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中话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于夫 联系电话：0571-85310324 邮箱：xuexiyouli@126.com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于夫 联系电话：0571-85310324 邮箱：xuexiyouli@126.com 观点 7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之江观察

中国新闻名专栏中国新闻名专栏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5 年元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广泛开展救助帮扶、走访慰问等活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是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这
样强调。新春佳节将近，中国人一年之中最重
要的节日要来了，确保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
年，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应为之事、应谋之策。

新时代以来，每到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都会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山一程、水一程
地来到人民群众中间，察民情、问冷暖、送祝

福。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到辽宁
省葫芦岛市受灾群众的新居中查看重建情况，
细细了解重建房屋质量、日常生活保障等
情况。

回溯过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
非常重视新春走基层，每逢春节更要亲自去各
地慰问困难群众，并且不是去一两个地方做做
样子，而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跑，一户群众一户
群众地走访，给敬老院的老人挥勺炒菜、下到
920 多米深的矿井慰问矿工、握着“老基层”的
手与他们话工作、聊生活⋯⋯温暖了很多群
众，留下了不少佳话。

带头走访，重在交心。最近，全省各级党
委、政府也都在落实相关要求，深入群众开展
各类慰问活动，切实传达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怀。新春佳节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关心困难群众和对社会作出特殊贡献的群体，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发
扬这一优良传统，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走访群众时要有人情味、说大实话，真心实
意地同受访对象交谈交心，以真心换真情，真
正让群众感受到温暖、感觉到牵挂。

既是慰问，也是调研。春节走访是开展调
查研究的好时机，零距离接触群众，可以形成
最直接的需求单、问题表，为各项工作提供决
策参考。要会看，多掀掀群众的锅盖、桌盖、铺
盖，从他们的生活细节中敏锐察觉问题，发现
工作中的不足；要会听，多收集群众的真实需
求，衣食住行、看病就医、子女教育、工资收入
等，还有哪些具体困难，把清单带回去好好研
究；要会问，多站在群众立场提问，多唠家常，
鼓励群众说真话、传真情，再把来年党和政府
的规划打算传达给群众，坚定“我们要一起努
力”的信心。

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春节期间人流、
物流、车流增多，安全风险陡增，党员干部应
该带着“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下基层，保
证群众过个安全年。在走访中及时发现各
类安全隐患，层层传导压力、实现责任闭环，
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筑牢安全防线的
同时，也要守牢廉洁底线。廉不廉，看过年；
洁不洁，看过节。面对人情往来中利益输送
的潜在风险，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警觉，坚守原则底线，让“年味”充满

“廉味”。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

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
都熠熠生辉。”年关将近，各级党员干部还得接
受考验，站好“每一班岗”，以自己的“辛苦指
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让忙碌了一年的
群众能过个祥和年，多喜乐、长安宁。

让群众欢欢喜喜过好年
张 萍

让群众欢欢喜喜过好年
张 萍

逯海涛

春节将近，在外打拼的游子已经收拾好行
囊，纷纷向着家的方向进发。在阿里巴巴西溪
园区的食堂档口，一张张“请假条”却意外成为
一道道风景线，引发众多网友围观，更有网友
留言：“从请假条中看到了大家过去一年满满
的幸福啊”“看着看着就哭了”⋯⋯喊话“快点
给师傅们批假”。

在该园区食堂档口，卖杂粮煎饼的田阿姨
请假条上写着，“初八我儿子订婚，多年媳妇快
熬成婆了⋯⋯我会努力当个好婆婆的，年后继
续工作攒钱，希望生活越过越好”；上海小吃摊
的黄师傅则打算领着老婆，回老丈人家品腊肉
腊肠，“老丈人丈母娘都眼巴巴地等着呢”；重
庆小面徐楠亲戚多，“慰问下老人，一起吃吃饭
家长里短地唠唠”⋯⋯每一张请假条都是一个
久别重逢的故事，字里行间是满满的烟火气和
望穿秋水的亲情。说是请假条，其实就是休业
告示，对食堂就餐者来说，这张告示不再是冷
冰冰的A4纸，我们得以窥见了围裙、口罩和饭
勺后面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生。

每一场奔赴，都是对久别重逢的期待。俗话
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对中国人来说，
不仅仅意味着节日和假期，更是亲情的团聚、美
好的记忆、温馨的时刻。所以，不管是收获满满

还是行囊单薄，不管路途是否遥远拥挤，不管是
回老家还是看子女，我们总会归心似箭地奔赴。

奔赴，为的是重温熟悉的味道。老爸亲手
做的腊肉腊肠、老妈亲手包的饺子、街头巷尾
从小吃到大的小吃⋯⋯这些老味道早已融入
记忆，成为在外打拼时最温暖香甜的回味。在
热腾腾的锅气中，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都化
为团圆与幸福的滋味，乡愁也在舌尖上化解。

奔赴，为的是拥抱久违的家人。透过电
波、隔着屏幕的问候始终难慰亲情，面对面沟
通的情感浓度，并不能被现代科技的便利所取
代。暖烘烘的拥抱、面对面的倾诉，才能真正
让我们在亲情的交融与陪伴中告别一年的疲
惫与辛苦，在一声声祝福中收获新的力量。

奔赴，为的是在传统习俗中传承延续美好。
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发红包、拜大年⋯⋯这
些传承千年的习俗，是新春佳节的灵魂。春节习
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一场场奔赴中，年
轻一代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
价值。虽然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春节习俗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依然熠
熠生辉，更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吾心吾乡，吾乡吾情。食堂师傅一张张请
假条，不仅是向就餐员工请假，更是对过去一
年的告别，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向着家的方向
出发，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出发。

一张张请假条的春节意蕴

春节临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据
多家媒体报道，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
春节假期，“年味游”正成为乙巳蛇年春
节旅游市场新时尚。从安徽歙县鱼灯、
河北蔚县打树花到四川阆中舞草龙，从
福建泉州簪花围、广东潮州英歌舞到陕
西延安陕北说书⋯⋯越来越多的游客选
择为了一个非遗项目而奔赴一座城，为
了一项民俗而去沉浸式过年。

美团旅行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1 日
起，“非遗”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 174%，
尤其是“非遗体验”和“非遗手工”的搜索
量分别增长 168%和 321%。这种趋势不
仅使一些小众目的地因浓厚的年味而

“出圈”，更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年味游”，顾名思义，就是以极具地
域特色的仪式、习俗、技艺等营造浓浓年
味，从而吸引游客的文旅项目或内容。
乙巳年的“年味游”，意义不同一般。
2024 年 12 月 4 日 ，我 国 申 报 的“ 春 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的春
节”愈发激荡起国人的文化自信，亲身体
验各地年味儿的向往，牵动外国游客体
验“中国年”的期待。随着我国全面放宽
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今年春节，不少外国
游客也把到中国过年作为新选择，进一
步 体 现 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在 全 球 的 影
响力。

“年味游”的火热，映照春节文化在
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同时也为大力提振
消费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年味游”和春
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双向奔赴”之下，各地文旅部门积极
瞄准需求，策划各类新春文旅活动，为游
客献上一场丰盛的年味大餐。比如，浙
江围绕“赏绝活、看大戏、品美味、观村晚、逛市集、住民
宿、游美景、觅大展、享潮玩、趣研学”十大场景，推出
1008 场文旅主题活动。既有地道美味、好货云集，也有
年味古镇游、年俗非遗游等新春文旅线路，再搭配文旅消
费券发放、景区门票减免等惠民措施，把过年的“仪式感”
拉得满满，掀起假日旅游消费新热潮。

“年味游”的火热，演绎出新时代新春佳节的别样精
彩，也为文旅融合创新提供了启示。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年味游”之所以能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关键在于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与创新表达。我们看到许
多“年味游”产品，并没有止于热闹，而是注重突出文化
味、体验感。一方面，凸显自身文化特色，通过挖掘独特
内涵，打造更多个性化、差异化文旅产品；另一方面，传承
经典的同时，抓住新潮，借助现代技术，打造深度体验场
景，提高参与性、趣味性。只有独具魅力、有滋有味、烟火
气十足的文旅产品，才能打动人心，“圈粉”更多游客，让

“流量”变“留量”，点亮文旅经济，照亮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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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压岁钱水涨船高，从10元、20元涨到数百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千元，让不少人感受
到了压力。而在广东，不少当地人发红包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只讲“意头”，不比金钱。“压岁”甚至不必
用钱，压岁书等小礼物同样可以起到祈福纳祥的作用。 王成喜 作

压岁书

·资 讯·

吴慧

近年来，金华成泰农商银行坚
守“姓农姓小姓土”的初心使命，聚
焦“港”“廊”“链”主战场，当好金融
主力军，持续擦亮“乡村振兴主办银
行、民营小微伙伴银行、普惠金融主
力银行”3 张特色名片，为推进当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 1 月 20 日，该行存贷款规模超
1000亿元。

聚焦践行使命，做优乡村振兴
主办银行。该行加大涉农贷款扶
持，助力地方特色农业发展，涉农贷
款 余 额 154.98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幅
11.2%。大力推广“设施贷”“花木
贷”“活体抵押贷”3 款拳头产品，其
中为市本级花木行业发放贷款33.73
亿元，“花木贷”荣获浙江农商银行
系统 2024 年“五篇大文章助力高质
量”创新大赛产品服务类二等奖。
推进财金助力扩中家庭项目，以财
政贴息政策为核心，针对扩中家庭
在重点领域支出情况，创新推出“扩
中共富”系列产品，助力实现共同富
裕，已建档 5.4 万户，建档覆盖率达
83.28%。

聚焦服务实体，做实民营小微
伙伴银行。积极推进小微企业融资
协调机制，新增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33.79 亿 元 、小 微 企 业 首 贷 户 391

户。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力
度，推出“科创贷”，共发放科技企业
贷款 443 户、金额 40.49 亿元。打造
科技城、双龙南街小微专营支行，提
升小微企业服务专业能力。打造全
省首家“共好商协会之家”，对 32 家
入驻商协会、3800 余个会员企业开
展金融服务。深化园区服务体系建
设，已向 70 个园区 1559 家入园企业
发放贷款 54.24 亿元。加大国有企
业服务力度，向 53 家国有企业发放
贷款 43.03 亿元，为 4 家城投公司和
1家地方企业分销债券9.7亿元。

聚焦金融为民，做强普惠金融
主力银行之一。加大个体工商户信
贷投放，推动放心消费单位监督体
系建设，与市监局全力推进“放心 e
贷”，累计投放 1.52 亿元。构建“成
泰好生活”品牌体系，以“浙里幸福”
为抓手深耕社区，以线上好生活平
台和线下 15 分钟生活圈为触点，定
期开展“金融+福利”活动，聚焦衣、
食、住、行等高频生活消费场景，促
进居民消费，激发市场活力。推动

“医银合作”，打造全市“医银驿站”
规范化建设模板，建成三星级医银
驿站，并实现营业网点医保代办服
务全覆盖。搭建“总园+老年大学分
园+社区老年驿站”三级联动模式，
已建成 1 家总园、4 家分园和 3 家社
区老年驿站。

多措并举
共绘经济发展新篇章
金华成泰农商银行存贷款规模超1000亿元

金华成泰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金华锦林佛手文化园了解金融需求。 吴慧 摄

2024 年，桐庐经济开发区以“增
长 100”攻坚行动为牵引，紧扣做大
做强“141X”产业体系脉搏，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招商答卷。

以首个百亿级制造业项目落地
为标志，一批好项目、大项目在这片
热土上快速扎根崛起，桐庐经济开发
区以其强大的招引能力和高效的项
目建设节奏，铺展开一幅步履铿锵、
活力澎湃的发展图景。

冬日里，桐庐经济开发区的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环球新材国际亚太
总部及表面性能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正拔节生长。这是桐庐首个百亿级
制造业项目，承载着填补新材料领域
空白的使命，也肩负着构建百亿级新
材料产业链的重任。

这样的大项目选择与桐庐双向
奔赴，绝非偶然，“产业链招商”是桐

庐经济开发区的关键一招。
“ 招 商 不 是 孤 立 地 招 引 某 个 项

目，而是要为产业发展‘建链、补链、
强链’，从而打造一条具有强吸附能
力的百亿级产业链，以商引商。”桐庐
经济开发区负责人解释道。当产业
链变得更强大时，各条“链”之间就能
实现动态的双向赋能，最终形成有机
融合的产业生态圈，真正构建起产业
生态化。

“链”与“圈”的相辅相成，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和市场机会，让
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强大的产
业集聚效应，并迅速获得来自上下游
产业的协作和支持。正是凭借这种成
熟的产业生态和强大的吸附能力，桐
庐经济开发区吸引了中科盈德、安高
特电固态电池等一批又一批好项目在
此落户、生根。

到 2024 年底，桐庐经济开发区
已成功签约 39 个亿元项目，其中包
括 1 个 50 亿元项目和 10 个 10 亿元
项目，产业聚集效应逐步显现，助推
开发区加快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三
年翻番”的目标，打造“万亩千亿”高
能级平台。

项目建设的飞速推进，不仅得益
于桐庐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链资源，还
得益于精准的服务保障，二者相辅相
成，形成了强大的招引合力。桐庐经
济开发区通过一套全生命周期服务
模式，从签约到落地、从施工到投产，
每个环节都做到精细化管理，力求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

这一服务的“速度”与“质量”如
何？且看环球新材国际项目。从项
目进场到“标准地”完成，仅用 33 天；
从拿地到开工，短短 22 天——折射

出桐庐经济开发区作为政企桥梁的
高效与务实。

“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成为开
发区服务的真实写照。在这里，细节
处见真章，前不久竣工的物流产业园
便是一个典范。园区在功能布局和
细节设计上精益求精，内部厂房相互
连通，确保生产和物流运作的顺畅。
厂房内的一层层高均达到 10 米，大
大提升了园区的综合承载能力，无不
彰显桐庐经济开发区对企业需求的
精准把握与细致服务。

凭借强大的招引能力和高效的
服务水平，桐庐经济开发区为区域
高 质 量 发 展 写 下 了 生 动 注 脚 。 未
来，开发区将继续以项目为王、服务
为本，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
生态圈，在杭州市经济版图中实现
更大作为。

项目为王 服务为本

桐庐经济开发区交出亮眼答卷
许蔓菲 张 铭

年关将至，台州市仙居湫山的村
里，年味更重了。榨油茶、捣麻糍、晒
番薯干⋯⋯村民备年货，也引来了人
流。“村子变美，产业更强，盼头也更足
了。”看着村子一天天热闹起来，方宅
村党总支书记方建平跟两委班子商量
着新年计划，他们相信村美、产强、民
富的乡村“来年会更好”。

他们的信心并非毫无根据。近年
来，湫山以“党建引领+全员参与”汇聚
共建合力、“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提升
整治质效、“日常督查+选树榜样”形成
长效机制，迭代升级“3+”工作法推动
全域环境提升，持续擦亮“大美湫山”
金名片，让乡村景致更美、更具特色。

乡村美景看得见，也逐步发展出
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过去的一年，
湫山最亮眼的农产品当属山茶油。“山
茶油营养价值高，之前缺品牌，农户散

装销售的油没认证，也卖不上好价
钱。”方建平介绍，有了独属于方宅村
的油茶品牌商标，引进了油茶产业项
目，如今的油茶供不应求。目前，湫山
全乡油茶种植面积达2.2万亩，茶油产
量 150 吨，年产值达 2300 多万元，带
动群众增收 500 余万元，成为全乡富
民产业和支柱产业。

以特色培育产业发展，湫山的土
特产中，出圈的不只是山茶油，中草
药、古杨梅、渔业养殖等产品也逐步壮
大规模，让全乡 14 个村，村村皆有明
确的产业发展定位。

“新的一年，我们计划整合全乡特
色资源优势，梳理 25 种湫山‘土特
产’，形成葡萄、红美人、石斑鱼等多个
种植养殖精品农业产业。”湫山乡相关
负责人介绍，依托“神仙大农”区域公
用品牌，系统性兴办工坊“延链条”，让

湫山的农产品产得出，也售得好。
如今，找准发展赛道的湫山，正

不断缩小“三大差距”，让乡村产业更
兴旺、村民钱袋子更富裕，也让村民
真 正 在 家 门 口 过 上 现 代 化 的 美 好
生活。

“解忧超市”“板凳夜谈”“入户走
访”⋯⋯正值春节返乡之际，湫山乡也
开始行动，多方收集民情民意。“家门
口的亮化，还得再提升”“新年的新项
目怎么做”“我们村民如何参与乡村发
展”⋯⋯随着民情民意的收集汇总，湫
山的发展目标更明确了——

基础设施建设再提升。湫山计划
进一步提升全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建
设五好公路为抓手，推进“一村一特
色、一村一景色”和美乡村建设，打造
三都漂流胜地、方宅油茶之乡、四都
古堰画乡、湫山水韵古村等主题 IP，

建设集生态休闲、红色研学、户外体
验、森林康养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域旅
游示范带，把湫山建设成“无时不美
景、无处不风光、人人皆幸福”的“和
美”乡村。

产业优势再强化。聚焦特色产
业，拓展发展思路，谋划产业项目，打
造湫山特色的差异化产业招商路径，
力争在乡村旅游、中草药种植、油茶产
业等重点领域招引新项目。同时，扶
持全乡古杨梅产业全面发展，实现三
产融合，做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申领后半篇文章。

强村富民再行动。列出可用资
源，对外招引新农人、农创客入村经
营，盘活乡村资源。同时，把抓大村集
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对照资产盘活、
产业带动、赛事激活等“兴村五法”，因
村制宜确保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

仙居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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