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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化9月1日电
记者 杨振华
县委报道组 徐祝安 程磊

位于钱江源头的开化，群峰
连绵，山谷众多。许多农民躲进
山谷，如武侠小说里的隐士高人
一般，当起了“谷主”。流转承包、
开荒拓地，每个“谷主”都在悉心
经营，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
山谷。

华 埠 镇 独 山 村 ，有 个“ 龟
谷”。草龟、四眼龟、鹰嘴龟等，8
个 种 类 数 千 只 龟 ，藏 匿 山 谷 之
间。记者寻觅而去，只见有生态
龟池，却不见有龟。养龟农民余
虎寿嘿嘿一笑，转身去厨房取来
一只番茄一把刀，在地上唰唰唰
切成一堆小碎块后，藏在泥底石
下的乌龟，闻香而动，伸长了脖子
争相而来。

“这个山谷我找了好久，水源
足、够开阔，有 550 多亩。”“龟谷”
谷主是金路村的农民丁柏古，他指
着山谷间几块不同种类龟的介绍
牌，自揭家丑道，“你看这个弄得太
简陋了，一步步来，我准备把这里
建成一个能吃、能玩、能科普教学、
还能和龟互动体验的休闲谷。”

“龟谷”除了生态养殖，还开
办了农家乐，去年一年经济效益
达到 600 多万元。谷主丁柏古得
意地说，他的“龟谷”起着示范标
杆作用，有农民想另辟“龟谷”与
其争锋，前期启动他免费提供种
苗和技术，还以保护价收购产成
品。华埠镇、马金镇已有3户农民
在建“龟谷”，另有数十户农民准
备跟进。

农民乐当“谷主”，也得到了开
化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
开化提出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在
整合山区经济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发展、农家乐等现有政策资源的基
础上，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对“山
谷经济带”加以扶持。

最具诗情画意的山谷，要属
中村乡张村村的“梅花诗谷”。这
里是宋代梅花诗人张道洽的故
乡。张道洽一生爱梅如痴，作有
咏梅诗300余首，他的梅花诗被历
代文人墨客追捧。如今，在“梅花
诗谷”里品读梅花诗，将成为冬季

开化游的一大特色。中村乡组宣
统委员陈葵生介绍，“梅花诗谷”
规划打造成一个4A级景区。

闯入“梅花诗谷”，此时繁花
正盛的是一株株紫薇。张村村农
民张光仙领路，带我们往山谷深
处走去：“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山
庄，今年 5 月我们接手过来，移种
了 200 多株古梅，还栽了紫薇、香
樟、桂花、红豆杉、三角枫、罗汉松
等。这些树都经过多年的园林造
型设计，很有观赏性。在这样的
树下烧烤、垂钓、露营，别有风味，
一到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

一谷一世界，特色各不同。
在桐村镇杜坑村，前往三清山的
途经地有一个“竹林谷”，吸引游
客停留挖笋、采山莓；在芹阳办
事处五丰村，“娃娃谷”里的大鲵
精品园，引人好奇观赏；在池淮
镇玉坑村“青蛳谷”，水里满是经

“舌尖 2”推介后一夜爆红的青
蛳；在音坑乡明廉村，山谷水库
连着坝下的农家乐，垂钓休闲者
逐鱼而来⋯⋯目前，开化已有百
余山谷被开发为特色农业、休闲
观 光 基 地 ，成 为 游 客 的“ 欢 乐
谷”、农民的“致富谷”。

开化发展“山谷经济带”

百余农民当“谷主”

走山乡话发展

“龟谷”农民正在介绍不同品种的乌龟。 记者 杨振华 摄

本报杭州9月1日讯
记者 包敦远

今天，是学生开学的日子。这
一天，对于寒门学子来说，它的意义
不亚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因为，他们能如愿走进大学校园，还
要靠慈善捐助帮他们“圆梦大学的
最后一公里”。

“人生就像饺子，岁月是皮，经
历是馅。酸甜苦辣皆为滋味，毅力
和信心正是饺子皮上的褶皱。人生
难免被狠狠挤一下，被开水烫一下，
被人咬一下，倘若没有经历，硬装成
熟，总会有露馅的时候。”这是女大
学生李燕燕，在受助和助人的两年
时间里最深的一段感悟。

两年前，李燕燕考上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但由于家
庭经济困难而陷入窘境。本报佳友
民情工作站联合浙江圣奥慈善基金

会，出资百万元帮临安品学兼优的
寒门学子圆梦大学，令她有幸成为
受助的50位寒门学子之一。

与此同时，一颗带着关爱的种
子也开始在李燕燕心里生根发芽。
大一时，她帮助社团组织和策划公
益活动。李燕燕说，在贫困中挣扎
让她学会了坚持到底，在挫折中奋
进让她学会了勇敢面对，在助人的
过程中让她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快
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自
己才逐渐成熟起来。

今年暑假，另一位受到圣奥慈
善基金帮助的学子、嘉兴学院对外
汉语专业的大二学生罗燕鸿，参与
了临安市总工会举办的关爱“小候
鸟”志愿者活动。

罗燕鸿说，因为自己受到过好
心人的帮助，所以在学习生活中也
会特别关注与公益有关的事情，总
希望自己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别人一

把。这个暑假，她找到了机会，带着
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起
学手工、学画画，虽然不够专业，但
最起码能保证小弟弟小妹妹的暑期
安全。

在日前举行的圣奥慈善基金会
捐助仪式上，11 位曾经接受捐助的
寒门学子，向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
学弟学妹讲述了他们的公益之路。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寒门学子
的母亲，她有一对接受捐助而如愿
大学梦的双胞胎女儿。她说，两个
孩子知恩图报，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也非常有爱心。今年暑假期间留在
了贵州，到偏远山区的小学支教。

“去年的支教结束时，山里孩子
们异口同声的呼喊‘老师，真希望您
留下来’，我们都被感动哭了。”董蓓
在电话里说，她也想家，想妈妈，但
她们更想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家，她
们认为这才是给辛劳的父母最好的

回报。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即将进

入大学校门的寒门学子心潮澎湃。
刚考上浙江大学的钟宇巍激动地
说：“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
下，父母还是含辛茹苦地把我培养
成为一个大学生，期待我有一天能
出人头地。在我考上大学遇到困难
的时候，圣奥集团向我伸出援助之
手，解决了我的读书费用问题。”

他还表示，要向这些学哥学姐
一样，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
所有关心我们的好心人。捐助仪式
上，钟宇巍和另外 49 名寒门学子领
到了由圣奥慈善基金会捐助的总计
25万元爱心款。

圣奥慈善基金会捐助25万元

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见习记者 陈佳莹

本报讯 既能买到新鲜平价的
基地直供农产品，又能品尝到健康
蒸菜，这样的社区农产品直销店，你
的城市里有吗？近期，绍兴市供销
总社在农产品进社区方面进行新探
索——“供销菜店+蒸菜馆”二店合
一模式在绍兴城南率先“试水”。

中午，记者走进城南新村“二合
一”直销店。“4两！清蒸螃蟹！”走到
左边供销菜店的十几只水缸前，选一
道水产现称，只需加 5 元加工费，螃
蟹就被“传送”到了蒸菜馆。再走进
右边的蒸菜馆，在几十个蒸碗摆成的

“流水席”上自取几道蒸菜，刚在八仙
桌旁坐定，才点的清蒸螃蟹便上桌
了。这一左一右的完美配合，便合成
了“供销菜店+蒸菜馆”。

“农产品从基地直产直销，价格
低，所以在我们这里吃蒸菜‘性价

比’很高。”这一农产品直销新模式
的负责人茅新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店里的对虾 28 元一斤，同样的
品质在附近农贸市场就得卖 35 元，
蒸菜馆只收 5 元加工费就能提供蒸
煮服务，前后加起来才33元，比农贸
市场的原料价还低，便宜又方便。”

随后，记者将尖椒、小葱、对虾
等农产品价格与附近的农贸市场比
较发现，直销店的价格确实比普通
农贸市场便宜10%至15%。茅新江
告诉记者，店里近五十种农产品都
是每天早上五点半，从绍兴富盛镇、
马山镇、诸暨市等优质农产品基地
里运来的。“这样老百姓就能天天吃
到放心农产品了。”茅新江说。

2009 年左右，为了方便社区居
民吃到放心蔬菜，绍兴市供销总社
牵头落实了一批农产品社区直销
店。虽然有一些政府补贴，然而由
于店里农产品种类少，租金和人员

成本压力大等种种原因，发展并不
顺利。单卖农产品难生存，何不结
合蒸菜馆一起搞？茅新江告诉记
者，当初想到“二店合一”进社区有
着一番考量。一则，蒸菜馆能增加
收入，两相平衡，这样农产品进社区
就能“活”起来，服务居民；其次，蒸
菜最考验食材的新鲜程度，客人来
蒸菜馆一尝就知道店里农产品的好
品质，隔壁供销菜店的生意也能带

动起来；与此同时，“蒸”这种健康环
保的吃法也能得到推广。茅新江告
诉记者，做 100%的蒸菜，客人吃得
健康，店里也没有油烟味，环境比普
通菜馆好得多。

据悉，开店近一个月来，店里每
天的营业额 6000 元左右。按计划，
今年内这一连锁模式还将在绍兴城
区开设 5 家店，到后年更将达到 30
家。

现买现蒸现吃现买现蒸现吃，，绍兴农产品进社区有了新玩法绍兴农产品进社区有了新玩法——

直销店，蒸蒸日上
本报讯 （记者 刘治浪 通讯

员 李超群） 近日，仙居县科技局、
仙居县信用联社的相关负责人专门
赶到仙居锦达密封件有限公司，送
上 200 万元的贷款。仙居锦达密封
件有限公司成功开发了汽车侧窗、
天窗等产品，并与上海汽车、柳州汽
车等大公司对接，新产品生产线已
经投入使用。正当企业为备用资金
发愁时，县科技局、县信用联社和商

会联合担保公司及时把贷款送上
门。

今年，仙居设立县科技型中小
企业贷款风险池基金。由县政府和
仙居商会联合担保有限公司各出资
200 万元，建立 400 万元的贷款风险
池基金，县信用联社设立 5000 万元
的专项贷款。目前，仙居有 3 家企
业获得了贷款，另有 5 家企业正在
审核当中。

仙居 基金助力小企业

本报湖州9月1日电
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朱立奇

“咚咚咚”，上午10时左右，家住
湖州吴兴区月河街道的教师小蒋打
开门，便看到了一盒新鲜的百合。

“没想到昨晚微信下的单，今天一早
就送到了！5 斤一盒装的百合才 60
元，还是刚采摘下来的，真不错！”小
蒋对着门外的“快递小哥”说道。

这位“快递小哥”名叫施志成，
是通过微信平台出售新鲜农产品的
85 后农民，由他带头创立的湖州繁
锦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在试水“微信
营销”的新模式。扫扫二维码，微信
下单，在湖州市区 12 小时内就能收
到“新鲜欲滴”的时令蔬菜瓜果。

学农出身的施志成，毕业后到
了一家企业，但心中始终有个田园
梦。去年，施志成辞去公司的职务，
来到妙山村，承包了 300 亩土地，种
了柿子、樱桃、猕猴桃等果树并套种
了百合、玉米等农作物。

刚开始，合作社采用农贸市场
批发运营模式，但收益平平，并且到
老百姓手里的果蔬都已经不新鲜

了。如何更好地打开销路、让新鲜
瓜果第一时间到达消费者手里，施
志成想到了微信朋友圈。“没想到，
通过微信平台，实时发布果蔬产品
的采摘、包装状态，订单量越来越
多，销路特别好！”

施志成现在把大部分精力都投
入到了微信营销上，每天最忙的就
是给农产品拍照片，然后编辑出一
段文字，上传至微信，微信图片下都
是满满的赞。现在，时令上市的 2
个品种：百合和玉米，需要雇用 12
个工人采摘和包装，每天的销售量
都有600公斤。

“滴滴”，在跟记者闲聊的间隙，
又有一笔款项通过微信打到了施志
成的账户上。

施志成告诉记者，现在通过微
信订购的客户已经扩展到长三角江
浙沪地区，微信公众账号的点击量
每天也突破了 1500 次。微信营销
让施志成尝到了甜头，也让他对互
联网平台交易充满信心。

看着明年就要丰收的樱桃和
猕猴桃，“下阶段，要准备着手线上
销售模式了”。施志成信心满满地
说。

扫扫二维码，新鲜果蔬送到家

吴兴农民试水“微经济”

本报讯 （通讯员 严杰 姚信
节 郭振民）今年，舟山定海区适应
部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需
要，抓住扩大大学生兵员征集比例，
改善兵员结构来提高新兵综合素质，
充分发挥本地高校多、大学生兵员资
源较为充足的优势，在确保完成征集

新兵指标任务的同时，使大学生兵员
征集比例保持在较高水平。去年全
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新兵比例达到
了62.5%，超过了国家规定的25%的
要求。今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新兵
比例又达到了55.8%，超过了今年国
家规定的40%的要求。

定海 大学生踊跃参军

本报讯 （记者 戴睿云 通讯
员 叶朦朦）“发生溺水时，必须冷
静，屏住呼吸，去除重物，一旦身体
停止下沉，双臂掌心向下，从身体两
边像鸟一样向下划水⋯⋯”近日，在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 66810 公益
服务创意园，公羊会防灾减灾培训
中心成立，带来一场生动的青少年

户外防灾减灾培训。
未来一年内公羊会公益培训将

走进上城区6个街道51个社区。公
羊队是社会公益组织公羊会旗下的
应急救援队，由社会各界志愿者组
成，并受过专业救灾训练，目前已有
600 多名会员，其中一线救援队员
60多名。

杭州 防灾培训进社区

近日，富阳市新登中学举行新高一学生军训大会操，迎接新学年到来。
记者 邵全海 通讯员 赵国青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哲 县委报
道组 孙艺秋） 近日，新昌县公布了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名单，二胡制作师俞开明名列其
中。作为一名二胡制作师，俞开明
在行业内早已名声远扬。自从 25
岁那年鼓捣出一把能拉出声音的

“二胡”之后，俞开明就此与二胡结
下了不解之缘。自幼喜欢音乐的
他，为了制作出顶级的二胡，曾不辞

艰辛，先后拜师三位二胡制作名师，
学习二胡制作的技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俞开明
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终于在二胡
的制作上打开了一片天地。2013
年，他建设完成了年产 2000 把完
整二胡的传统生产制作工艺车间，
并与中国民族器乐协会合作，成立
了中国首家二胡制作工艺研发基
地。

新昌 精美木头会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