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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
有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9到14℃，明天阴有
小雨，偏北风3级，气温9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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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怡 记者 金

轶润）冬日阳光下，细如银丝、洁如白

雪，根根分明的索面垂悬在木架，勾勒

出交错光影……11月29日，新合乡引

坑村的一家手工作坊里，村民张爱罗

趁着晴好天气，正忙着制作、晾晒索

面。

张爱罗制作索面已有 30 余年，靠

着这份祖辈传承的手艺，每年能给家

里带来不少收入。“一年中除了梅雨季

节，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做索面，天热的

时候，每天做七八十斤，天冷时每天一

百来斤，一年能赚个五六万元。”谈到

索面带来的收益，张爱罗的脸上满是

笑意。

新合乡非遗资源丰富，其中以索

面制作技艺最为闻名。得益于索面劲

道、咸香入味、存储时间较长等特点，

索面除了作为家庭美食，也适合当作

馈赠礼品。

近年来，新合乡积极探索发展索

面产业和破解索面文化传承难题，在

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注重红色文

化、非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利用，将引坑村老旧礼堂打造成索面

非遗工坊，引入杭州新裕盒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与乡村职业经理人，以科学

手段破解索面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

的技术难题，创新开发蔬菜面、小盘面

等不同口味、形态的索面产品，研发盒

马联名款“三分钟速食拌面”新品，加

快品牌体系建设，为索面进城奠定基

础。

四届索面文化节初步实现了“新

合索面”品牌“喊出去”“响起来”的目

标；去年开始的“共富集市”有益探索，

则坚定了“新合索面”带着系列农产品

出村进城的新路径。

在此背景下，11月23-24日，在杭

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的“新

合风味浓 共富集市红”活动，让新合

索面再度火爆出圈。活动现场，新合

乡与市公交集团、盒马、杭州联华华商

集团等的战略合作，扩大了索面“朋友

圈”，意向订单共计超600万元。四大

展区 20 多个摊位，累计接待人次超 3

万，现场销售超20万元。

“此次新合索面与杭城‘见面’，

实行了‘以组织创新做强共富产业

链、以党建联建做大共富朋友圈、以

文化融合叫响共富知名度’的三步走

整体战略。”新合乡党委书记陈少霞

表示，建设新合索面非遗工坊集聚

区，以生产龙头企业带动、乡村公司

组织、群众参与的组织体系，有效提

质升级新合索面生产力；与杭城相关

单位和企业携手合作，实现优势资源

帮扶共富，拓宽了新合索面销售路

径，进一步扩大了新合索面品牌的影

响力和传播力。

新合索面出村进城拓宽共富路

民生实事民生实事 幸福幸福 行行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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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轶润）12月2日下

午，县委书记冯晶率队走访市商旅集

团（市运河集团），深化开展“走进国

企、请进桐庐”活动。市商旅集团（市

运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永刚，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益坚以及集团

相关部室负责人等出席。县领导周萍

英、陈杰、申屠群雄参加。

市商旅集团（市运河集团）涵盖

“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美食健康、公共

服务、会展教育、金融科技”等六大板

块，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众多

产业，旗下拥有解百、黄龙饭店、五丰

冷食、知味观、联华华商等知名品牌，

稳居中国旅游集团20强、中国服务业

500强，入选杭州市四星级总部企业及

百亿级总部企业榜单。

市商旅集团（市运河集团）积极响

应“文旅西进”、开发“三江两岸”水上

黄金旅游线等战略，强力支持桐庐全

域旅游、共同富裕建设，助力合村乡成

功创建省5A级景区镇，年均游客量达

100万人次；签订全域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合作协议，深化梅蓉“黄金左岸”建

设，为我县打造长三角最佳短途旅居

目的地蓄势赋能。

座谈会上，丁永刚介绍集团概

况、经营业务与未来发展等情况后表

示，桐庐资源有特色、美丽有基底、产

业有质量、发展有潜力，集团将继续

深化合作对接，做好全方位谋划，遵

循文旅市场规律，以受众需求为导

向，借助“三江两岸”水上黄金旅游线

开发契机，进一步理清思路，全力推

动梅蓉“黄金左岸”共富标杆项目建

设，全面参与桐庐农文旅体商产业发

展，助力桐庐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重

要增长极。

桐庐方介绍了全域旅游发展、梅

蓉“黄金左岸”打造以及前期合作项目

运行等情况。冯晶对市商旅集团（市

运河集团）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对西部区县发展的

大贡献大情怀表示由衷钦佩，并感谢

集团对桐庐全域旅游、共同富裕等工

作的支持。他表示，当前，桐庐正围绕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

核心任务，聚焦发展与美丽两大主题，

奋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

极、全域高品质美丽标杆示范地。希

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工作调度机制，加

快梅蓉“黄金左岸”标杆项目建设，努

力打造共美共富样板；进一步发挥杭

商旅专业运营优势和桐庐山水人文优

势，全面拓展文旅项目开发、品质商业

打造、体育赛事引流、节庆演艺活动等

领域的合作，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

济增量”，携手谱写名企、名县合作共

赢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金黄璐敏）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黄海峰来桐调研文化文

创产业发展情况。

旧县街道合岭村以《富春

大岭图》为核心气质，以综艺

《向往的生活》拍摄地为亮点，

系统盘活山水林田湖资源，招

引特色文旅项目，丰满“吃住

行游购娱”业态。黄海峰沿湖

行进，走访景德镇陶瓷体验

馆，询问游客群体类型、文创

引流特色等，勉励地方创新发

展思路，用好独特的自然风

光、文旅风情等，探索文化演

艺、文创设计、手工制作等多

元业态，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

文化需求。

杭州马术中心深化“马

术+文旅、赛事、教培、产业、城

市”文章，推动马产业集聚成

势，现马僮村已改造提升为开

元森泊·骑士酒店，引入汗血

马文旅项目“阿哈尔·捷金牧

场”，并正式对外亮相。黄海

峰实地踏看马术场馆、杭州亚

运会桐庐马术项目陈列展、阿

哈尔·捷金牧场、马房等地，希

望桐庐继续研究挖掘马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在游览、演艺、观赏、体验中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桐庐精神内

核，探索开发马周边文创产

品，产生持续引流效应。

黄海峰还赴杭州市一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走访看望

了桐庐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鼓励他们立足本职工作，积

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大胆施展才华抱负，为桐庐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金黄璐

敏）日前，省发改委公布千

年古城复兴试点2023年度

监测结果，分水镇获评优

秀单位。

2021 年 12 月，分水镇

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千年

古城复兴试点，确定核心

区范围为东至东门路、西

至瑞丰北路、南至院士路、

北至新淳路，坐拥“一街、

两院、五文保、七泉、八景、

十八巷”等资源，古城底蕴

深厚。武盛古街是千年古

城复兴试点的核心，东起

分水江边的河埠头，西跨

月溪的西泉井，是旧时分

水县城的主要街道，浓缩

着分水千年文化历史。

文化内核是千年古城

复兴的重中之重。一方

面，建城 1400 余年的分水

镇涌现出了施肩吾、徐凝、

王缙等 42 名进士，因此得

名“状元故里、进士之乡”，

如今，王三一、胡培松、冯

国平等更是成就了分水

“一城三院士”的美名；另

一方面，分水镇拥有制笔

及配套企业886家，全域制

笔产业集群总产值超80亿

元，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也因此被

誉为“中国制笔之乡”。

武盛古街文化定位为

“妙笔分水·状元故里”，深

度植入状元文化，以“商业

即景点”为宗旨，打造农特

产品、展示体验、创意文

化、特色美食、工艺展销等

五大区块，招引“小而精”

“精而美”的网红业态，打

造国潮状元文化街区。在

此基础上，武盛古街强化

与周边旅游资源、文化场

所的互动联结，全力打造

“15 分钟文化圈”，实现文

旅商深度融合。

在 街 区 空 间 规 划 方

面，分水镇加快推进武盛

古街及周边空间布局优

化，完善步行街配套交通

功能，目前古街及周边核

心区征迁已完成清零，文

化路、玉华东路等断头路

全部打通，同步改造提升

步行系统、标识标牌、轿车

及自行车停放区域、拓展

区场地等。

围绕古街现状，分水镇

以环境风貌提升为抓手，先

后修缮高家厅、王家坊、宁

绍会馆、臧氏民居等古民居

以及武盛古街、梧桐祠牌

坊、城隍庙牌楼、五云书院

等古牌坊，同时鼓励店铺内

部设计装潢体现个性与特

色，形成一店一风景，加快

游客接待中心及星级公厕

改造，推进建筑风貌、基础

设施整体提升。

业态是古街丰满的灵

魂。分水镇依托妙笔小镇

和蜜蜂小镇等特色产业，

结合街巷肌理和建筑形

态，推进状元文化主题商

业综合体、印象分水研学

文化旅游综合体建设，拟

招引肯德基、星巴克、猫咖

等现代都市特色店铺，毕

浦小笼、布鞋、竹编等本地

特色店铺。其中，药膳咖

啡、马厩咖啡等融合了古

今元素的特色业态颇受游

客关注，已开业的马厩咖

啡成为古街新的打卡点。

下一步，分水镇将进

一步深化“妙笔分水·状元

故里”IP印记与文创开发，

持续丰满古街业态，加快

古城东门迎恩、南门来薰、

西门纳祥、古城五坊、院士

馆、武盛阁、三世名医太医

馆等特色文化点位及街巷

建设，打造古城精品旅游

线路，探索“击状元鼓”“敲

状元锣”“做状元笔”“穿状

元袍”“拍状元照”“品状元

餐”“饮状元茶”“住状元

府”“祈状元福”等活动，让

风景带来人、业态吸引人、

文化留住人。

分水镇获评千年古城复兴
试点2023年度优秀单位

本报讯（记者 汪晓池/文 单佳

铭/摄）横村镇香山村最近出了一件

“新闻”——低边户周来法住进了“新”

家。

日前，在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香山村，走进周来法老

人家时，碰巧还遇到了一位前来参观

“新”家的村民。

“新”家其实也是旧居，只是装修

改造之后，室内模样变了：原本布满灰

尘的墙壁和天花板安装了洁白整齐的

瓷砖和吊顶；坑洼的水泥地面铺上了

新的地板；厨房窗台边的水缸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定制橱柜，整洁又美观

……

周来法家是远近闻名的“困难

户”。他和儿子都患有残疾，全家的生

计主要靠他妻子外出做些零工，过去

一家人居住在山上的一间黄泥小屋

里。2011年，在政策的帮扶下，周来法

一家从山上移居到山下，住进了新建

的2层楼房，但因为没钱装修，一家人

在简陋的毛坯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

今年9月，周来法家被纳入桐庐县

“善居工程”改造范围，实施吊顶安装、

铺贴瓷砖、墙面粉刷等项目改造。

看着焕然一新的家，71 岁的周来

法眼眶湿润：“多谢政府免费帮我们装

修，住在这样漂亮又亮堂的家里，我们

一家人都很开心。”

周来法一家居住环境的改善，是

我县“善居工程”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县民政局以满足困难家庭基本生

活需求为导向，根据每户家庭的实际

需求，制定“一户一策”改造方案。在

前期入户排摸、评估的基础上，统筹适

老化改造、残疾辅助设施安装等，按照

每户2万元的均价，着重对卧室、厨房、

卫生间等居住空间和使用功能进行基

础改造，提升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和

生活品质。

“工作人员很贴心、很周到，有些

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也都想到

了，真的很感谢他们。”家住钟山乡钟

山村的吴水泉老人对改造后的“新家”

赞不绝口。

因为妻子患有重病，平时家里的

一日三餐都是吴水泉负责的。记者来

到他家时，老人正在准备晚饭。“以前

这里就一块简易板，做饭很不方便，加

上没有油烟机，一做饭整个屋内都是

油烟。现在好了，做饭既方便又卫

生。”

谈及家里的环境改造，老人说，最

让他满意的是卧室的改造：“我老伴身

体不好，平时多半时间是躺着的，改造

完成后，房间又温馨又舒适，她的心情

也敞亮了很多。”

自“善居工程”开展以来，我县已

有一大批困难群众住进了温馨舒适的

“新”家。作为县级民生实事工程，“善

居工程”聚焦困难家庭生活安全，解决

线路老化、水管老化、排水不畅等问

题。以家庭成员基本需求为重点，综

合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对象的生活习

惯、身体状况、心理特点等因素，全力

为困难群众提供安全、宜居、宜养的居

住条件。

“今年全县有100户困难家庭被列

入改造计划，截至10月底，所有改造项

目均已完工。”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

作人员闫慧环介绍道。

“善居工程”为困难群众打造温暖“新”家

本报讯（记者 王珊婷 见习记者

代瑞钰）昨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

2024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浙江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桐庐，《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求是》杂志、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和省

市媒体聚焦桐庐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新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

变迁的生动实践，开展深入调研采访。

踏入梅蓉村，百米长的水杉大道

如诗如画，引领采访团步入“黄金左

岸”的初冬梦境；在梅蓉精神纪念馆，

采访团深刻感悟“敢叫荒滩变绿洲”的

梅蓉精神；在茶香袅袅中的梅蓉忆茶

馆，温馨与惬意的氛围让采访团亲身

感受梅蓉村风土人情的魅力。

“我多次探访桐庐，每一次都能感

受到这里独特的魅力与日新月异的变

化。”《农民日报》记者方堃表示，如今的

桐庐乡村不断迭代升级，面貌一新。“梅

蓉村艺术氛围浓厚，多样化的业态在这

里蓬勃兴起，‘村企共建+国企入驻’模

式尤为吸引我，这样的创新模式，为村

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表示，希望

这一创新模式能够被更多农村借鉴，复

制到更多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艺术装置为村里带来了什么？”

“目前村内引进的新业态对共富起到

了哪些作用？”……面对采访团的提

问，当地村民和业态主理人细细分享

着从乡村土地到创业热土的变化和发

展，共同探究新兴业态与乡村文化的

融合之道。“梅蓉村通过激活集体经

济，利用广阔的农田资源打造网红景

点，并同步发展特色民宿产业，为村民

创造了丰富的家门口就业机会。”浙江

之声记者祝荣韬表示。

威风锣鼓威武雄壮，高空狮子灵

动喜庆……在深澳村，采访团走在青

石板与鹅卵石铺就的村道上，用眼睛

观察，用耳朵聆听，用镜头和笔记录，

深入了解古村的业态、古建筑。深澳

茶馆喝茶听戏，江南时节馆感受桐庐

味道，采访团记录着江南古村落之美，

了解古村落日渐丰满的业态与完整的

古村风貌等经验做法。

《中国日报》记者闫星周是第一次

来桐庐，直言江南的农村带给他与北

方农村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边农村

地区的人文气息非常浓，农文旅融合

得也非常好，用农业、文化去绑定旅

游，能为乡村振兴带来非常大的发展

前景。”他说，在调研中他收集了很多

素材，相信桐庐的乡村文旅融合之花

会更艳、花期会更长。

当前，我县正奋力打造“全市高质

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全域高品质美丽

标杆示范地”，聚焦发展和美丽两大主

题，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力，桐庐的美

丽乡村特色优势鲜明，文化内涵丰富，

业态融合紧密，共富效果显著，给采访

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集中采访，感受到了桐庐农

村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乡村里的新

场景、新业态都将会成为他们的新闻

素材，他们将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视

频等多媒体方式，展现高质量发展在

桐庐的生动实践。

2024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桐庐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