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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吸烟 控慢病 讲文明 促和谐

本报讯（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 程慕楠） 9 月 18
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走
进音坑乡， 清澈的河水、干
净的路面，在蓝天白云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耀眼，令人心
旷神怡。

近年来，音坑乡高度重
视“五水共治”、垃圾分类工
作，通过开展“河长”巡河、
清理河道沟渠、 门前三包、
垃圾分类相互督促等活动，
让每一户家庭参与到“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工作中去，

形成了一套可学可鉴的经
验做法，大大提升了全乡的
卫生环境。

为进一步推进“五水共
治”“河长”工作，调动广大
群众参与“五水共治”、垃圾
分类的积极性， 当天上午，
音坑乡政府全体班子成员，
河山村、明廉村、杨家村、儒
山村驻村干部及各村村支
书等， 先后走进河山村、明
廉村、双溪公园等地，开展

“五水共治” 全民巡河护河
日主题活动和垃圾分类互

看互学互比活动。在明廉村
垃圾处理厂， 机器轰鸣，有
机的、无机的垃圾处理都在
有序进行。“村干部每周都
会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垃圾
分类，同时村里还安排了 7
个保洁员上门检查垃圾分
类，并制定了积分制，确保
垃圾分类到位。 ”明廉村村
支书张金文在现场分享了
工作经验。

随后，该乡还举行了座
谈会，就“五水共治”、垃圾
分类工作进行部署。

“‘五水共治’、 垃圾分
类是‘党建治理大花园’的
重要一环，音坑乡地处金溪
画廊核心地段，更要坚信不
疑、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推
进这两项‘关键小事’。 ”音
坑乡副乡长胡炜介绍，通过
现场互看互学，通过部门专
家辅导， 进一步浓厚氛围、
落实举措，把两项工作推向
更高层面。

本报讯（记者 方晓璐
通讯员 王英洁） 为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提高村民对垃
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让村庄环境变得更加干净
美观，9 月 18 日，林山乡大
举村在桥下空间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村干部向村
民发放了垃圾分类宣传册，
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意
义和方法，并发放肥皂等宣
传品 100 余份。

“通过此次活动， 使村
民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自身参

与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
村委谢土英告诉记者，接下
来，该村巾帼志愿者队将继
续于每月开展两次环境卫
生集中清理整治活动，对公
路沿线、河道、公厕进行“地
毯式”大清扫，不定时地挨
家挨户上门宣传、 监督、指

导，村两委值班巡逻人员每
天也会对村庄环境卫生进
行检查，希望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今年能够成功创下
市级卫生村。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
9 月 18 日，宁波市餐饮业与
烹饪协会衢州寻味之旅走进
开化，寻找优质食材，并与开
化县餐饮协会及相关食材供
应商座谈交流， 从而更好地
让开化优质的食材走上宁波
市民的餐桌， 共同助力开化
乡村振兴。

考察中， 会员们首先来
到何田乡柴家村淇源头自然
村， 放眼望去， 该村风景秀
丽、水清岸绿，一条生态河沟
穿村而过，溪内怪石嶙峋、流
水孱孱。 漫步在淇源头的古
道上， 会员们对这个古法养
鱼传承村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 他们发现该村家家建鱼

塘、处处能赏鱼，何田清水鱼
也因常年养于清水塘， 鱼身
黑黢、鱼目发光。当听到随行
的乡干部介绍， 这里养出的
清水鱼， 背部溜黑、 腹底嫩
白， 鳃色艳红， 肉质细腻弹
嫩、味道纯正鲜美，且营养丰
富，有滋补之功效，为鱼中上
品， 会员们纷纷发出了由衷
的赞叹。“我最早是从中央电
视台的“北纬 30°”节目上看
到这个村的， 当时就特别想
来看看……”一边走一边看，
部分会员也交流起了之前在
电视上看到这个村时的感
受， 纷纷为淇源头自然村的
优质生态环境和食材点赞。

随后， 会员们又一同走

进了遇真何田农耕文化园，
在这个集何田鱼历史文化、
何田鱼古法养殖场、 鱼知识
普及、 现代饮食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文化园， 他们考察了
清水鱼生产基地， 与清水鱼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就深
入推进食材供应合作进行了
交流。 竹条、砖瓦、木头和鹅
卵石围成外墙， 茅草屋顶独
具原生态的气息……交流结
束后， 会员们走进了位于禾
丰村的“何田鱼文化博物
馆”，只见空旷的空间内陈列
有古朴的桌椅、 鱼文化绘画
和艺术品， 展示了何田乡养
鱼的历史文化、 清水鱼的营
养价值以及养鱼标准等，完

整地展示出何田鱼文化体
系。

会员们边听边记， 深入
了解了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
何田清水鱼的相关故事。 在
听完相关介绍后， 宁波市小
而美餐饮协会会长潘永健告
诉记者， 现在衢州菜馆在宁
波餐饮市场占了很高的比
例， 他自己就开了一家衢州
菜馆，里面主打就是开化菜，
开化食材特别好， 宁波人也
特别喜欢， 他将与广大会员
一道积极推广开化美食，助
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燕珍） 9 月 17 日上
午 8 点，中村乡政府“党建书屋”里已座无
虚席。 该乡班子成员们围坐一起，不说话、
不走动，大家静静地翻书做笔记，就主题教
育推荐的书目深入学习。

为全面把握主题教育“守初心、 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为主题教育
开好局、起好步、见成效，中村乡创新早晚
自修制度，自当日起每天上午 8 时、晚上 6
时在乡“党建书屋”开展集体早晚自修，以
明确规范保障学习时间，做到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

据了解， 此次主题教育的学习内容主
要围绕《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之江新语》 等主题教育推荐书
目展开，并发放主题教育专门笔记本，要求
做好记录、写好心得。 同时，结合中村特有
红色资源，要求学员们品读叶长庚将军《从
脚夫到将军》回忆录，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担当精神和为民情怀， 勇担职责
使命，展现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余立成 通讯员 陈渝）
“这步‘回潮’的工艺可以学习下，有利于水
分的重新分布，内含成分的转化，提高茶叶
成品的品质。 ”9月 18 日上午，县茶产业农
合联在县供销社的组织下，开展了“秋茶加
工工艺学习交流会”活动，来自全县各地的
茶农会员们聚集在苏庄镇， 相互交流学习
制茶工艺。

“龙顶兴则农业兴，龙顶强则开化强”。
开化县委、 县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茶产业发
展，并举办了一系列茶事活动，以促进我县
茶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擦亮“开化龙
顶”这张“金名片”。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今
年 7 月 25 日县茶产业农合联成立以来的
首次活动，旨在通过经验交流的方式，来改
进制茶工艺，促进我县茶产业发展壮大。

本次交流会邀请了浙江农林大学苏祝
成教授参与，他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开化
龙顶”品牌的重要性，强调茶应当注重“茶
文化”，制茶工艺要对应市场需求。随后，与
会人员交流了制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
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报讯 （记者 郑宏亮 通讯员 詹伟
花） 为纪念“9·18”事变 88周年，增强全民
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 在省人防办的统一
指挥下，9 月 18 日上午， 我县同步试鸣防
空警报信号。

上午 10时 00分， 开化县城、 工业园
区、华埠镇和马金镇共 17台防空警报同时
鸣响。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每种警报鸣响 3分
钟，10 时 23 分警报结束。 整个试鸣期间，
群众工作生活秩序保持正常。

当天上午，试鸣活动期间，人防办、横
街社区和民防应急救援队联合在华埠镇开
展了“9·18”人防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 在
活动现场， 通过现场人防广播、 拉横幅设
摊、 志愿者上门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人
防知识，人防志愿者们向沿街商铺、华埠菜
场等人流较多场所共发放人防知识手册
2500余份。

通过组织警报试鸣， 再次警示民众要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开展人防知识宣传， 让民众进一步熟
知防空警报信号和应急避险疏散知识，进
一步提升了民众的应急避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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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餐饮业与烹饪协会衢州寻味之旅走进开化

音坑乡“互学互看互比”
推进“五水共治”及垃圾分类工作

林山乡大举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9 月 16 日至 17 日， 城西
社区组织开展了“欢庆新中国
成立七十载，健康奋斗新时代”
全县门球邀请赛，共有城北、巾
帼等 16支球队参赛。

秉着“友谊第一， 比赛第
二”的参赛精神，经过 58 场次
的比拼，最终城北队、巾帼队、
芹南队、城西队分获前四名。

记者 丰智慧
通讯员 钟韩义 摄

全全县县门门球球邀邀请请赛赛举举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