”问题，云和实行按居
住地配送，满足进城居民就近用餐需
求。一辆辆“爱心助餐车”就这样打破

“街乡”限制，将饭菜送到老人家门口，
成为山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崇头镇
沙铺村还试点推行“以菜换餐”服务，
在“爱心助餐车”基本服务外，增设送
药、理发、代购（邮）、政策宣传等服
务。截至目前，云和共配置送餐车 16
辆，建设老年食堂 18 个、送餐服务点

34个、银发助餐点 5个，实现全县助餐
20万人次，覆盖率达75%以上。

近年来，云和持续完善山区公共
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偏远山区流动公
共服务的集成化、精准化、均衡化水
平，推动实现政府有为、群众有感。除
了“爱心助餐车”、流动供销致富车、智
慧流动医院，邮车也成了连接“街乡”
的纽带。云和通过整合 7大类 75辆车
服务资源，跨部门集成打造“流动便民
共富车”，打响“云善共富车”品牌，并
创新“招手即停 爱心助行”“扁担服
务”“城乡共享 暖心助餐”等服务举
措，构建形成“1+5+N”公共服务运行
体系，推动服务资源应整尽整、服务范
围应拓尽拓、服务功能应配尽配，服务
触角从行政村全覆盖延伸到自然村。

“大妈，您的快递到了，请签收一
下。”在崇头镇张家地村，邮政驾驶员梅

俊勇通过客货邮乡村服务体系，将偏远
乡村老人的快递送到老人手中。近期，
云和深入推进“客货邮”“供销邮”等服
务功能融合，构建“客货邮”县乡村服务
体系，打造县级供配中心1个、乡镇综合
服务站4个、村级物流服务点6个，全域
布局村级快递服务点，实现“村村有快
递网点、村村有快递服务”。

“偏远乡村除了快递收取不便，公
共交通体系也很薄弱。”县委组织部工
作人员说，面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积
极完善公交站点（站牌）等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调整运行班次、线路走向，适
当延伸至人口集聚的自然村，提升城
乡客运经营标准化、规范化服务能
力。在城乡公交覆盖不足的区域，云
和还通过“康庄小巴”提
供定点、不定线的公交
拼车出行服务，保障更

多山区群众便利出行。2024 年，全县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到72%。

群众需要什么 ，我们就提供什
么。云和还积极搭建信息服务平台，
统筹推进县域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需
求端通过“96345”热线电话、网格员排
摸上报等方式常态归集山区群众服务
需求，供给端以“最小作战单元”应用
为支撑，优化系统调配功能，强化信息
对接和数据集成，实现“点单”“派单”
式服务。

下一步，云和将持续深化“小县大
城”后半篇文章，加快探索山区公共服
务一体化供给方式和路径，推进流动
系列车辆功能整合迭代，为山区群众
提供更多可及可享的公共服务。

山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助力街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林静 通讯员 柳萍
萍）“44码的 45元，45码的 50元。”1月
5 日，在凤凰山街道新华社区的便民
共富集市现场，凤凰山街道重河“共富
工坊”工作人员正在销售云和宝凤棉
鞋，吸引大量村民选购。

“重河‘共富工坊’由县宝凤棉鞋
厂运营，将传承与创新紧密结合，以

‘宝凤棉鞋’加工为特色，辅以木制玩
具等其他手工业加工，将打造一个集
传统手工艺制作、文化体验和旅游纪
念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共富工
坊’。2024年，就近解决就业 10余人，
发放来料加工费近 40 万元。”凤凰山

街道工作人员介绍道。
重河“共富工坊”只是凤凰山街道

“村企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凤
凰山街道将“共富工坊”作为村集体增
收、村民致富的重要载体之一，秉持全
域共富的思维，结合区域特色和资源
优势，以市场化机制深化共富工坊“集
体做”改革，推进“村企民”利益深度链
接，打造山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路”
和“服务站”。截至目前，凤凰山街道
共有“共富工坊”12 家，带动 300 多名
村民就业。

在凤凰山街道普光社区“和大姐”
共富工坊里，8 名工作人员正在加工

蛇年大吉春节对联。“这段时间开始加
工春节对联，可以一直做到过年，批发
价 6、7 元一副，将通过电商等平台进
行销售。”普光社区“和大姐”共富工坊
负责人陈晓丽高兴地介绍说，这个“共
富工坊”可以带动普光社区、新岭村等
周边村（社区）的村民就业，2024 年以
来已发放来料加工费20多万元。

在强化村企联动过程中，凤凰山
街道与当地木玩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盘活村（社区）闲置农房等资源，建立
规范化“共富工坊”，由强村公司对接
企业订单和群众就业需求，提供货源、
管理、销售等来料加工全流程服务，实

现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互利共赢。
同时，统筹山海协作等资源，挖掘每个
村特色化农业产业“生产、加工、包装”
等环节用工需求，探索以企业运营“共
富工坊”，打造新岭村“畲桃里”农文旅
融合式“共富工坊”、后山村“白鹤尖”
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等特色“共富
工坊”，推动乡村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此外，凤凰山街道还深化建设共
富学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基层党
校积极构建“30 分钟技能培训圈”，将
来料加工、雪梨种植等技能培训课程
下沉到全体党员和村一线，提升村民
就业创业技能水平。

凤凰山街道“村企合作”激发共富工坊“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叶珊珊）连日来，
在城东路和复兴街交叉路口，不同于
冬日的严寒，云和木玩童话小镇主题
酒店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
干劲十足，朝着新一年的目标任务节
点发起冲刺。该项目建成后，别具一
格的孔明锁造型也将使该酒店成为
云和又一地标建筑。

近年来，我县坚持“项目为王”，

以标志性工程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
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我县招商
引资项目，云和木玩童话小镇主题酒
店项目成功签约落地后由国企承建
和实施，于 2024年 8月开始紧锣密鼓
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22238 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 66633 平方米，客
房 400 多间，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打
造。项目计划投资 6.7 亿元，目前完

成近2亿元。
“这个项目的整体布局是地下

一层、地上十九层，截至目前，主楼
十九层已完成四层的结构建设，四
层的裙房已经结顶，整体进度比原
计划提前 1 个月左右。”项目建设单
位负责人杨侠智介绍说，该主题酒
店按五星级酒店标准打造，造型采
用孔明锁的设计理念，建成后将成

为形象鲜明的云和地标酒店、传承
木玩文化的云和特色酒店以及商务
宴会、亲子度假为特色的高端综合
酒店。“预计 2026 年底投入试运营，
届时将进一步丰富云和木玩童话小
镇业态，提升云和对外形象和接待
能 力 ，助 力 云 和 旅 游 城 市 品 质 提
升。”杨侠智表示。

云和木玩童话小镇主题酒店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本报讯（记者 叶益鹏 通讯员 刘
荣敏）1 月 2 日，新年首个工作日，在
省级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来自白龙山
街道强村公司的云和助农增收产品
走进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参加学院的

“年货节”展示展销活动。在双方的
携手互动中，云和的农产品、木制玩
具化作新年“第一桶金”，翻开了两地
联农带农的新篇章。

展销现场，琳琅满目的云和特色
农产品、木制玩具摆满展台，既有羊
肚菌、猴头菇片、富硒黑木耳、茶树

菇、高山大米这样的鲜美山珍，也有
音乐盒、孔明锁等文创木玩，引来大
批院校职工驻足选购。其中，竹荪、
羊肚菌等“云和山珍”尤为抢手，还有
三门村村集体种植、包装、销售的“灵
漈大米”，此次运抵活动现场的 2000
斤稻米，因其物美价廉，在活动开场
之前，就已全部预定、售罄。

据介绍，这是白龙山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首次将云和的助农
产品展销活动设在高校内，在短短两
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里，现场产品销售

额就达到了 5000 余元，再加上前期
预定的稻米，首日总营业额超 1.5 万
元。按计划，此次活动将持续两天，
在此过程中，强村公司工作人员将一
一登记购买需求，并将展销摊位转移
至学院教职工超市，开设“党建联建
共富窗口专柜”进行长期销售。

“强村公司和结对帮扶村的特色
产品在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展销，是白
龙山街道和省级组团帮
扶单位整合双方资源、拓
展帮扶举措的一次有益

尝试，我们收获了销量，更增添了信
心，相信在双方携手下，我们能把联
农带农事业做得更好。”白龙山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双方单
位将持续优化帮扶协调机制，探索更
深更广的帮扶举措，全力激发组团帮
扶、助农增收最大效益，为云和农民
带去新年新气象、新年新生活。

云和特产入杭售出新年“第一桶金”

兹有云和县木偶曲艺艺术团遗失开户许可证 1份，账户名称：

云 和 县 木 偶 曲 艺 艺 术 团 ，核 准 号 ：J3433000436501，账 号 ：

33001697235053009375，声明作废。

兹有云和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村民蓝江涛遗失股权证 1 份，户

主为叶珠英，家庭成员共 2 人，股权证编号：11250101920227，声明

作废。

2025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连日来，位于浮云
街道局村村的“浮云一
盏”民宿业主邱夏娟和
家人一起制作炒米糖，
迎接春节的到来。

刘海波 文/摄

全力拼比争 勇当先行者

打造全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富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