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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区慈善义工协会的志愿者走进南城山前、药山等村的文化礼
堂，为留守儿童带来近视防控讲座。活动通过专题讲座、趣味游戏等环节，培养
大家养成爱眼护眼的好习惯。

本报通讯员 王敏智 尤与藩 摄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林 雪）近日，位
于西城街道霓桥金村的区福利中心
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有望9月份正式
投入使用。

不久前，记者在该中心看到，大
楼内部一系列适老化改造正在如火
如荼进行，力求在细节方面更加完
善。“在房间布局方面，我们做了调
整，在保留原来三人间、五人间为主
体的前提下，还推出了单人间和双人
间；在外部环境上，人性化设计更凸
显，公共区域重新贯通，这样能保证
老人的休闲娱乐区域更集中，居住的
体验感会更好。”长友（台州）养老院
有限公司物业部主任金友法告诉记
者，除此之外，该中心的每个楼层都
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厕所安装了无障
碍设施，这些改造完成后，老年人的
生活起居会更方便。

据了解，区福利中心项目总用

地 1.96公顷，总建筑面积为 28336平
方米，总投资 1.3亿元，设有护理院、
食堂、老年人养老用房、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等，共有 600 张床位，分自
理、介助和介护三类对老人进行护
理。为进一步优化提升配套的养老
服务，区福利中心采取公建民营的
形式，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引入专业
化养老服务企业。最终与北京长友
养老服务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引入
有一定规模和资质的养老服务企业
入驻参与管理，为有需求的老人提
供优质服务。

“原来的区社会福利院占地小，
功能较单一，新的福利中心将拓展新
的功能，打造集产、学、研、医等功能
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打造全
市乃至全省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运营
标杆，让老年人真正安享晚年。”区社
会福利院院长蔡军富说。

区福利中心预计9月投入使用

决战三季度 实现新跨越

本报讯（通讯员 鲍立波）“今
年雨水特别多，对我们杨梅种植户影
响很大。幸亏我把基地里的杨梅都投
保了‘杨梅采摘期降雨气象指数保
险’，所缴保费一万多元，但最后获得
了二十多万元的损失赔偿，有这样的
政策兜底，我种植杨梅心里就更有底
了。”近日，上郑乡抱料村杨梅种植大
户陈伟华，在收到保险公司 24万元
赔款后高兴地说。

每年杨梅成熟时，正是我区的梅
雨期。过多的降水，会导致大量的杨梅
落果，此外，持续的降雨天气也会对杨
梅的采摘、运输和销售产生较大影响。

2016 年，我区被列入全省杨梅
降雨保险试点扩面单位。今年 5月，
经省政策性农险办同意，我区根据区
域实际，进一步调整优化保险方案，
通过降低降雨量要求、缩短降雨观测
时间、提高起赔额等一系列举措，成
功地制订了一款既符合全区杨梅种
植户的实际需求，又适应杨梅产业发

展的保险方案，为全区杨梅产业撑起
一把“保护伞”。

政策调整后，我区结合“三服务”
活动，及时召开杨梅保险政策讲解和
宣导会，把政策及时送到杨梅种植户
手中，并主动走访上规模的杨梅种植
村以及种植大户，开展现场参保，最
终参保 9000 余亩，其中平原 5985.5
亩，高山3043亩。

今年的梅雨季节，我区遭遇连续
降雨天气，平原和高山杨梅均触发保
险事故，最终平原地区赔款 130 元/
亩，高山地区赔付 600元/亩，累计赔
款约260万元，较大程度上减少了梅
农的经济损失。

“‘杨梅采摘期降雨气象指数保
险’进一步增强了我区梅农抵御自然
风险能力，避免了看天吃饭的窘境，
对促进杨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梅
农增收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广大梅
农系上了一条‘安全带’。”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全区9000亩杨梅参保共获赔约260万元

为种植户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 牟婷婷 通讯员
黄银芝）“做烧酒，水质至关重要，直接
决定着酒的口感与质感……”7月11日
上午，宁溪糟烧酒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符
顺福在发酵车间一边叨唠，一边查看酒
的品质。只见他猫下腰，掀开油布，再取
出酒糟闻一闻，碰到问题，还会拿出随
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

宁溪糟烧凭借糟香浓郁、口齿留
香等特点，让不少好酒者念念不忘。
品牌逐渐打响的背后，是符顺福四十
多年来对品质的把关和坚守。

和蔼、谦逊、执着是符顺福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年近 70的他，每天早
上都要去发酵车间。在以酿酒为业的

父辈们耳濡目染下，符顺福从小就对
酿酒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坚持，就
是四十多年。

“我爷爷那辈就开始酿酒，不过
规模不大，算是私酿。每次酿酒时，醇
香的糟酒香总能引来左邻右舍围
观。”说起自家酿酒的经历，笑容堆满
了符顺福的脸。符顺福二十多岁就担
起了酒坊的业务。“酿酒这个活儿，不
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体力。”由于符顺
福的个头小，干起活来很吃力，每天
回到家中，几乎瘫在床上不愿动弹，
但是符顺福却乐在其中，因为他打心
底里热爱这份技艺。

在符顺福看来，酿酒没有捷径可

走，只有勤奋钻研。在酿酒车间的日
常工作中，无论用材用料、酿造工艺、
规章制度，符顺福都一丝不苟。为了
酿造过程和方法能够精益求精，符顺
福对行业内各酒厂的技艺动态、酒质
风味十分关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仔
细研究，与酒业前辈积极交流。“我父
亲以厂为家。”儿子符汉君说，“他一
心扑在这个事业上，废寝忘食”。

从车间出来，符顺福又马不停蹄
来到藏身于山洞的酒窖。才入洞门，一
股股凉气扑面而来。酒窖别有洞天，里
面相互独立又相通，洞壁挂有湿温度
计，两个指针呈V字形交错。“要仔细
观察温度计的度数，把控不好，酒容易

酸，恒温可以使酒体达到真正的年份，
有时间的味道。”一进酒窖，符顺福指
着墙上的湿温度计叮嘱工人。

对于符顺福而言，糟烧就是他沾
满糟香的双手孕育出来的孩子。宁溪
糟烧就这样在符顺福的手中不断创
新、嬗变、完善。“酿酒传承的不仅仅
是工艺，还有品德和做人的理念。”这
也是符顺福一直挂在嘴边的话。

“我对做酒有很浓的兴趣，在爷
爷的基础上，我努力把品质做好，以
品质求生存，现在我快 70岁了，听到
池幼章的事迹，值得我们点赞，我也
要向他学习，继续把宁溪糟烧酒业发
扬光大。”符顺福说。

符顺福：抱朴守拙 行稳致远

本报讯（记者 郑晋妮）“在暑
期社会实践期间，大家要充分发挥团
队精神，讲合作，顾大局……”7月 15
日下午，由区委组织部、团区委、区人
力社保局联合主办的“2019黄岩区青
燕归巢计划”正式启动。

“青燕归巢”，顾名思义就是在外
读书的青年人才回到家乡，运用所学
的专业技术助力家乡发展，从而形成
一个“良性循环”。本次活动以“家燕

归巢，青春筑梦”为主题，积极组织
黄岩籍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
导大学生群体关注家乡发展，提升大
学生群体的归属感，激发青年学生对
黄岩建设的参与热情，努力打造学生
素质教育和实践能力锻炼的重要平
台。

“我的很多同学都表示以后想到
杭州、上海找工作，但我参加了这个
活动后，我觉得有能力、有机会参与

家乡建设，为家乡发展出一份绵薄之
力，挺有成就感的。”来自江西科技
学院的黄岩籍大学生陈旖旎告诉记
者。

据了解，本次“青燕归巢计划”共
召集了 100名大学生，分成重点攻坚
组、机关实践组、城市探索组、“跑小
青”工作组、乡村振兴组、公益实践
组、文创设计组、企业实践组、金融实
践组、黄岩青年实践组等 10个小组，

奔赴 15个单位进行为期四周的社会
实践。

团区委副书记邱伟男表示，活动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平台，引导黄
岩籍大学生在家乡开展社会实践、参
与志愿服务、帮助就业创业等，吸引
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实现价值。下
阶段将持续关注大学生的实践情况，
也会以“五心”“妈妈式”服务为学生
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区搭建平台吸引黄岩籍大学生返乡就业

家燕归巢 青春筑梦

爱国情 奋斗者

追 梦 黄 岩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之
一，今年以来，南城街道全面发力，强
化实干担当，加快推进黄岩贡橘园建
设、民建全村改造、方山下全村改造、
劳动南路延伸段项目、委羽山文化长
廊建设……努力实现城市发展与历
史文化相融合，全面提升南城城市品
质，在拥抱大湾区建设中续写南城新
篇章。

以人为本 全力保障民生

“人口一定要核实清楚，先安置
70岁以上的老人。”“原来考虑的间数
大概是 40 间，但是我建议适当增

加。”……近日，劳动南路延伸段（南
城段）项目正紧张推进中。上午 9时，
南城街道办事处会议室热闹非常，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程莹镭正和山前村、
山后村、墙洋村的村“两委”商讨临时
过渡房区块选址问题。

劳动南路南延工程是我区破难
攻坚重点项目之一。南城段涉及近 2
公里，沿线经山前、山后、墙里等多个
村庄。由于征迁工作涉及村数量多，
范围广，拆迁安置急需解决。

“考虑到拆迁涉及的老年人比较
多，山前村提议先解决70周岁以上老
年人的居住问题，这样能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村民后顾之忧。”程莹镭告诉
记者，“由于临时过渡房建设周期需
要三个月，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安置
区块选址就更迫切，要提前介入，进
一步加快工程进度。”

当天上午，行事果断的程莹镭就
和沿途村干部达成一致。“临时过渡
房马上要开建，每个党员要有担当，
率先垂范，到户通知。”临时过渡房区
块选址一确定，山前村党支部书记张
胜荣便立马召集党员干部安排工作。

“我们再去一下老叶家，他今年
71岁，在外租房很难，去和他们说一
声。”安排完工作，张胜荣又带着村干
部走访几户情况特殊的村民，耐心做
解释工作。老叶名叫叶岩顺，子女都
已外出务工，平常只有他跟老伴在家
里。他家的两层楼房外墙有少许剥
落，听闻临时过渡房已有着落，老叶
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张书记，他总是
把问题考虑得很全面，帮助我们解决
难题，我们这么大岁数了很难租到房
子。”叶岩顺说。

工作方法灵活、把老百姓利益放
首位、积极主动为村民解决烦心事
……张胜荣的干事能力在群众当中
颇具口碑，是大家公认的“好当家”。

“现在村子发展越来越好，生活也越
来越幸福，多亏了我们的书记。”山前
村村民彭福顺高兴地说。

干部作为 一线破难有担当

“关于七月份的工作安排，我们在
这里开会明确一下……”6月 26日上
午，记者在方山下村村部会议室见到了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童德华。

按照今天的安排，记者跟着童德
华首先来到方山下拆迁区块，查看工
程的进展情况。方山下拆迁区块于
2018年年底启动拆迁，整体签约率达
99%。“今天这里在做的工作就是砌围
墙，能防止外面的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运到这里。”童德华告诉记者。

据了解，方山下全村改造项目在
去年被列为我区破难攻坚项目之一。
目前，该项目工程已经过半，临时安
置房是村民们极为关心的事，也是童
德华最惦记的事。童德华三番五次来
到位于光明桥临时过渡房区块，查看
进度。

雨后的道路泥泞难行，挖掘机工
作时不时溅起泥水。在这嘈杂的施工
现场，有一抹身影总是跑得很勤，这位
不怕苦不怕累的人就是方山下驻村干
部王飞柳，也是童德华的工作好搭档。

“前段时间下雨导致工程进展比较慢，
今天和村干部一起来到现场，督促施
工方加快进程，希望能让老百姓早些
住进来。”王飞柳告诉记者。

（下转B版）

■本报记者 郑晋妮 许炀姿

南城：强化实干担当 谱写发展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