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丰收 浦江被称为“江南吐鲁番”，葡萄是该县农业亿元特色产业之一，农民通过种植葡萄增收致富。图为8月14日，在浦江县十里阳光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葡萄园内，果农在采摘阳光玫瑰。园区共种植葡萄200余亩，亩产在1500公斤左右。 本报记者 李震宇 俞碧寅 王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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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戚祥浩 见习记者
蓝韵飞）“多亏了新入驻的物业公司，
帮我们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房子漏水难
题。”这两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降
临，温州市鹿城区龙苑小区 1 幢住户夏
晓克习惯性检查屋内，惊喜地发现屋
里丝毫没有漏水迹象。在此之前，频
繁的漏水难题严重影响了整幢居民的
日常生活，多次找人维修却始终未能
根治。

房子漏水、乱停车、垃圾清运不及
时等问题，众多老旧小区都遇到过。作
为温州市中心城区，鹿城共有 818 个小
区，其中老旧小区分布广泛，也占据了
相当大的比例。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缺
乏缴纳物业费的习惯，导致物业公司缺
乏盈利空间而不愿进驻，治理难题更加
凸显。

龙苑小区所在的南汇街道龙源社
区，大部分住宅房龄超过 20 年，无物业

管理小区共有 23 个，部分小区仅有二
三十户住户，难以逐一引进专业物业。

“我们引导龙苑小区周边 20 个小区‘拼
单’请物业。”龙源社区党委书记何腊丽
告诉记者，他们先与一家物业公司反复
磨价格，经过测算，一些住户一年要缴
纳 1000 多元物业费，“20 个小区涉及
2000 多户住户，众口难调，民意摸排过
程中，很多住户一听说要缴纳物业费，
马上头摇得像拨浪鼓。”

找一家物业公司先做一段时间，让
住户体验到前后差别，再进行收费，成
为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作为全省“强社
惠民”集成改革试点地区，鹿城支持各
个社区以集体全资、控股、参股和多社
区抱团等形式成立公司，盘活社区资
源、资产，推进社区集成服务。来自 20
个小区间的边角地块的停车收入，让中
纳物业公司入驻有了启动资金。

随着中纳物业公司入驻，在龙源社

区双龙、欧龙小区，一套个性定制的“路
面整修、道闸设立、公共区整治、充电棚
加装、监控安防重置”物业服务组合拳
及时解决居民所需，也让更多业主看到
了引进专业物业的好处。“眼见小区环
境越来越好，许多住户从一开始反对转
为支持，周边老旧小区业主也专门过来
观摩。”双龙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忠潮告
诉记者。

南汇街道瞅准时机，通过街道、社
区、业委会、热心党员成立 3 支 79 人
动员队伍，积极当好方案宣传员、意
见调查员、协调联络员，利用晚间、周
末，逐户上门征求意见，最终 20 个小
区 90%以上的业主统一意见，联手聘
请物业公司。

“用一套人马服务 20 个小区，极大
降低了每户业主的物业费负担。”中纳
物业公司管理人员郭敏捷说，扣除社
区公司补贴费用，居住面积在 60 平方

米及以下的房屋，每户每年仅需缴纳
150 元物业费；面积超过 60 平方米的
房屋，每年也仅需 240 元。虽然费用
不高，但基础的卫生保洁、安保巡逻、
绿化养护等服务，一样不少。“一个电
话，专业的物业维修人员上门，对整幢
楼进行系统检查，最终找出长期困扰
居民的漏水问题，源头在于排风管。”
夏晓克感叹。

得益于片区大物业等做法的推行，
目前，鹿城 818 个小区实现物业全覆
盖。

“随着服务深入，住户碰到事情，越
来越习惯找物业。”郭敏捷说。眼下，鹿
城在各个小区推进“三方议事堂”工作
法，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常态化
商讨小区发展大小事，对于一些小区难
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事情，由社区对
接相关职能部门乃至上级部门共同参
与解决。

鹿城推行片区大物业，八百小区物业全覆盖

20个老旧小区共请一个管家

“以前总觉得艺校是城里才有的，
没想到现在村里也搞起来了。”这段时
间，每逢“乡村艺校”抖音热舞课开课，
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村民金家兰总
是兴致勃勃地前往参加。

金家兰说，每次上完课都觉得身心
舒畅：“村里还有很多人哪怕是‘蹭课’
也要去参加，特别有意思。”

日前，松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与望松街道联合开办的“松 young
艺起学——乡村艺校”火爆出圈。“乡村
艺校”由松阳县文化馆安排专业老师授
课，开设有抖音热舞班、八段锦、瑜伽等
免费课程，实现县乡两级艺术课堂的资
源互动。

每次课程报名通道开启后不到一
刻钟，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那些未能如
愿报上名的村民在场地允许的前提下，
纷纷选择以“蹭课”的方式参与。原本
设定为 20 人的课堂人数，经常扩大至
三四十人，到课率超100%，年龄跨度覆
盖“90后”到“60后”。

松阳的“乡村艺校”为何如此火
爆？记者通过近距离观察、体验，探寻
松阳“乡村艺校”高人气背后的原因。

乡村渴求文化

金家兰平日里就喜爱跳舞，在“乡
村艺校”创办前，每周都要去城里上舞
蹈课。而今，这份对艺术的追求在“乡
村艺校”找到了新的土壤。

创办“乡村艺校”的契机，同样与城
市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

去年底，“夜校”热潮席卷多个城
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去学艺，逐
渐成为城市居民流行的夜生活方式。
这一文化风潮不仅照亮了城市的夜晚，
也悄然激起山区县松阳对于丰富乡村
精神文化生活的深切共鸣。

在这片土地上，农村人对文化娱乐
及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样炽热而
迫切。受到城市夜校学习模式的启发，

松阳县开始积极探索新的文化服务模
式。

“以往，我们实施了一项名为‘三
送’的文化惠民活动，即送讲座、送展览
与送戏曲至乡村，以单次响应形式促进
文化资源流动与普及。”松阳县文化馆
副馆长程银卿说，随着对乡村文化需求
认识的加深，他们发现传统模式虽灵
活，却难以满足村民持续学习成长的深
层次需求。

因此，松阳决心在“送文化”活动的
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更加系统、长效的
文化供给机制，实现从“送文化”到“种
文化”的转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景，“乡村艺校”
应运而生，一场关于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的革新，在松阳的大地上悄然拉开序
幕。

学什么由群众来定

“ 左 脚 开 步 ，与 肩 同 宽 ，屈 膝 下
蹲 ⋯⋯”每周二 12 时 30 分，望松街道
山仁下村的村民杨肖慧便准时抵达

“乡村艺校”，随着老师清晰有力、充满

韵律感的口令响起，杨肖慧迅速调整
身姿，与乡亲们一同沉浸在八段锦的
锻炼中。

自“乡村艺校”开课以来，杨肖慧从
未缺席。“一开始动作都很生硬，老师手
把手地教我，回家再跟着视频练。现
在，家人、邻居都说我练得像模像样，我
很喜欢，很开心！”她说。

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基层并不鲜见，
但要办得既红火又受欢迎，并非易事。

“设置大家感兴趣的课程是关键，
学什么，村民来定；上什么，村民来选。
村民真正成了‘乡村艺校’的‘主角’。”
望松街道相关负责人张婷说。

在“乡村艺校”的筹备过程中，望松
街道充分发挥驻村干部的桥梁作用，走
村入户，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倾听心声、
收集诉求。通过组织座谈会、发放问卷
等多种方式，收集到大量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使每一门课程都贴近村民的兴趣
和需求。

同时，“乡村艺校”课堂在望松街道
中心村望松村、王村村文化礼堂内开
展，方便周边 10 个村、1 个社区的村民
来上课。现场还提供瑜伽垫、水等，让

村民“人来就能学”。

乡村艺校如何走得更远

近段时间，“乡村艺校”正紧锣密鼓
地筹备着即将于 8 月下旬举行的汇报
演出，这场演出不仅是学员们学习成果
的展示，更是“乡村艺校”这一文化模式
生命力的见证。

自 5 月 21 日开课以来，“松 young
艺起学——乡村艺校”共开设 80 节课，
吸引2000余人次参加。

“乡村艺校”的走红只是第一步，更
重要的是如何让它“走远”，让“种文化”
真正深植乡村。

“望松毗邻多个工业区块，我们计
划接下来积极动员外来务工人员参与，
进一步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望松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伟说。

“我们还会为艺校学员搭建更广阔
的表演舞台。在艺校中表现突出的学
员，也会积极吸纳他们参与各类文化赛
事。”程银卿说。希望通过“乡村艺校”
培养，未来将有更多乡村文化传播者参
与组织文化活动、推广乡村旅游等，进
而反哺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
发展。

松阳探索全民艺术普及工作，时日
已久。近年来，松阳县努力将各种优质
文化资源引入基层。其中，县文化馆常
态化组织开展木偶戏、音乐会等文艺赋
美活动；结合民间力量，三都乡松庄村
艺术涂鸦项目持续推进；相继建设叶村
乡南岱问山、玖层云水等多个乡村美术
馆。

一系列举措，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高水平艺术，也让更多人拥
有了深入接触和参与艺术创作的机会，
满足高层次文化需求。

“我们将持续加大乡村文化事业的
投入和推广力度，使乡村文艺活动成为
日常，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松阳县文
广旅体局局长吴海燕表示。

专业老师免费教课 学什么村民来定

松阳乡村艺校人气旺
本报记者 黄 彦 共享联盟·松阳 叶梦雨 通讯员 俞 晓

专业老师免费教课 学什么村民来定

松阳乡村艺校人气旺
本报记者 黄 彦 共享联盟·松阳 叶梦雨 通讯员 俞 晓

本 报 台 州 8 月 14 日 电 （记 者
陈久忍 见习记者 杨千莹） 14 日上
午，在台州市椒江区江滨公园，一场别
开生面的捡垃圾比赛如期举行。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200 名志愿
者抄起垃圾袋、捡拾钳等工具，分成 8
组向海滩进发。他们有的小心翼翼地
爬上滩沿捞起废渔网，有的在岸上用钳
子夹起塑料袋，捡拾海滩垃圾。

这是 2024 年台州市“8·15”全国
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红色引领 蓝
色循环”净海净滩志愿活动中的一幕。
在 30 分钟时间内，大家共捡拾垃圾

1030公斤，其中黄礼隆组独揽266.9公
斤，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每人获得
一个保温杯作为奖励。

2023 年，浙江“蓝色循环”海洋塑
料废弃物治理模式荣获联合国“地球卫
士奖”。该模式率先在台州开展试点，
通过将海洋塑料垃圾变废为宝，实现海
洋塑料垃圾的高净值再利用。而海洋
滩涂垃圾的收集，是该模式源头上的
一环。

据了解，今年是台州第三次开展净
海净滩志愿活动，号召市民投身美丽海
湾建设。

台州举办净海净滩志愿活动

本 报 杭 州 8 月 14 日 讯 （记 者
王晨辉 通讯员 黄慧远）“希望这位
与我有缘的香港同胞早日康复。”14 日
15 时，经过血细胞分离机 5 个小时运
行，爱心人士小俞在杭州某医院完成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并通过记者向受
捐者表达了诚挚的祝愿。她的这份生
命礼物——近 20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将在第二天被送往香港，输进一
名血液病患者体内。

小俞成为我省第 1086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也是第 22 例涉外捐献
者。

80 后小俞是杭州富阳人，目前在
富阳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护理
工作。今年6月，小俞接到红十字会的
电话，得知自己的血样与一名患者匹配
成功。

“身为医护人员，挽救生命是我的

职责。”小俞说，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工
作人员，她除了为患者做好护理工作，
还要花大量时间走访、看望居民，为他
们送上健康宣教等各种医疗卫生服
务。她见到很多被病痛折磨的家庭，帮
助更多人摆脱病痛的苦恼，是小俞最大
的心愿。

接下来的高分辨血样检测和体
检 很 顺 利 。 8 月 10 日 ，小 俞 住 进 医
院，开始注射动员剂，进行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最后准备。得知受捐者是
一名香港同胞，她感慨地说：“陌生
人之间造血干细胞配型的成功概率
只 有 十 几 万 分 之 一 ，我 能 够 与 这 名
香 港 同 胞 匹 配 成 功 ，这 真 是 一 种 神
奇的缘分。”

14 日，小俞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据了解，小俞是浙江第 11 例为香
港同胞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士。

富阳社区护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份生命礼物今日送往香港

本报讯 （记者 周杭琪 通讯员
吴建波 应姿）“ 请接受我们衷心的
感 谢 ，我 们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你 们 的 帮
助⋯⋯”舟山海兴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日前收到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的
汤加雷瓦岛政府发来的一封电子邮
件，感谢该公司旗下的“海兴 717”船
紧急援助两吨柴油，帮助小岛渡过能
源危机。

时间回到 6 月 23 日，舟山海兴远
洋渔业有限公司收到一封代理公司转
交的求助邮件，其中写道，汤加雷瓦岛
用于维系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柴油所剩
无几，一天后全岛将停电。更为严峻的
是，保障岛上供电需求的柴油要在一周
后才能运达。

“收到邮件时，当地的时间是凌
晨 3 时 左 右 ，离 岛 屿 最 近 的 公 司 船
只‘海兴 717’船正在从事金枪鱼捕
捞作业。”该公司副总经理齐小波告
诉记者，情况紧急，公司当即决定该

船 终 止 作 业 ，火 速 赶 往 汤 加 雷 瓦 岛
救援。

凌晨 3 时 25 分，收完所有作业工
具后，“海兴 717”瞄准汤加雷瓦岛政府
提供的交接坐标，开足马力，向 107 海
里外的目的地驶去。航行 14 个小时
后，“海兴 717”赶到指定地点，将两吨
柴油输送给汤加雷瓦岛政府方面派出
的快艇。看到急需的“救命”柴油缓缓
注入快艇上的油桶，一名汤加雷瓦岛海
关工作人员为舟山企业的义举竖起了
大拇指，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从收到邮件到救援物资送达，整
个过程用时不到一天。这是企业‘以
人为本’援助精神的体现，更是定海

‘航行的支部’海上党建工作的成果。”
定海区远洋渔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海兴 717”船是“航行的支部”推选的
示范船，在海上救援、安全生产作业、
矛盾纠纷调解等方面发挥着先锋模范
作用。

定海“航行的支部”示范船紧急援助汤加雷瓦岛

两吨柴油助小岛渡过危机

本报讯（记者 唐逸涵 林霄 通讯员
方秀琴） 100 分钟剧集，7 天拍摄，30
天出片。在衢州市衢江区，短剧实现量
产。近日，衢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投入
运营，6.5 万平方米闲置用地全部“焕
新”，改造升级后，成为能同时为 30 个
剧组、超千人提供拍摄场景、演员供给、
设备租赁、吃住出行等服务的短剧生产
基地。

2023 年 7 月，衢江区引入浙江天
募控股有限公司，锚定“新风口”短剧产
业，由企业注资、政府建设，共同孵化短
剧工厂。2024 年初，短剧工厂（一期）
200 多个现代化拍摄场景基本搭建完
成，进入试营业阶段。半年时间，短剧
工厂已生产40余部短剧作品。

短剧工厂总制片人齐庆林介绍，目
前短剧工厂已形成集剧本创作、影视拍
摄、后期制作、投流发行于一体的产业
链闭环，不仅能自制短剧，还能为外部

投资方提供挑选剧本、拍摄、制作、发行
等全流程服务。

距金华横店影视城较近，也给短
剧工厂带来了区位红利。“场景上，短
剧工厂能与以古装、年代剧置景为主
的横店形成互补，不少剧情古代现代
交织的短剧会到衢江来补充拍摄。”齐
庆林说，更重要的是当短剧工厂出现
人员、设备等资源短缺时，能在极短的
时间从横店获得支持，大大提高了新
产业落地的容错率。

“年轻人是短剧内容创作、生产、消
费的主力军，为此衢江将以短剧工厂作
为建设青年型发展城市的发力点，不断
提升城市对新青年、新人才的吸引力。”
衢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衢江已通过组建服务小组、
强化政策扶持等方式，形成一套短剧帮
扶 机 制 ，助 推 短 剧 产 业 在 衢 江 落 地
生根。

发挥区位优势 锚定产业风口

衢江打造短剧工厂

本报讯 （记者 徐添城 通讯员
李宁洁 葛家桢） 日前，记者从绍兴海
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柯桥区外贸成绩
不俗。1 月至 6 月，该区实现出口 816
亿元，同比增长 16.1%。法国市场增
速尤为亮眼，前 6 个月实现对法出口
12.8 亿元，同比增长 259.7%，出口商
品类别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
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机电产品，塑料
制品等。

作为柯桥出口的经典支柱产业，今
年上半年，柯桥区纺织外贸依然稳定。

全 区 出 口 纺 织 纱 线、织 物 及 其 制 品
544.3 亿元，同比增长 4.5%。其中，对
法出口3.22亿元，同比增长31.4%。

除纺织产品外，1 月至 6 月，柯桥
区出口的家具及其零件、电工器材、汽
车零配件、体育用品及设备等产品较
去年同期增速明显。其中，体育用品
及设备增速达 652.53%。绍兴海关相
关人士分析，柯桥区上半年外贸增势
良好，一方面得益于该区产业链和产
业布局完善，另一方面也受“奥运经
济”带动。

柯桥上半年对法出口同比增两倍

村民在望松村文化礼堂学习抖音热舞。 拍友 叶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