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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轶润）7月2日，2024

年度桐庐县危矿领域综合应急处置演练

系列活动在横村镇举行。此次活动以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

通道”为主题，旨在提升企业员工应对处

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

养，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营

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有权

拒绝‘什么’和强令冒险作业？”……活动

现场，一场全员参与的安全生产竞答迅

速调动起参与人员的热情。同时，还播

放了安全生产系列警示教育片，展播有

限空间、动火作业、危化品卸车操作示

范。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观看安全生产

场景剧——《三高企到独角兽》，大家在

欢快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提升

安全生产意识。

此外，通过播放“乙酸乙酯泄漏引发

起火事件应急处置演练”的视频，让危化

企业员工清楚地了解如何高质量地做好

“防早、灭小”以及应急处突，如何最大限

度地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通过对以往安全生产事故的分析，

我们认为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第一时

间，从业人员的应对处置能力、应急逃生

意识等，对整个事故产生的影响起到关

键作用。”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

程师王灵杰表示，开展危化品泄漏应急

救援演练活动就是为了让从业人员熟悉

应急处置流程，并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

件，督促我县高危企业正确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按照国家省市

的统一部署，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加强重点领域、高危行业安

全生产风险防范，抓好高危作业安全管

控，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清零，进一步提升

我县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

本报讯（记者 周小铃）“多亏了你

及时安排挖掘机来清理淤泥，这样我才

能尽快补种……”7月2日上午，在富春

江镇象山桥村地田畈粮食功能区内，种

粮大户张明胜对着象山桥村党支部委

员、村委会副主任陆隆乾连声道谢。

6月初，张明胜完成了100余亩水

稻的种植工作，下旬以来，正是水稻

生长的关键时期。然而，受强降雨天

气影响，导致农田被淹，农作物受

损。“水退了以后，田里都是泥沙、垃

圾。现在我就想着尽快补种，争取把

损失降低。”张明胜告诉记者。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陆隆乾立即

安排了挖掘机前来帮忙。“种粮大户受

损严重，非常着急。我刚好有两台挖掘

机，因为补种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

在上周六就安排了挖掘机过来帮忙，争

取第一时间抢救农田，不影响种粮大户

的第二次耕种，预计还需要大概三四天

就能把农田清理平整好。”陆隆乾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稻田被泥

沙掩埋，甚至连田埂都难以看见。“我

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县农业农村局，帮

助种粮大户申请了救灾种子，村干部

也自发地动用挖掘机帮忙清理稻田

里的淤泥、垃圾，平整田地，重建田

埂，争取不影响水稻补种工作。”富春

江镇农办副主任周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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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没完没了”的梅雨，终于迎

来久违的阳光。没有雨水的日子，天

空也变得格外清透，蓝天白云，阳光微

风，好似闯进了宫崎骏的漫画。

好消息是，今日桐庐官宣出梅。

随着雨水天气的落幕，晴热天气接过

大旗，天空舞台已换了新面貌，未来一

周，大伙将面临一轮持续晴热少雨的

天气，暑热全天候在线。

这两天，天空开始上演大片，朝霞

和晚霞轮番在富春江边“上岗”，将天

空染成粉橙色，如梦似幻，微信朋友圈

都“沸腾”了。

为什么会在雨后放晴出现如此好

的光景呢？省气象局宣传科普首席专

家楼茂园解释，近期，天气的转变主要

是源于副高加强，而副高加强往往容

易形成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引发下沉

增温，会蒸发掉近地面的雾气以及一

些低云，同时增强大气扩散能力，这样

就提高了能见度。“大气的能见度较高

或者透明度比较好，会比较容易看到

好看的晚霞或者朝霞。”

副热带高压经常带来晴热高温的

天气，这次副高的加强不再是“小打小

闹”，而是将强势地控制浙江，桐庐将

转为连续的晴热高温天气。这轮连晴

过程至少持续到7月9日，预计每天最

高气温在 37 到 38℃，局部可达 39℃，

早晚最低气温26到28℃。

需要注意的是，接下来，午后仍然

可能有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外出

带把伞，晴时遮阳，雨时挡雨。暑气浓

浓，热度爆表，仿若“大火收汁”，大家

尽量避免在中午到户外活动，注意防

暑降温，及时补水。

（记者 徐文静/文 黄强/摄）

今日出梅“晴热高温”模式一键触发
本报讯（记者 周

小铃）进入梅汛期以

来，多日的强降雨天气

导致我县多处国省道

干线公路的沥青路面

出现了坑槽、龟裂、网

裂 等 不 同 程 度 的 损

坏。连日来，县公路服

务中心飞腾公司对多

条道路进行及时修复，

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7 月 2 日上午，县

公路服务中心飞腾公

司施工人员正在 320

国道上进行道路修复

工作。现场，施工人员

使用铣刨机、滑移机将

沥青路面的破损部分

清理干净，再将沥青混

合料倒入坑洼处，由养

护人员铺平，最后使用

小压路机将沥青压实。

“修补坑洞是我们

工程队的专业，每个坑

洞填补需要的材料、压

紧压实的高度都有明

确的标准。”县公路服

务中心飞腾公司工程

队队长林金红介绍道。

沥青路面出现的

小破损，不仅影响行

车，而且存在安全隐

患。7 月 1 日至今，县

公路服务中心飞腾公

司共计修补国省道路

面坑洞等3200余平方

米。“就320国道来看，

几乎每 100 米就有三

四个以上的坑洞。趁

着天气晴好，我们根据

道路受损程度，抓紧进

行修复，预计一周左右

能够完成国省道路面

的修补工作。”林金红

表示。

修复破损路面
确保道路畅通

事件回顾：一位女

士来电表示：旧县街道

合岭村洪家村附近的

道路上，有3米左右的

路段存在道路下陷情

况，影响通行安全，希

望相关部门处理。

旧县街道办事处：
接到反映件后，旧县街

道组织专业的道路检

测和维护人员前往下

陷路段进行实地勘察，

准确评估下陷的程度、

范围以及对交通安全

的具体影响。根据勘

察结果，制定详细的修

复方案。因下陷情况

较轻，工作人员对道路

进行了填充和加固，以

保 障 道 路 的 通 行 安

全。市民对处理结果

表示满意。

道路下陷问题

事件回顾：一位先

生来电表示：自己是

合村乡岭源村诸家自

然村村民，因前几天

山体滑坡原因导致自

家房屋后方受损，存

在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帮助处理滑坡

问题。

合村乡人民政府：
该村工作人员已第一

时间上门查看，将落

石清理干净，并帮忙

修复房屋。市民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山体滑坡问题

（通讯员 孙丽芳 记者 徐文静）

我县开展危矿领域综合应急处置演练

（上接1版）

当前，这类兼具健康与休闲特点的

中医药产品正呈现出高增长态势，迅速

撬动市场，将中医药产品融入了年轻人

的日常生活。

除了产品，在年轻一代个性化消费

观的引领下，越来越多打着“跨界”牌的

特色化服务正逐步打开市场。例如大奇

山脚下的当归民宿，以“中医药+民宿”模

式运营，备受年轻人青睐。当归民宿的

主人精研美食与中医，春季养肝的薄荷

鱼汤、夏季养心的香蒸蛋、秋季养肺的百

合胡萝卜西芹、冬季养肾的当归神仙鸡

……四季不断的养生药膳让民宿人气日

渐上涨。

98 年出生的新农人陆炜浩，也正将

他的中药材基地推向一条“药旅”融合之

路。此前，依托中药材基地的建设基础，

他投资5000余万元打造集旅游、休闲、养

生为一体的云上云中医药生态旅游基

地，致力于建成年轻人喜爱的中医药生

态园。

当然，中医药文化能绵延至今，创新

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究其根

本，还是离不开内里古老而深厚的文化

内核。如何将中医药的非遗魅力进行充

分展示，拉近与现代年轻人的距离，展馆

就成了很好的载体和窗口。

一座文化博物馆，一部桐君中药

史。在桐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展厅内，

展示了制药各过程的各种器具、旧时医

书，以及各种可入药动植物的标本，前厅

还被改作古法中药炮制传承基地，可带

领游客一起体验古法制作的技巧与奥

妙。

无独有偶，桐君谷非遗文化馆也设

立了非遗文化藏品展示区、中药古法炮

制互动区、养生产品展示区等，共同构成

综合性体验项目基地，给游客带来了兼

具文化、趣味的别样体验。

当前，年轻人中刮起中医养生新风，

而如何乘势而上激发产业新动能？是桐

庐需要答好的“思考题”。

立足文化优势，深耕品牌建设，是桐

庐中医药产业发展亟须疏通的“经络”。

知名品牌具有更高美誉度，在产品严重

趋同的今天，消费者对于知名品牌的信

任感和“滤镜”仍然存在。

黄帝时期，桐君老人在富春江畔结

庐炼药，留下悬壶济世之美谈，至今，桐

庐关于中医药的故事生生不息，历久弥

新。

品牌需要塑造和经营。厚植文化底

蕴，讲好“药祖圣地”故事，以不同形式的

仪式感强化文化认知，深化品牌与文创

产业融合，带动桐庐中医药品牌形成内

在支撑力和知名度，是桐庐中医药产业

发展的必经之路。

品牌“走出去”的底气源自文化自信

的树立，而打破同质化“魔咒”的秘钥是

“沉下来”钻研创新的决心。目前，桐庐

中医药产品功能、功效重叠情况普遍，同

质化现象显著，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不足

以取得竞争优势。

如何走一条独具桐庐特色的中医药

产业创新之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充

分发挥中医药原始创新优势，精研工艺，

建立起技术壁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桐君传统中药文化的代表性传承

人申屠银洪表示。

目前，桐君谷已在传统中药发酵工

艺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内第一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发酵系统。依托技术

创新，桐君谷计划在基地种植、标准化建

设、中医药新业态等方面树立行业标杆，

持续为桐庐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动能。

打造贴近生活的中医药产品，让养

生成为一种习惯，趁热打铁抓住年轻

“胃”，也是打开中医药消费市场的关

键。中医药美容、美食养生、中医研学

……各类中医药衍生产品的“出圈”，表

明年轻人的中医养生正向着生活化、日

常化发展。将传统中医养生与现代营养

学相结合，打造面向年轻人生活需要的

新国风药食同源养生茶饮、食品，亦是一

个顺应趋势的发展方向。

年轻人与中医药相遇，碰撞出了新

的火花。当下，中医药振兴发展大有可

为。而持续探寻时代价值、传承文化精

华、坚持守正创新，正是桐庐中医药产业

薪火相传的一帖“秘方”。

（记者 王珊婷 郑靖雯）

桐庐观察

乘势而上走出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