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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方争
游）近日，在华埠镇溪东村，
到了中午用餐时间，溪东村
老人们陆续来到村里老年幸
福食堂。“一个人在家里孤
单，早点过来，吃饭前和大家
一起聊聊天，心里舒坦，饭后
大家还可以一起看看电视。”
72岁的独居残疾老人赖大
爷高兴地说。

赖大爷说，儿子长期在
外务工，妻子外出帮忙带孙
子，平时他一个人在家生
活。2016年，不幸落下肢体
二级残疾，行动不便，幸好村
里办起了老年幸福食堂，不
但方便，还实惠，一餐只需 3
元钱。

“这多亏乡贤们的支

持。”溪东村村党支部书记许
义凤介绍，溪东村历来就有
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历史
上曾经有“孝子坊”。现在农
村很多青壮年外出务工，留
守村庄的老人越来越多，生
活诸多不便。为了提高老人
的生活质量，2018年该村在
乡贤的倡议下，办起了全镇
首家老年幸福食堂，经费由
受益人自费一部分，乡贤赞
助一部分。伙食标准是一荤
一素一汤。每天中、晚两餐，
每餐费用是 80岁至 89岁的
每餐3元，90岁以上的每餐1
元。残疾人不受年龄限制，
村里有 4名像赖大爷一样年
龄未到的残疾人也都享受这
一福利。

“自从老年幸福食堂开
办以来，捐款捐物的乡贤和
村民不断。不管是逢年过
节，还是平常，许多乡贤在回
家看望父母的同时，不忘走
进老年幸福食堂看望老人。
每年乡贤捐款除出钱外，还
有鱼、肉、大米、食用油等食
品。”许义凤说，为了弘扬社
会正能量，乡贤和村民的捐
款捐物，都会在村里微信群
及时发布，并登记选册。村
里还利用春节团聚，召开乡
贤座谈会，对捐款捐物的用
途，一一公开，接受大家监
督。

溪东村不但关注老人、
残疾人，还关注儿童的健康
成长。2022年，溪东村成立

了全县首个儿童之家，儿童
在寒暑假期间有了更好、更
多的活动和学习空间。同
时，很多大学生也在儿童之
家社会实践，让更多儿童从
中受益。

近年来，华埠镇鼓励乡
贤支援家乡建设，乡贤应旭
敏得知华东村老年共享食堂
开张，主动捐款 5万元。目
前，华埠镇在现有2所敬老院
的基础上，已开办村、社老年
食堂6家，成立村、社、企儿童
之家15家，村、社残疾人之家
2家。“今年全镇计划新改建
老人食堂3家以上，新增持证
养老护理员 10人，培训家庭
照护者 100人次以上。”华埠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4月 12日，县华埠镇横
街、枫树底及东岸三社区邀
请腰鼓队成员在横街社区开
展“老带新”腰鼓队培训活
动。腰鼓队老师采用理论教
学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
式，从鼓点、肢体动作、站姿
等方面进行培训，腰鼓爱好
者们虚心听讲，现场实操，气
氛热烈。

通讯员 方争游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周美芳） 4月 10
日，浙江省交通集团芹源岭隧道管理所

“芹卫兵”志愿服务队和县商企义工服务
中心的志愿者来到村头镇，开展“关爱困
境留守儿童·善缘书屋”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为该镇的 30名留守儿童、
贫困儿童赠送爱心小书桌、床和学习大
礼包，打造属于他们的“小书屋”。

据本次活动负责人介绍，开展“关爱
困境留守儿童·善缘书屋”活动，是希望
这份爱心，可以激发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让“小书桌”陪伴他们健康、快乐、茁壮成
长，将来成长为祖国的建设者。振兴乡
村，人才先行。只有乡村的孩子更加热
爱学习，乡村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下一步，浙江省交通集团芹源岭隧
道管理所将充分发挥“爱心联络站”的作
用，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把承
担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形成
强烈的企业认同，通过“订单+接单”的
方式，打造多个小微救助服务项目，将志
愿服务工作做深做细。

本报讯（通讯员 吾荣
烈 汪建新）近日，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芹南中队接到群众
反映，称解放街金定坞桥旁
有油污溢出路面且气味难
闻，严重影响了市容环境卫
生，行人出行也存在安全隐

患。
接到反映后，中队队员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发
现其污水管内存在餐厨废弃
物、外卖盒，导致污水管堵
塞。找到原因后，队员联系
油污清淘师傅，并联合社区

负责人、南门街物业现场协
调处理，经过一上午清淘冲
洗，堵塞管道终于疏通。事
后，队员要求南门街物业告
知商家不可随意乱排乱倒，
做好管道的养护清理工作。

下一步，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将进一步加大对油污乱
排乱倒行为的监管力度和街
面巡查力度，进一步落实“门
前三包”协议，从源头查漏
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

华埠镇：汇聚乡贤力量 关爱“一老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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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志愿者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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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堵塞油污 美化路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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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如今，开化清水鱼不仅仅是一条致

富鱼，也是山区好生态的“旅游代言
人”，这条鱼已然成为助力山区百姓实
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共富
鱼”。目前，清水鱼养殖面积也从何田、
长虹、中村等主要乡镇，逐步发展至全
县范围，产业规模由原先的 200亩 1500
多口坑塘，发展到 2310多亩 11000多口
坑塘，从业渔农有6200多户。2012年开
化县被中国渔协授予“中国清水鱼之
乡”，2016年“开化清水鱼”成为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开化清水鱼还连续多次
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被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评为优秀农产品最具历史
价值十强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