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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双百””攻坚在行动攻坚在行动本报讯（记者 蔡雯）近日，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

合开展的“2024浙江好稻米”推荐活动

公布了获奖名单，我县农发粮油专业

合作社的“百江稻香樱语”牌“红亩墩”

大米获评金奖。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百江镇联盟

村的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加工厂内

工人们各司其职，忙着加工大米。从

稻谷的清理、脱壳到精磨、包装，每一

道工序都井然有序。

“百江环境优美，没有任何重工业

企业，所以土壤性质非常好。”合作社

社长助理方筱轩向记者介绍了“红亩

墩”大米的独特优势，百江境内山高坞

深，溪涧纵横，物产丰饶，为大米的种

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红亩墩”大米能在评选活动中脱

颖而出，不仅得益于好山好水，还有赖

于生态种植和科学管理。“为了进一步

提升大米的品质，我们采用了稻菇轮

作、稻鸭共生等种植方式，并用一类山

泉水灌溉。”方筱轩表示，这样做可以

改善土壤环境、有效控制病虫害，大米

的口感也更软糯。

据了解，合作社目前种植面积已

达1800多亩，其中“红亩墩”大米的种

植面积达400多亩，年产量在1万斤左

右。“因为产量不是特别高，所以这款

大米在市面上是限量销售的。”方筱轩

告诉记者，“红亩墩”大米凭借优良的

品质和独特的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袋大米的包装

上印有一个二维码，消费者只需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就能了解大米的种植、加

工、运输等全过程信息，真正实现“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透明、安全的购买体验。

“我们建立了数据农业的综合平

台，客户通过微信扫码就能追溯产品的

源头信息，同时我们还投资建设了深加

工生产线和大型保鲜库，保证了大米的

加工和储存。”方筱轩笑着说。

农业产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

有坚持很难有成效，方筱轩对此充满

信心，她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进一步优化产品的种植模

式，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时开发更多种

类的农产品，打造更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我县积极推进优质稻米

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推广，通过试验筛

选优质稻米品种，研究集成优质稻米

配套生产技术，组织开展稻米生产技

术培训、评比宣传推介等工作，引导家

庭农场、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等主体

开展粮食加工、品牌销售工作，拉长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卖稻谷”向

“卖品牌大米”转变。

“百江稻香樱语”牌大米荣获省级金奖

本报讯（记者 王珊婷）

机械声轰鸣，工人埋头忙碌，

近日，在瑶琳镇姚村村庄门

前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紧张而有序地忙碌在各自的

岗位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砌

墙和钢筋绑扎作业。

“经过两个多月的建

设，目前，一期项目 6 户房

屋的一层主体基本完工，4

户房屋一层在建，2户房屋

正在进行地基建设。”姚村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沈华明介绍，为全方位保

障施工进度，村“两委”班

子实施专人专岗负责制，

每日到施工现场盯进度保

安全，在确保工程质量的

前提下，全力以赴冲刺，争

取项目顺利完工。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计

划推进，确保每一个环节都

达到设计要求，力争在预定

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工程。”

瑶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姚村村优地优居项目

围绕“更优用地、更优居

住、更优产业、更优生活”

蓝图，前期，邀请中国美院

等单位对大洲畈自然资源

进行全面梳理，做到“田、

水、山”三要素融合，建筑

风貌与环境相适配。项目

不仅注重房屋建设，更注

重 整 体 环 境 的 协 调 与 提

升，力求打造一个宜居宜

业的美丽乡村。

加快实现优居目标、做

优风貌示范、优化村庄功能

配套……随着工程的不断

推进，姚村村和美乡村的面

貌愈发清晰。下一步，村里

将加快导入优质产业项目，

发挥资源利用最大效益，推

动乡村和美有序、村民共同

富裕。

接下去，瑶琳镇将以姚

村村优地优居项目为示范，

以“双百攻坚”为抓手，结合

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

推动更多村庄实现生态宜

居、产业兴旺的目标。打造

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美丽

乡村，助力全域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让更多村民共享

发展成果。

姚村村：
新居初具规模 乡村未来可期

本报讯（见习记者 代瑞钰 记者

王珊婷）“您的行李比较多，需要我帮

忙拎吗？”“请大家注意脚下安全。”日

前，在桐庐东站内，志愿者们用一句句

温馨的话语和贴心的行动，为旅客送

上暖心服务。

在进站口，大学生徐静怡作为寒

假返乡参与社会实践的一员，正耐心

解答旅客疑问，细心引导旅客。谈及

参与志愿服务的感受，她难掩内心的

激动：“能够为旅客提供一些帮助，我

感到成就感满满。”

志愿者们不仅为旅客提供基础引

导服务，还创新形式，开展义诊、反诈

宣传等多样化活动。县中医院志愿者

提供耳穴贴和免费诊疗服务；县公安

局志愿者开展反诈宣传；县人社局志

愿者分发招聘信息册；县青少宫志愿

者赠送春联和“福”字。

“前期，通过网络平台广泛征集，

成功招募了20余名志愿者，并与卫健、

公安、人社等部门紧密合作，共同组建

了一支专业的春运志愿者服务团队。”

团县委副书记吴建旭表示，1月20日至

1月26日春运期间，这支队伍将在桐庐

东站提供温馨的志愿服务，温暖旅客

的回家路。

当“志愿红”遇上“春运红”

春运志愿者为旅客提供暖心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沈龙 雷晓明 记

者 程佳园）日前，新合乡新合村最后

一户危房修缮完成外墙粉刷。至此，

革命老区新合乡17户危房全部解危，

在全县率先实现全域危房清零目标，

红色山乡展现新风貌。

“在册的危房以闲置的辅房和老

建筑为主，平时农户用到的不多，因为

整治大部分是需要自己维修或者拆

除，推进难度不小。”县住建局城乡处

张杰介绍说，目前新合乡是全县推进

最彻底的。

新合乡位于我县东南山区，之前，该

乡下辖的5个行政村几乎村村有危房。

对于推进危房整治行动，新合乡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成立危房整治工作领

导专班，书记、乡长亲自“挂帅”，分管领

导牵头抓总，在村建办成立办公室协同

配合，各行政村共同参与，确保危房整治

工作在实施中“事事有人管，件件能落

实”。依托工作专班，集中驻村干部、村

干部、网格员等群体的力量，实行包村包

户“双包干”，从排查底数、沟通协商、整

治施工到鉴定复核全过程跟进。研究并

发布危房整治详细方案，整治目标、任

务、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都一一标明，实

行“一户一方案”“一月一调度”“一周一

通报”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新合乡坚持多元联动。

除了乡村两级干部“挑大梁”，还将“村村

有牵头、网格有人管、每户有人跟”落到

实处。针对党员户危房，利用党员固定

主题党日活动，现场沟通协商推进。

此外，新合乡还创新举措，对安全

意识淡薄的危房户，开展邻里和睦劝

导，以情带动，激发整治热情。

“要我这么做，他为什么不这么

做？”互比抬杠是农村工作最容易碰见

的问题，对此，新合乡坚持查整并举，

“一竿子”闭环管理。2023 年以来，组

织精干力量会同第三方专业人员对全

乡范围内的危房进行全面排查，明确

危房等级和安全隐患情况，并落实“四

上”管控整治措施。落实“一户一策”，

合理设计整治方案，坚持“方便群众、

好事办好”原则，严把建设标准，加强

过程监管。

针对个别比较困难的农户家庭，在

农户签订施工合同后，按照不超过总金

额三分之一的标准由行政村先行垫付启

动资金，打消了农户的顾虑。同时，积极

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为危房整治工作提

供资金保障，对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危

房整治补贴，减轻群众负担。

2024年，我县按照“应拆尽拆、以拆

为主、修缮结合”原则，持续推进危房治

理工作，全年完成C、D级危房拆修89

幢。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各乡镇（街道）将进一步加快危房整

治步伐，确保村民住房安全。

新合乡率先实现全域危房清零

油芰飘香
“沸”出共富幸福味
本报讯（记者 孙梦佳/

文 黄强/摄）“沸油芰咯！”

临近春节，莪山畲族乡油芰

巾帼共富工坊内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伴随着锅中油

花四溅的声响，工坊里的妇

女们正忙着制作油芰。

日前，记者走进油芰生

产车间，扑面而来的香气瞬

间将人包裹，金黄的油芰在

热锅中翻腾，空气里弥漫着

浓浓的年味。

油芰，由新鲜的番薯和

糯米粉通过油炸技艺精心

制作而成，外表金黄，吃起

来酥脆细腻。制作油芰的

关键在于“绕花”，“绕花”是

门技术活，要先将面皮切成

菱形片，再小心地在片上开

口，将两端巧妙“绕”过形成

花结，最后放入烘箱里等

待。这一系列工序完成后，

才能下锅油炸。

“我们现在每天能制作

200~300 斤左右的油芰。”

县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小

吃制作技艺”传承人廖荣美

介绍，春节前订单量大，每

天很早就要开始忙活了。

油芰的销量好，离不开原材

料的支持。廖荣美告诉记

者，制作油芰的番薯以及糯

米 主 要 来 自 莪 山 本 地 农

户。在收购原材料这一块，

能为近70余户家庭每年平

均增收5000余元。

“我在这里已经做了十

多年的油芰了。”姚红秀是

制作油芰的老师傅，“从以

前的纯手工制作到现在的

机械化制作，效率提高了，

收入也稳定了很多。”姚红

秀说，现在这份手艺每月能

为她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

近年来，传统小吃油芰

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新的

活力，廖荣美根据市场需求

不断创新，推出各种新口味

的油芰，收获了众多消费者

的喜爱。如今，锅里“滋滋”

作响的油芰，让当地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记者

王珊婷）为满足广

大青少年儿童游乐

需求，县青少年宫

桐庐乐园春节期间

“不放假”，正常开

放。具体时间安

排如下：1 月 22 日

至 1 月 27 日，9:00

至 17:00 开放；1 月

28 日（除夕）当天

9:00至12:00开放；

1 月 29 日（大年初

一）至 1 月 31 日

（大年初三），9:30

至 16:30 开放；2 月

1 日起，恢复 9:00

至 17:00 开 放 。

雨、雪天等特殊情

况不开放。

在此期间，县

青少年宫桐庐乐园

还将举办春节相关

主题活动。1月29

日（大年初一）10:00

至 16:00 乐园将开

展“集福章 送盲

盒”喜迎蛇年新春

主题活动，市民、

游客可先至乐园8

号楼签到处签到，

再领取蛇年闯关

卡和小头饰。游

玩项目后，让工作

人员在闯关卡上

盖蛇年祝福章，集齐八枚以上印

章并手持新年拍照框拍照发朋

友圈，经工作人员确认后可领取

一个灵蛇送福盲盒，先到先得，

兑完截止。

游玩期间，请大家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和安全秩序，提倡文明游

玩，共度平安快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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