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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歙县 接您回家

暖心服务队 给力又暖心

□ 本报记者 许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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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移风易俗 文明过节

日前，本报记者报道徽州年味系
列——高塘肉丝糕之后，引来不少读
者和网友咨询购买。经“帮帮忙”记
者与祁门县新安镇高塘村联系，结合
当前市文明办开展的“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本报“帮帮忙”携手黄山走
吧乡村志愿者群发出爱心助农带货
倡议，跟帖者踊跃，短短几天时间，共
有 100 多位网友参与，带货 300 多公
斤。市民在大快朵颐之时，带动了高

塘肉丝糕销售，增加了村民收入。
高塘肉丝糕产于高塘村，该村是

中国传统古村落、安徽省特色美食
村。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
彪表示，乡村振兴需要城乡要素流
动，积小流而成大海，每一位跟帖
的爱心市民都在为高塘村的经济发
展出力，高塘村将会把肉丝糕的品质
做得更好，把产业进一步做大。

·程向阳 汪嫒·

为激发全市黄山文明网信息宣传
志愿者及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积
极性，总结 2022 年工作，部署 2023 年
任务，1 月 13 日上午，2023 年度黄山文
明网信息宣传、网络文明传播工作部
署会在屯召开。

会议宣读《2022 年度黄山文明网
信息宣传、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为 2022 年度
黄山文明网信息宣传、网络文明传播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
书，优秀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代表作
经验分享，并开展工作业务培训。

·汪 悦·

本报“帮帮忙”带货高塘肉丝糕受欢迎 黄山文明网部署 2023 年度信息宣传等工作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在徽州区
岩寺镇上朱村的花之韵花卉科技有限
公司水培花卉基地，几位“红马甲”正和
员工一起，忙着将蝴蝶兰搬运上车，他
们是上朱村暖心服务队的队员。

大学生党员志愿者方琦在基地协
助员工做好花卉整理、包装等基础工
作，她告诉记者：“作为暖心服务队队
员，我们平时会去看望村里的独居老
人，给他们送药或者代买物品，看看大
家有什么需求，会及时上报给村里。作
为年轻人，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去做
这些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施建涌
是村里的致富能人，有自营车辆，当天，
他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开车将基地的蝴
蝶兰送至 10 余位客户手中。

上朱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村党
员干部、村医、致富能人、返乡大学生、
有自营车辆人员等为主体，成立了 5 个
暖心服务队，开展送医送药、跑腿代购、
邻里守望、重点人群看护等工作。该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国贤表示：

“我们在走访重点场所的过程中了解到
企业年前用工紧缺的诉求后，发动暖心

服务队的队员开展志愿服务，近期都会
组织有自营车辆的党员和返乡大学生
过来，如果节后还有用工需求，我们会
继续安排人过来帮忙。”

暖心服务队的帮忙，缓解了企业年
前的“用工荒”。“每年这个时候都比较
忙，年宵花线上线下的订单量蛮多，特
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连续直播，每天的订
单量都过千，人手就很紧缺。正好我们
村的暖心服务队了解情况后，马上派了
志愿者过来，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可
以把订单快速地发出去，让这些年宵花
陪大家红红火火过大年。”花之韵花卉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凌炜强说，幸亏及
时来了这些志愿者，参与包装、搬运等
工作，有效缓解了用工压力，助力企业
发展，这个服务队真的很暖心。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的阶段，黄山
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网格
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组建暖心服务
队伍，为做好重点人群服务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据统计，目前全市共组建暖心
服务队 7568 支，吸纳返乡大学生 358 人
主动参与暖心服务，累计开展“敲门问
需”行动 60 万余次，组织健康咨询、送
医送药、物资配送、跑腿代购等服务 1.5
万余次。

·舒 俊·

元旦以来，梅娉艳一直在自己的
“梅姑娘乡村市集”上忙碌着。来自黄
山区乌石镇舒溪村的太平湖鱼、土鸡
蛋、火腿肉都源源不断地搬上了都市人
的餐桌。

梅娉艳返乡创业多年，在家乡舒溪
村将爷爷的宅基地改造成了民宿“梅姑
娘的院子”。舒溪村位于太平湖畔，是一
个安静的湖畔村庄。有了“梅姑娘的院
子”，这座原本沉寂的村庄有了越来越多
的新村民，他们经常一来就住很多天。

“新村民真是太喜欢我们这里的土
货了，就在前两天，我一天收到了 40 万
元的订单。”梅娉艳高兴地说道。

这些新村民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留恋于舒溪村的山水，更对这里绿

色健康的土货着迷。用心的梅娉艳并
不满足于民宿，依托舒溪村以及黄山区
丰饶的物产，创立了“梅姑娘乡村市集”
品牌，整合设计乡村农产品，以“民宿+
客人+村民”模式，为村民们拓宽土特
产销售渠道。

梅娉艳和她的丈夫韦东杰把每一
份订单都看成是一份送给新村民的礼
物。他们为这些土特产设计独特的年
礼包装，韦东杰还亲手为每一份订单书
写祝福语，“发大财”“要健康”，朴素直
白的祝福语，让这些土货带着舒溪村民
们滚烫的祝福，送到新村民的手中。

像舒溪村这样的新村民在黄山区
还有很多。焦村镇汤家庄村为了让新
村民们过一个有味道的新年，在村中新
开了一家面包房。

在大山深处有了一家面包房，从高
校放假回乡的李翰阳说，这是给他这个

新年的一个惊喜，他说从来没想过，在
村里，在家门口就能品一口刚出炉的带
着热气的蛋糕，喝一口现磨的咖啡。

面包房的主人郭山秋韵说，她几年
前来到汤家庄，也有这种惊喜感，一个
被绿水青山填满的村庄，一个看星空听
鸟鸣的好地方，来了就不想走了。

曾经，汤家庄的美更多得力于优越
的自然环境，美中也透着一些空。自
2015 年，郭山秋韵和丈夫张力从深圳
来到汤家庄，开启他们的乡村建设计
划，汤家庄开始迸发更多吸引力。张力
是学设计的，结合皖南村庄特色，为汤
家庄量身定制了“从筑·黄山”，让原本
废弃不用的老村部、大会堂、老茶厂、民
宅等旧舍焕然一新，成为集精品民宿和
田野研学于一体的旅游项目。

“从筑·黄山”唤醒了汤家庄的“沉
睡资源”，这座被秧溪河环抱的村庄也

醒来了。汤家庄采取“村集体+企业+
农 户 ”模 式 ，进 一 步 盘 活 改 造 闲 置 农
房。渐渐地，村子里的新村民也越来越
多了。在舞蹈方面有成就的张毅，退休
后便来到汤家庄，租下一处闲置农房，
一年要住上八九个月。张毅说，住在汤
家庄就是自己梦想中的生活。新村民
的智慧和活力带动了老村民，老村民的
淳朴和勤劳也感染了新村民，新老村民
协力，打响了“在汤家庄有个家”这一品
牌。

郭山秋韵说这个新建的面包房就
是送给新村民的一份新年礼物。同时，
这个大山深处的面包房也是让新老村
民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好地方。

新年将至，各种各样的送给新村民
的新年礼物活跃在黄山区各个乡村，年
味越浓，黄山区敞开怀抱欢迎新村民的
到来。 ·崔 艳·

1 月 14 日下午 1 时，随着一辆挂
有“美丽歙县 接您回家”红条幅的大
巴车缓缓停驻歙县，26 名在浙江湖州
织里镇创业务工的歙县游子回到了家
乡的怀抱。

“美丽歙县 接您回家”活动由歙
县人社局主办、歙县计生协协办，为歙
县 2023 年就业春风行动之一，旨在进
一步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
热情。

程向阳 程维安/摄

本报讯 受新一轮较强冷空气影
响，黟县迎来大幅降温和雨雪天气。为
有效做好低温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黟县坚持早部署、早准备、早落实，全力
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阿姨，天气马上要大幅度降温了，
要注意防寒保暖，适时添减衣物。还要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晚上睡觉之前要检
查火桶电源，发现问题及时和我们联
系。”近日，在宏村镇塔川村，县安委办
和县消安办联合乡工作人员走村入户
开展“敲门行动”，对独居老人等重点人
群居住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强化群众用
火用电安全意识，提醒监护人员加强入
场巡查走访。

该县第一时间发布寒潮预警信息，
要求各成员单位按要求落实落细各项
工作。加强对预警性、苗头性、倾向性
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研判，综合运用气象
数据，及时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充分
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灾害预

警信息和防灾避险常识，提升群防群策
影响力。并对重点行业、重点路段、重
点领域开展全面隐患排查，除险加固存
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保温蔬菜大
棚，疏通雨污水管道，跟踪管理重点人
群，重点关注五保户、低保户、孤儿、流
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体，把保民生、保
交通、保供电作为主要任务。精准摸排
全县独居老人 969 人，进一步明确监护
人和包保责任人职责，累计排查处理隐
患 18 条。

此外，该县提前落实应急救援物资
储备，设立县级物资储备库 1 处，乡级
储备点全覆盖，备好棉被、帐篷、睡袋、
雨具等救援救灾物资。同时加强道路
巡逻力度，重点巡查高海拔地区、桥梁、
隧道口等地，确保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共配备 7 台应急抢险机械设备，融雪剂
16 吨，冷补料 12 吨，确保道路结冰积雪
能得到有效应对。

·胡鹏飞 詹彩霞 何彦铭·

黟县积极应对低温寒潮天气

近来，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广泛
宣传移风易俗新规，积极推进新时代文
明新风入户入心，引导村民自觉树立文
明新风、摒弃陈规陋习，过一个文明健
康、喜庆祥和的春节。

1 月 14 日下午，记者走进南溪南
村。胜利台前，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上，车辆停放文明有序。小店里，各种
年货琳琅满目，未见销售烟花爆竹。行走
村中，街道干净整洁，户户家和院美，处处
宁静祥和，人人喜气洋洋。一名村民脸上
挂着笑容：“大家都在等着过大年呢。”

逢年过节，红喜事多。南溪南村党
支部书记吴小平说，村民家中办红喜
事，都能主动提前向村委会报备。为更
好服务村民，村“两委”为每户村民发放
联系卡。接到村民报备后，村里积极发
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作用。村干
部等及时上门服务、帮忙协调，开展禁
燃禁放烟花爆竹、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

全、理性消费不攀比、崇尚节俭不浪费
等宣传教育。现在，村里都是婚事新
办、喜事简办，按照老徽州习俗来，一般
不存在铺张浪费、攀比奢侈。村民家中
如果要做白喜事，也都按照要求及时报
备，红白理事会成员也都第一时间主动
上门，引导村民移风易俗、转变观念，提
倡厚养薄葬，提供一条龙便民服务。同
时，村里实行村规民约积分制，通过张
榜公示等形式，更好发挥村规民约作
用，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葬
等不良风气。

过年、办红白喜事，经常有人燃放

鞭炮。吴小平介绍，市里近日发布的
《关于禁限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明确，
2023 年我市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保持
不变。南溪南村地理位置特殊，花山大
桥以西属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花
山大桥以东属于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禁燃禁放工作难度较大。“我们加强
巡查和值班值守，并在党员代表大会和
村民代表大会上，开展禁限放烟花爆竹
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同时做好花山大
桥两侧清扫保洁和环境整治。针对春
节上坟祭祀现象，我们加强森林防火

‘禁火令’宣传。”
吴小平表示，春节将至，村里将加大

宣传，倡导广大村民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厉行节约、告别陋习，自觉抵制燃放
烟花爆竹，共同维护美好生活环境，努力
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上接第一版）充分发挥新安医学作用，
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安全网，必须发
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切实推动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把新阶段疫情防控的

有关工作落细落小、抓紧抓实。坚持
“区县统一部署、乡镇（街道）组织安排、
村（社区）具体落实”要求，落实好县级
领导干部“包乡走村入户”、乡镇领导干
部“包村联户”、机关单位联系和在职党

员进社区等制度，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各类组织资
源优势。推动村（居）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基层党员等力量在岗在
位、冲在一线、主动作为，切实提升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扎实做好新阶段疫情防
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欢度春节家家
期盼。唯有每个人当好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每个部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职能，才能形成强大合力，织密织牢农
村疫情防控安全网，确保农村居民安全
祥和度过春节。

（上接第一版）2018 年，黄山市成
立了由 60 位法学、语言文字等领域专
家 组 成 的 立 法“ 智 囊 团 ”。 2020 年 4
月，又确定了 11 家基层单位作为首批
基 层 立 法 联 系 点 单 位 ，覆 盖 各 个 区
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群众家门
口 搭 建 起 反 映 立 法 工 作 意 见 建 议 的

“直通车”。比如，“小快灵”立法的黄
山 实 践 由《歙 县 徽 州 古 城 保 护 条 例》
肇 始 ，再 到《黄 山 市 徽 州 古 建 筑 保 护
条 例》《黄 山 市 徽 州 文 书 档 案 保 护 条
例》的 相 继 实 施 ，让 徽 州 的 古 城 、古
建 、古 宅 、古 书 等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重 新
焕发生机。2023 年 1 月 1 日，《黄山市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办法》开始施行，全市 1325 个非
遗项目由此得到全方位保护。这是我
市利用“小快灵”立法快速、高效的独
特优势，让徽风皖韵得到了更好的保
护和传承。由此可见，我市“小快灵”
立 法 脉 络 分 明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体 系

化，尤其是在注重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突出地方特色、增强可操作性上，体现
了 人 大 发 挥 立 法 主 导 作 用 回 应 社 会
关切。

回望 2022 年，我市紧扣地方实际
和 市 情 民 意 ，积 极 回 应 人 民 群 众 关
切，努力用“小快灵”立法护航黄山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望 2023 年，黄
山“小快灵”立法必定不忘来路，阔步
向前。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小快灵”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顶市酥，有“顶顶好的酥糖”和
“顶级酥糖”的意思，黄山人俗称“红
包糖”“红纸包”，是徽州传统特色名
点、春节传统食品，顶市酥制作技艺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节临近，顶市酥迎来加工销
售旺季。日前，记者在休宁县五城
镇军民食品厂看到，当地老手艺人
程军民和妻子正在加班加点赶制顶
市酥，备足货品，以满足年节市场需
求。

徽州坊间流行曰：“拜年不带红
包糖，请君不要进厅堂。”而吃过“红

包糖”以后的包装纸则不会扔掉，长
辈们会用这些红纸包上压岁钱，分给
前来拜年的孩子们。据称，在古徽
州，顶市酥还与状元文化紧密联系。
徽州人进京赶考，无论穷富，口袋里
总要装上几包顶市酥，以求能状元及
第，光宗耀祖。所以顶市酥在徽州还
被称为“状元红纸包”。

尽管当下春节市场上各种食品
应有尽有，但顶市酥仍是人们过年时
最挂念的食品之一，甚至已经成为一
种乡愁文化在新时代传承。

·程向阳 汪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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