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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风拂过有礼岛 万众一心驱疫霾
刘 婧 何伊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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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风十礼”伴着之江波澜，一
脉流觞沁润嵊泗“礼岛”。

围绕培育“嵊泗礼岛 有你更
好”文明实践“金名片”的目标任
务，嵊泗提笔勾勒出一座“民风淳
朴的岛”、一座“海上互助的岛”、一
座“微笑迎人的岛”、一座“快乐志
愿的岛”、一座“车让行人的岛”、一
座“夜不闭户的岛”、一座“诚信经
营的岛”、一座“节俭养德的岛”、一
座“双拥共建的岛”、一座“厚爱生
态的岛”之“礼岛十礼”工笔图锦。

2022 年 3 月 17 日，嵊泗县确
诊 1 名新冠病毒阳性病例；3 月 31
日 8 时，嵊泗县解除“封控区、管控
区、防范区”管控，转为常态化疫情
防控管理。在这场与病毒前所未
有的遭遇战中，嵊泗秉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人间大
爱，共护守望灯火，让“浙风十礼”
的写实图景更为可观、可触、可赞，
于大考大赛中谱写出一份“浙江有
礼”省域文明实践的海岛战“疫”答
卷。

敬有礼，信有礼。守护家园，
各显担当，万户同袍勇毅前行。“疫
情就是命令”，无数医护人员、警察
和志愿者以及广大的党员干部闻
令而动，为守护家园尽锐出击。防
疫人员在深夜集结，第一时间布置
防控阵地，开展核酸检测，实施流

调溯源，恪守职责，无畏逆行，成为
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1500
余名党员志愿者迅速下沉一线，在
封控区内组建起临时党支部，在各
小区兼合式党支部岗位点通宵值
守，筑起遍布全岛的抗疫战斗堡
垒；各级文明单位、非公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立足防控需求尽显担当，
电力保障、医废清运、抗疫宣传等
志愿服务突击战队行动有力，争先
开展物资捐赠、物流保障、后勤援
助，齐心点燃驱散疫霾的万户篝
火。

亲有礼，行有礼。休戚相携，
言行有序，家庭社会共赋美德。医
生丈夫和护士妻子在感染病房内
度过结婚纪念日，参与渔港应急防
控的渔民党员父亲与值守村部防
疫组的女儿视频互报平安，在一线
奋战数日的乡镇干部在例行接受
核酸检测时才见到了自疫情发生
之日起各自奋战的护士妻子⋯⋯
与“疫魔”对峙的战场上，“战疫全
家行”“‘大白’夫妻档”等故事频频
上演，以亲情互励，以家风互勉，他
们既是家人更是战友。疫情当前，
微光成炬、滴水汇海，一个岛成了
一个家，核酸检测点、物资配发点
处处可见扶老携幼、进退有序、谦
让有礼，癌症患者缺药、被隔离婴
儿奶粉告急等求助信息公布后众

人接力，社区疾走送药，文明单位
专班专船转运奶粉。有餐饮店主
连夜赶制上千份早餐冒雨增援一
线，有渔民船主、水产企业主向医
护人员送上海鲜鱼货，有社区大妈
为执勤民警披上自己羽绒服御寒，
有不肯留名的“新居民”将自家生

活 物 资 塞 给 值 守 人 员 后 悄 然 离
去。何谓休戚与共？便是如此风
尚。

帮有礼，网有礼。志愿红动，
邻里守望，正能量成为主旋律。在
大风大雨之中，遍地绽放的志愿红
就是最美的风景。在临时建立的

志愿调控事项微信群等信息交流
平台上，居家帮困、跑腿代劳的需
求一经发布，志愿者在各处一呼百
应，无畏风雨和辛劳，不计报酬与
虚名，以小微聚伟力，筑就疫情防
控下安民保供的坚固阵线。邻里
之间守望互助精神在鸣奏和弦。

小区微信群里，“物资分享”成为热
门话题。朋友圈里，“我送邻居一
颗菜，对门还我一筐蛋”成为暖心
日记。一股网络文明传播潮流随
之掀起，居民们当起网络拍客和创
作者，记录战疫英雄忙碌场景、隔
离生活日常、志愿者动人风采。《加
油，必“嵊”》系列短视频转载无数，

《同心战疫》系列漫画风靡抖音、朋
友圈，本土音乐人、说唱爱好者自
创《生命之墙》《战疫》等赞歌传唱
网络⋯⋯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
筑同心，疫情之中人们通过网络同
脉搏、共进退，将心拳紧握，在和衷
共济中齐盼蓝天。

华章以文明为旨，星火以文明
为炬。在浙江大地，感人故事传唱
不尽，“有礼”风沐过，文明善举踊
跃不绝。在防控疫情中，“浙江有
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精神内核得到
充分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为
浸 透 灵 魂 ，感 染 人 心 。 美 满“ 礼
岛”，此刻怀瑾握瑜，正气充盈，在
打造新时代精神文明高地的壮阔
蓝图上，嵊泗将继续铸魂固脉，不
断提升“嵊泗礼岛 有你更好”县域
文明品牌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
强大精神力量，为全省提供“浙江
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海岛样
板。

（图片由嵊泗县委宣传部提供）

大批物资抵达嵊泗

热心船老大赠送新鲜渔获嵊泗党群齐心为百姓送物资 志愿者送物资上门志愿者送物资上门嵊泗乡贤主动为百姓送药

阳春三月，驱车前往金华市磐
安县云山省级旅游度假区，走过一
片居民区，一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映
入眼帘，这便是当地的一间特色民
宿——云舍民宿。

民宿以“乡村怀旧风+科技体
验风”为主题，将饮食作为一种文
化来制作，自运营以来，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云舍民宿正是磐安发展民宿经
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磐安把云
山旅游度假区所在的云山区块作为
县旅游集散中心来打造，并积极创
建“云杏山居”民宿品牌，将云山打
造成为文旅融合新地标、康养旅居
新引擎。

建心安之所
发展民宿“心”经济

“一来到这里，就好像走进了
理想中的山居乐园一样，和家人一
起感受古朴自然的乡村气息，很享
受！”在“铜庐”民宿度假的陈女士
感慨道。

在风景优美的云山度假区内，
一间名为“铜庐”的民宿嵌合在云
水之间。民宿内，随处可见的铜制
品像艺术品一样呈现在眼前。一
楼茶吧的两面背景墙，陈列展示着
上百种铜壶，喜上眉梢、龙凤呈祥、

梅兰竹菊、五福呈祥⋯⋯据悉，走
进这里的客人都会细细打量、伸手
触摸，还时不时惊叹于技艺的精
湛，沉迷于器物的精美。

“我是做铜制品生意起家的。”
民宿主人俞永安说。他是永康到磐
安创业的铜三代，因为熟悉磐安的
山水风物，喜欢这里的田园山居、与
世无争的生活，等自己的铜制品生
意有了起色后，他便在云山建起了
这个心灵家园——“铜庐”。

“希望‘铜庐’是大家的‘家’，
每个入住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家的
温暖，找到安宁。”俞永安说。

无独有偶，在“云山”深处，民
宿“云里·晓筑”的主人陈晓斌也是

“以己之长造一处心安之所”。
陈晓斌是90后回乡创业青年，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是干旅游
的，对旅游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有更
多的了解，同时也有比一般民宿主
人更敏锐的嗅觉。于是，他在经营
管理民宿时就有了一些与众不同
的想法，譬如在满足游客“吃”的需
求上，他不走寻常路：在他的民宿
里，早、中、晚餐都没有固定的菜
谱。早餐十几个品类，会在头一天
提前问你想吃什么，然后根据个人
需要实现私人订制。比如，磐安特
色药膳馒头搭配稀饭、生煎奶黄
包，清晨养胃又舒服。

“做民宿最大的乐趣不是去看
收入多少，而是让出来放松的客人
心满意足地回去工作。其实生活
就是要越活越精彩的。”陈晓斌说。

如今，越来越多像俞永安、陈晓斌
一样的年轻人在云山发展民宿，将客
人的体验感、获得感放在首位，致力于
为游客建一处心安之所。如今，在云
山旅游度假区，已建成像铜庐、云舍、
云里·晓筑等中高端民宿20家。

创特色品牌
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云山”深处，这些有情怀、有温
度、有体验、有故事的中高端民宿，有
一个统一的品牌——“云杏山居”。

云山旅游度假区有着浙江省
占地面积最大的千亩银杏林，有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盘山自然保护
区，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是这片山
区发展民宿经济的基石。

随着新兴旅游业的兴起和旅
游需求个性化、差异化的快速发
展，农家乐升级版和现代优质民宿
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云杏
山居”区域性民宿公共品牌创建也
应运而生。

2018 年 9 月份，云山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与新成立的磐普产业园
管委会合署办公，开始谋划“云杏

山居”民宿区域性公共品牌创建工
作，并出台《关于扶持农家乐发展
的实施意见》，对农家乐创建实施
有力的扶持政策，对补助标准、规
范化提升标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制定。

“有了政策的扶持，老百姓既看
到了政府支持旅游发展的风向标，
同时解除了‘办还是不办’这种举棋
不定，或者说先看一看、等一等的观
望心态，直接把他们领进“忙起来，
建起来”的创业行动中。”云山旅游
度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于是，2020 年底，“云杏山居”
品牌民宿已经成熟运营的共有 11
家，床位 264 张，能够同时接待 50
人的团队5个，如今，更是迅速发展

到20家。
而一个区域性公共品牌的创

建，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规范化提升是关键。在发展过程
中，磐安将农家乐纳入“云杏山居”
区域公共品牌管理，配备推荐床垫
和卫浴品牌，对经营场地、从业人
员、消防等安全管理、服务品质等
八大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统
一和完善了行业标准和运行规则。

“我们力求做个贴心人，做到
三‘送’三‘提’，服务品牌下民宿得
以稳定发展。”云山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将人才送到家，提升民宿特
色。管委会出资聘请省内四家专
业设计公司，对农家乐内容营造、

产品开发与设计、特殊资源利用和
已有特色资源的特殊利用，以及其
他休闲娱乐项目进行独家设计,提
亮特色，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目
前已累计完成设计30家，支付设计
费用21.6万元。

将技能送到户，提升服务本
领。每年两次举办农家乐民宿装修
培训和产业发展培训，对菜品制作、
客房整理、新媒体营销、管理服务、
安全急救等五大方面进行专业化技
能培训，在硬件设施和软环境优化
上整体提升农家乐民宿行业综合服
务水平，累计受益150余人次。

将生意送上门，提高宣传力
度。邀请县内8大旅行社实地考察
云山农家乐，对县内旅行社实行

“当年度组织客源在本区农家乐民
宿住宿累计100人次以上且人均日
消费 80 元以上旅行社”，给予一定
补助，形成“政府搭台-业主唱戏-
旅行社推广”的营销模式，助力发
展。仅 2021 年 6、7 月给予旅行社
补助1万余元。

“身心两安,自在磐安。”这是
磐安一直以来的目标和追求。除
打造特色品牌、发展民宿经济外，
磐安积极打造环白云山康养旅居
综合体项目、云海方舟旅游康养基
地项目、云山华兴·悠度花溪项目、
大盘山温泉康养综合体项目、紫溪
慢生活街区及古民居开发项目，大
力发展以休闲旅游为主的“一号产
业”，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图片由云山省级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提供）

磐安：发展民宿“心”经济 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陈心意 李苏美

云山省级旅游度假区

“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伴随
着近日绵绵的春雨，杭州建德市乾
潭镇下包村的禄毅茶厂飘出了缕
缕茶香。自 3 月 15 日以来，该茶厂
经营的 300 亩茶园开始采摘并上
市了今年的首批春茶。

“茶以新为贵，经过一个冬天
的滋润，头采新茶内含有丰富的氨
基酸等物质，口感鲜爽润滑，是当
前的抢手商品。”禄毅茶厂负责人

吴柒益介绍，目前，他的茶园里不
仅有群体种的建德老茶，还有白
茶、黄茶、中白一号等建德珍稀茶
品种，目前茶园每年可产 3000 斤
干茶，年产值达80万元。

说起在乾潭种植茶叶的原因，
吴柒益介绍，乾潭镇拥有大面积的
丘陵和山地，能够形成适宜茶叶生
长的独有的小气候，更因为这里有
着建德茶的文化印记，作为建德三

大茶品牌之一的“新安白茶”就始
于 1997 年的乾潭镇罗村浪彩坞红
狮岩。

据悉，1997 年，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与建德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在联合当地茶叶企业和
茶农对地方茶树资源进行发掘时，
在乾潭镇罗村浪彩坞红狮岩的半
野生群体种中发现3株白化突变单
株，后经过单株选育，育成了适制

名优绿茶的叶色白化突变茶树新
品种“中白一号”。

如今，通过不断的挖掘和培
育，建德市茶农已经在“中白一号”
白茶品种的基础上又繁育出了“中
白二号”“中白三号”“中白四号”三
个白茶品系。

为了更好地延续乾潭的茶文
化，推广乾潭优质白茶品种，近年
来，乾潭镇以坚持传承“茶文化”、

进一步弘扬中国茶叶大国优势的
价值理念，希望将中国茶文化的恬
静淡雅与乾潭镇“激情活力、开放
包容”的城镇特质以及“杭州都市
圈生态健康城”的产业基础有机结
合，目前乾潭镇种植有机茶 4000
亩，全镇茶叶年产值可达 7000 万
元。

今年，乾潭镇坚持党建引领，
以做大做强茶产业为主线，深度挖

掘农、文、旅产业资源，带动了胥溪
沿线下包村、仇村村、邵家村、罗村
村等行政村组团式发展。下一步，
该镇还将深耕茶文化，打造浙西清
廉村居品牌，力求在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做足农旅融
合新文章。

新安白茶香 组团谋共富

建德乾潭：传承茶文化 农旅融合谱新篇
陆群安 叶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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