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水南街道志愿服务流动站送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叶琳 宋词 通讯员 包玲超）近日，

水南街道志愿服务流动站成员来到程徐村文化礼
堂，帮助村民下载安装“浙里办”手机应用，指导交电
费、学费等一系列少跑腿便民服务，并普及电信诈骗
知识。

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水南街道把“学
党史 办实事”活动作为践行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

体，由街道干部、各村社的两委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等
人员共同组成了志愿服务流动站，按照每天两站、连
续一周走遍 13 个村社的目标开展志愿服务流动站
活动，进一步主动靠近群众，帮助群众。

“到村里来帮我们办事情，很贴心。 ”程徐村村民
毛建青一边熟悉着新下载的“浙里办”一边说，“一直
都不知道手机上还能操作这么多功能，现在学会了，

就方便多了。 ”
此外， 志愿服务流动服务站成员还在活动中向

村民们征集民生实事线索、微心愿，为出行不方便的
村民现场办公等。

据了解，活动当日，水南街道志愿服务流动站共
帮助 300 余名村民注册“浙里办”，向 60 余名村民一
对一宣传电信反诈骗知识，收集了 20 余条民生实事
线索。 松阳新闻网：http://syxww.zj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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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大山里的兵工厂———银元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洋飞 叶翀 叶步芳

古语有云：深山藏古寺，云里听梵音。
八十多年前， 在我县枫坪乡丁坑村关山源的密

林深处，与水流鸟鸣相伴的却是阵阵打铁声。一座鲜
为人知的兵工厂就在溪涧山谷中，简陋的杉板房、铁
匠炉，却保障了挺进师在浙西南战斗的武器装备。

四十二年前的冬天， 丁坑村的叶南其和另外两
个村民在关山源帮人砍香菇柴。吃午饭时，一个村民
先吃饱了，到周边溜达，结果在他回来的路上，发现
了一块破布，布里包着许多银元。想到代代相传的红
色故事， 他们推断， 这些银元应该与红军挺进师有
关。

这些埋藏在深山密林中的银元，到底是谁的？ 是
否真的像村民们推断的一样， 与当年红军挺进师有
关系？他们在丁坑村，以及关山源一带究竟发生过什
么故事？ 时间要回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1930 年前后，我县进步青年卢子敬、陈凤生、陈
丹山等以青帮的名义，建立农军。为保障农军的革命
活动，由卢子敬牵头，在自己熟悉的丁坑村关山源建
立硝黄厂，炼制土火药，制造土枪、土炮、梭镖、大刀
等简单的武器。

1935 年 6 月，小吉会议召开后，为保障浙西南
根据地和红军挺进师对敌斗争， 师首长决定以农军

硝黄厂为基础，招募技术工人，恢复军工生产，对外
仍称硝黄厂，并任命卢子敬为厂长。

当年 9 月，在敌人的围剿下生产被迫停止，这座
藏在大山里的兵工厂一直持续生产了三四个月之
久。 虽然它生产的武器只是大刀、梭镖等冷兵器，以
及简陋的土火药， 但是它确实为当时挺进师和游击
队在浙西南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军备保障， 也为丁
坑村留下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据县史志研究人员考证， 当年村民们捡到的银
元应该就是硝黄厂的运营经费， 是保障这座兵工厂
的正常运营的。

村民们找过当年的硝黄厂遗址。从丁坑村出发，
沿着山涧岩壁，蹚过溪水、跨过木桥，就来到硝黄厂
遗址。 它位于箬寮岘北麓，海拔 600 米，整个山谷谷
口狭窄，地形较为平整，又有山石遮挡，是一个绝佳
的隐蔽场所。 从村里到硝黄厂仅这一条蜿蜒曲折的
通道。如今这个 100 多平米的山谷平地，早已林木葱
郁、绿草茵茵，几乎看不出当年的模样。

距离硝黄厂遗址 1000 多米的岩壁下，村民还发
现了一个红军挺进师贮藏军械的山洞。 大约 1968 年
前后，周德才、周文远两人去丁坑当时叫清净石玄村
的一座山上采草药。在他们爬悬崖、攀峭壁采草药的

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洞，并在洞里发现了两杆步枪、
一袋子弹，枪托木质的部分都已经烂掉了。

如今的丁坑村依托箬寮原始林景区的自然风
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避暑度假，村民
们纷纷办起了民宿、农家乐，让风景变“钱景”。 在村
干部杨健伟看来，村庄发展不仅要依托自然风光，更
要保护和利用好兵工厂、藏枪洞，中共玉岩区委、区
苏维埃政府等红色遗址遗迹，讲好银元的故事。他也
坚信，通过“红绿融合”一定能促进村庄发展，带动村
民增收。

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让那枚银元背后蕴含
的红色记忆历久弥新。数代人的口口相传，让关山源
密林深处的兵工厂、 藏枪洞成为人们敬仰的红色遗
址。历经风雨仍巍然屹立的杨家老宅，默默讲述着曾
经作为中共玉岩区委、 区苏维埃政府驻地的那份荣
光。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箬寮山脚的这块 “红色热
土”，将实现“绿色蝶变”，谱写出“红绿”融合发展新
篇章。

新视角：探寻松阳红色故事

我县成功入选全国县域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地区

本报讯（记者叶步芳 杨益达）近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下
发《关于确定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地区的通知》，我县
成功入选全国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地区。

一直以来，团县委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围绕提升共青团的
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和贡献度，贯彻全团抓基层理念，不断
夯实基层团建基础，创新形式，提升组织活力，团结凝聚广大青
年，为松阳建设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重要
窗口示范区”贡献团的力量。 截止到目前，团县委已建成“红领
巾 e 站 1013”阵地 6 个，“青年之家”实现全县 19 个乡镇（街道）
全覆盖，为青少年实践活动的开展搭建了广阔平台。

“下一步我们想抓住改革试点的契机，重点探索新青年如
何通过青年力量的发挥助推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加快山区共
同富裕的新路径。 ” 团县委书记蓝艳芳说。

我县新增一处省级党员教育培训基地
本报讯 (记者 沈志刚）日前，位于安民乡安岱后村的浙西

南革命根据地首脑机关旧址群教育基地，正式授牌成为省级党
员教育培训基地。

该基地建于 2003 年 4 月，占地约 1000 平方米，集党员干部
党史教育、党性教学、红色文化现场教学、爱国主义教育、红色
遗址参观游学等教育功能为一体，是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
景点之一、省文保单位、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党史教育基
地。

近年来，我县将党员教育基地建设作为实施党员教育培训
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积极培育和建设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党
员教育培训基地。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授牌为契机，进一步发
挥安岱后红色教育资源优势，深化对浙西南革命史的研究与结
果运用，突出自身特色，提升培训实效，推动基地持续健康发
展，积极打造红色阵地。

古市镇获评省级新时代枫桥式退役军人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阙于越 杨益达）日前，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公布“全省新时代枫桥式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单位，古市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光荣上榜。

古市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自 2020 年 6 月正式成立运行以
来，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各类优抚优待政策，因人而异搞好医疗、
住房、就业等帮扶，切实把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每个退役
军人身上，也让他们在享有保障权益的同时，能够充分发挥自
身能力，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一年时间以来， 该服务站通过升级改造和一系列线下活
动，将退役军人群体紧紧凝聚在一起。 截至目前，已先后为全镇
600 余位退役军人开展上门医疗、就业指导、纠纷化解等形式多
样的便利服务。

奖牌既是肯定，也是鞭策，古市镇人武部部长郑来清表示，
古市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探索更多新路径、新方法、新手段，为
退役军人服务，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月桃花六月桃，眼下又到了桃子上市的季节，这段时间三都乡的 桃农们忙得不可开交，里庄村每日可采摘桃子约 7 万斤，每天桃子还没摘下就已被外地收购商
预定一空。 王雯静 刘俊杰 林杰 图/文

县养路工人在高温下，对 S222 省道公路路面进行“灌封”
作业，利用 180 度高温的改性沥青对路面缝隙进行修补，对道
路进行养护，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王雯静 周晴 图/文

我县医保服务进入“码时代”
本报讯（记者 阙于越 翁恺科） “现在带着手机

就能看病买药，再也不用担心卡没带了。 ”日前，在县
人民医院， 市民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激活了
医保电子凭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通过手机实现
了医保结算。

据了解， 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参保人员的医保身
份识别电子介质，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生成，一
人一码，是全国医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凭证。电子凭
证将被广泛应用于医保线下线上业务办理、 信息查
询、支付结算、异地就医等医疗保障各项业务。

目前，我县 44 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以及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和 24 个基层社区
卫生服务站在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部开通医保电
子凭证。

此外， 使用医保电子凭证还能享受各类在线医
疗保障服务，包括医保业务办理、医保账户查询、药
店购药支付、医保住院结算、省内异地就医结算等。

“目前，我县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率已近半。 下一
步，将陆续把医保电子凭证推广至全县，还将逐步开
放医保电子凭证在“互联网+医保经办”“互联网+医
保结算”等方面的应用，实现参保人员线上医保服务
全覆盖，真正做到“一码在手，医保无忧”。 ”县医保中
心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