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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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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玉莲

“村里最近在修路，有没
有哪些地方不方便？”近日，
在齐溪镇龙门村的议事茶亭
内，县人大代表、龙门村党支
部副书记王亚令正在征询村
民们的建议。

王亚令出生于 1976年，
曾在外地服装厂工作。2014
年，随着龙门村乡村旅游兴
起，她成为了一名乡村讲解
员。2015年，王亚令当选开
化县十六届人大代表。“人大
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
一份责任，要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替群众发声、
为群众办事。”王亚令说，多
年来，她深入田间地头，与村
民零距离交流，倾听他们的
心声。除了关注村民的日常
生活，她还致力于积极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和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努力将龙门村打造
成一个充满活力、富有特色
的旅游目的地。

龙门村风景优美，但通
村公路两侧山体陡峭，易造
成安全隐患。为解决这些问
题，王亚令积极建言献策。
2018年，王亚令提出了《关
于尽快排除景区公路边山体
塌方地质灾害点隐患的建
议》。经过多方努力，景区公
路沿线共摸排出十几处隐患
点，并通过浇筑山体、安装防
护网等措施，有效预防了山
体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
保障了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安
全，也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打下了基础。

“乡村旅游的发展问题
一直是我最关心的，我希望
可以打响‘九溪龙门’乡村旅
游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游玩，带动村庄整体发展。”
王亚令说，龙门村上下齐心，

以深化“千万工程”为抓手，
通过治水、造景等途径，聚全
村之力发展乡村旅游。

现如今，龙门村践行着
联户共富“1+X”的经营模
式，实行农产品包销制，由一
户农家乐或民宿经营户结对
X家种养农户，农户为民宿
经营户配送高山蔬菜、土鸡
土鸭、清水鱼等农副产品。
从一开始零星的几家民宿，
到现在拥有“龙门客栈”招牌
特色农家乐 50余家，龙门村

真正践行了“人人有事做，家
家有收入”。2023年，龙门
村接待游客 12.6万人次，旅
游营业收入 1100余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为群众代言、助群众致
富，这是王亚令一直以来秉
持的宗旨、践行的初心。展
望未来，王亚令表示，她将继
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切实为群众做好每一件小
事，办好每一件实事。

本报讯（记者 蔡宇瑜 童亚文）为
进一步保障居民日常用水，12月 16日，
县水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为全县各村、
社区的水管、水箱、水表“穿衣戴帽”。

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来到望江小区
对外露用水设备进行仔细排查，并用沙
子、保温泡沫、毛毯等物件对其进行包裹
保温，不一会用水设备就已经被包得严
严实实。“主要是针对户外裸露的设施，
温度达到零下后水管容易出现冻裂，对
于我们室内的水管，要保持室内温度，晚
上关好窗，也可以打开水龙头让水呈线
状流动，长期不用的用水设备要排空；如
果冻住了，可以用温水解冻，但一定不能
用热水，否则会爆裂。”县水务有限公司
芹阳营业所主任方杭利向记者解释道。

截至目前，县水务公司已出动 200
余人次，深入城区和农村片区开展巡视
检查，包扎裸露水管10公里，包裹水表4
万余只。“我们已经做好冬季用水设备保
温防冻的各项应急预案，组建了应急抢
修队，并备足了防寒、抢修等物资，服务
热线电话（6013613）24小时在线，遇到
情况可快速反应进行抢修。”方杭利表
示，接下来，县水务公司将加强水表井、
水表箱、供水管道和阀门等关键部位的
防冻巡查；并加强宣传，通过微信公众
号、短信宣传等方式提醒用水户增强防
冻意识。

常山传媒集团
郑徐丽 姚洁 胡志鹏

提起婺源，很多人会联
想到春天的万亩油菜花海，
殊不知，婺源的秋冬也有一
道诱人的风景，这就是婺源
皇菊。当前，正值婺源皇菊
的盛花期和采摘期，田间地
头，处处都是一派繁忙丰收
的景象。

在婺源县浙源乡察关村
婺牌皇菊种植基地，放眼望
去，一块块皇菊花田犹如金
色的画布铺陈在群山之间，
绣球般的皇菊花瓣伸展，色
彩鲜艳，淡雅的清香沁人心
脾。数十位村民正挎着竹
篮，穿梭在金色的花海中，采
摘新鲜的皇菊。

“今年由于气温比较高，
皇菊的采摘期比去年推迟了
将近一个礼拜，最近几天基
地上的采摘工人们都在加班
加点，争取现在花型最好最
饱满的时候，完成采摘工
作。”基地负责人陈利辉介
绍，该基地于 2011年建立，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 30余亩
扩大到目前的 300余亩，今
年皇菊总产量预计可达 20
吨左右。新鲜采摘的皇菊第
一时间被送往加工厂，经过
挑拣、摆放、烘干等工序，将
制作成包装精美的菊花茶，
销往全国各地。

漫山的皇菊不仅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更为周边村
民们增添了务工增收的好机
会。据陈利辉介绍，每年皇
菊种植、采摘等生产环节，都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部分
都是周边的村民，“像这段时
间是采摘旺季，我们组织了
将近一百名村民采摘，平时
他们就负责除草、修剪之类
的，一年下来每人能有一万
多元的收入。”今年 70岁的
查社民是附近的村民，在基
地工作已有十多年，负责照
看基地和招工，做一些简单
的管理工作，“像我们年纪大
了，出去工作也很为难，挣不
了什么钱，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有工作做，能赚到钱，我们
已经很满足了。”查社民说。

同样繁忙的丰收景象还
出现在婺康源有机皇菊基
地。花田中，三五成群的村
民正熟练地采摘成熟的皇菊
花朵。“我们基地种植的是有
机皇菊，采用人工除草，用的
都是专业的有机肥，并且通
过了国内有机认证、欧盟有
机认证等多项认证标准。”婺
康源生态茶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魏阿玲介绍道。目前，基
地有机皇菊种植面积约 100
余亩，预计今年产量在 5吨
左右。当前，企业已经与广
州茶里集团、杭州艺福堂集
团等行业顶级品牌开展合
作，并开设阿里、天猫、京东、

抖音等线上平台旗舰店，建
立起完备的产销链路，产品
年销售额可达2000余万元。

近年来，婺源依托良好
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
有机皇菊种植产业，推进皇
菊产业健康快速发展，2024
年婺源皇菊成功入选了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
全县种植皇菊产业超 3000
亩，实现年产值超 1.2亿元，
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产业链，婺源皇菊已成
为中国最美乡村又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婺源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余新丁相告。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昕怡 童晨）为
提升学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林山乡中心小学成立根雕社
团，组织多样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在社团活动中，孩子们首先根据个
人创意挑选合适的木材，接着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观察材料特性，用笔勾勒设
计图，确定作品的基本形态。雕刻阶段
是整个创作过程的核心，包括取料、打
胚、修光、打磨和抛光，每一步都在老师
的耐心教导下进行，力求让每件作品都
充满生命力。

通过参与根雕社团活动，孩子们不
仅培养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增强
了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学
校将继续支持每位学生的成长，鼓励创
新，让艺术之花在校园中绽放。

365有话说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王亚令：以旅兴农跃“龙门”

开化城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婺源皇菊开出“致富花”绘就乡村振兴好“丰”景 雕琢美好 传承非遗

供水设施“穿棉衣”
冬季用水有保障

开化县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
联系电话：13819014969

本报讯（记者 徐路 余
政涛）“大树穿上了毛衣，感
觉可爱又温馨。”12月17日，
在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天工
博物馆前，工作人员正为大
树编织冬日专属毛衣，这些
鲜艳多彩、充满活力的“多巴
胺”色时装，引得路过的游客
纷纷驻足打卡合影。

“我们计划为 23棵大树
穿上‘毛衣’，目前已经完成
了一半以上。”现场工作人员
杨阳说。

据悉，这些五彩缤纷的
“毛衣“都是由人工编织而

成，每件毛衣长 2米，并融入
了“胡桃夹子的士兵”“派大
星”等经典卡通玩偶元素。
通过不同色块的巧妙拼接，
加上细密的纹理、花边装饰
以及笑脸点缀，使得这些毛
衣看起来既温馨又可爱。

“第一次看到给大树‘穿
毛衣’，感觉很新奇，这个构
思很不错，给大家增添了节
日的欢乐和喜庆。”市民张女
士表示。

“我们是从外地来玩的，
这些编织的毛衣图案很有创
意，现场看起来有一种童话

世界的感觉，孩子也特别喜
欢。”游客王先生说。

在景区内漫步，穿上毛
衣的大树成为了冬季里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宛如一场“冬
日时装秀”。缤纷的色彩与
柔软的针织质感相结合，让
寒冷的冬天变得生动有趣。

“多巴胺毛衣”点亮根宫冬日童话

本报讯（记者 张晶）近日，第三批
“浙江省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
产”认定名单公布，开化县长虹乡北源村
榜上有名。

开化县长虹乡北源村，因村西涧溪
源于北山，故名北源，亦称北山。北源村
村落形成、地名沿用至今已千年以上，因
创造了一门四进士的奇迹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状元故里”，是国家AAAA级景
区“七彩长虹”的重要景点之一。2017
年被评为浙江省AAA景区村。

北源村上榜全省新
一批“地名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