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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霜降前后，我县各地的山茱萸陆续成熟，

绯红欲滴的果实缀满枝头，翠绿的山林仿佛一夜之

间被染红了。走进临岐镇梅口村，只见晒场上鲜红

一片，几位村民正忙碌地翻晒着加工后的山茱萸，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山茱萸，木本经济植物，“淳六味”之一，当地人

称“红枣皮”，核果椭圆形，成熟时红色。《本草纲目》

将它列为滋补上品，具有补益肝肾、滋阴壮阳、收敛

固脱、治腰痛、祛风寒等独特功效。据考证，在2000

多年前的汉代，淳安县临岐镇一带就盛产山茱萸。

清顺治15年，“淳萸肉”作为淳安的名贵药材行销全

国。1982年，淳安县被列为全国三个山茱萸栽培基

地县之一。2002年，临岐镇被命名为“浙江省山茱

萸之乡”。

临岐镇党委书记钱江介绍，淳萸肉，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就有临岐汉代种植交易的记载。今天，

有着浙江中药材之乡、浙江山茱萸之乡之誉的临岐，

在经历多年沉淀和坚守后，山茱萸价格理性回归，每

斤由去年的12元涨至20元以上，道地好药材始终会

有好市场、好价格。10月22日，《人民日报》经济版

对临岐镇的山茱萸采收进行了报道，既是对中药材

助力百姓增收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中医药产业品质

的关注。

在位于临岐镇上的中国千岛湖中药材交易市

场，连日来，药材商童发贵一边忙着晾晒收购来的山

茱萸，一边忙着装货发送到湖南、亳州等地。“临岐因

山茱萸而产生一支药商队伍，因为有了这支药商队

伍才有了这个市场。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是临岐中药材市场创建的主力军，也是打造‘百草临

岐，中药名镇’”的先锋队。”童发贵如是说。

目前，淳安县山茱萸种植面积有2万余亩，占浙

江省种植总面积的60%以上。据县林业部门预测，

今年全县山茱萸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单价比去年

翻番。

近年来，淳安县立足资源优势，深入实施“康美

千岛湖”战略，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药材市

场，培育中药材新业态，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去年，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2万亩，总产值4.34亿元，

其中山茱萸产值5950万元，有效促进了农民持续增

收。

种植面积种植面积22万余亩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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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熟了红满天山茱萸熟了红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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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十佳

魅力路线体验”来到汾口文创街。作为汾口

文化的集中展示区，文创街的各色“奇珍异

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成为了美丽城镇新

潮打卡地。

汾口文创街位于汾口镇杨旗文化广场一

期，通过专项业态招商，目前已吸纳宋氏古

玩、匠心小舍等11家古玩家具、古玩杂项、石

雕玉器、陶瓷字画、传统木雕等特色店铺入

驻，成为集文化休闲、文化活动、古玩贸易、古

玩艺术展示交流于一体的特色街区。自开街

以来，共吸引“淘宝客”、游客3万余人次，实

现交易额1000万元。

今年，汾口镇又对文创街进行了整体提

升，为文创街设立旅游标识牌、安装智慧旅游

系统、加强业态培育，使得文创街游览性不断

增强，品味不断提升。

传承历史，开创未来。随着历史文化挖掘

的进一步深入，汾口文创街将承担起展现汾口

新旧文化交织下的多元内涵重任，为广大传统

文化收藏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

发展的平台。通过文创交流和开展长三角范

围的古玩鉴宝活动，逐步搭建成为淳安乃至华

东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创聚集地。

汾口文创街
成新晋“网红”打卡地

通讯员
···

鲁建军
···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垃圾分类“杭州模

式”的意识，近日，西园社区组织100余名党员进行垃圾分类“杭

州模式”的知识培训。

培训会上，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了新修改的《杭州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对违反《条例》规定将受到行政处罚

及怎样进行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等内容。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

“四色”垃圾桶的不同与用处，即“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

圾、有害垃圾”四个分类垃圾桶。

此次培训加深了全体党员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党员纷

纷表示，将向身边的家人、居民做好宣传，为接下去垃圾分类“杭

州模式”的宣传做好基础性工作。

100余名党员学习
垃圾分类“杭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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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同时把“领航在班组、示范在课堂”活动与教育

教学工作深度融合，引领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

升。从10月18日起，淳安二中组织开展为期两

周的“名优教师靓相课暨高三每人一课”主题教研

活动。

此次教研活动，学校曾获市县名师、学科带

头人称号的老师和高三老师每人都开设一堂公

开课，并邀请县教研室的老师参与指导和点

评。开课教师激情饱满，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设

计始终围绕核心素养的提升和问题的解决。精

心创设学习情境，积极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的

主动学习热情。学生踊跃参与，课堂活跃，听课

教师认真记录，积极讨论，充分展示了二中师生的

风采。

讨论过程中，党员教师们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分享了先进有效的教学经验，带动全体老师共同

探讨平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共同研究解

决，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打造精品课堂献言献

策。

淳二中
名优教师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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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大墅镇残疾人之家的劳动就业室便

热闹起来。“这里不仅可以休息，还能做点来料加

工挣点零花钱，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好，这里就像我

的家一样。”儒洪村余君梅笑着说，原本在家无聊，

现在则每天搭乘班车或步行来到这个温暖的残疾

人之家。像余君梅这样在此生活的有12人，其中

智力精神残疾9人，肢体残疾3人。

大墅镇残疾人之家位于集镇上，交通便利，占

地面积有600平方米，有专兼职管理人员6人，配

备有精防医生和康复医生。今年以来，大墅镇投

入10余万元对基础设施和室内环境进行大力改

造，于9月份完成并启动试运行。跟以往的庇护

照料机构或辅助性就业机构相比，改造后的残疾

人之家以辅助性就业为主，集日间照料、康复、培

训、文化体育等各项服务为一体。

“很多残疾人家属刚开始不愿送到这里，经我

们上门宣传后，家属带他们来了一两次后，他们会

自己每天开心地来这里看电视、聊天或者做点手

工活，看到这样的改变我们感到很欣慰。”大墅镇

残联理事长唐建明说，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残疾人

的照护服务工作，并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使他们

逐渐融入社会大家庭。

大墅镇
残疾人之家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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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普及地质

灾害防治知识，近日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举办了

全县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会。各乡（镇）国土所

所长、国土员、地质灾害巡查监测人及群防群测人

员等共216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是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机构改革

后第一次举办全县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

训会。培训会上，两位高级工程师通过图片、视

频、案例等方式，深入、全面、生动地讲解了地质灾

害应急知识，防治基本常识、防灾责任、监测方法、

预警预报及临灾避险等业务知识。

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参会人员、

特别是基层一线的地质灾害巡查员、监测员的防

灾减灾意识，提升了基层地灾防治人员的素质，提

高了群测群防预警监测水平，完善了我县基层地

质灾害防治体系，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近年来，我县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避让

搬迁和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防、治、搬”三手并

举，做好地质灾害“预防、治理、处置、监测”四篇文

章，有效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工作，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规划资源局
培训地灾防治知识

“千岛湖的农产品就是好！天然
清新、地道醇厚。”日前，在2019中国
（杭州）美丽乡村丰收节数字丰收大
会上，杭州展姿公益妈妈爱心艺术团
的“网红妈妈”在千岛湖品牌农产品
馆前，向来往顾客倾情推介千岛湖农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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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城杭城““网红妈妈网红妈妈””
热推千岛湖农产品热推千岛湖农产品

记者
··

汪军
··

章宏峰
···

近日，在县一医院医共体威坪分

院的血透室，来自威坪镇青山村的朱

大爷正在做血液透析治疗。

“以前都是在千岛湖镇做的，离家

远，要租房子，水电费、房租费加起来

一年要一万多，跟血透的钱差不多。

自从威坪成立血透室以后，让我节约

了那么大一笔款子。还有就是方便，

我家里骑车来威坪只要15分钟就到

了。”朱大爷告诉记者，他做血透已经

一年多了，以前需要在千岛湖镇治疗，

不仅不方便而且开销大。

县一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血透室

成立于今年1月，目前有血透机5台，

一天可以满足10人进行血透。因为

血透病人大都是隔天进行血透，因此

该血透室最多可以为20人进行血透

治疗。此外，县一医院还每周安排省

人民医院和本医院的医疗专家到医共

体威坪分院坐诊，为威坪片区的百姓

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为了切实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全省医共体

建设首批11个试点县之一，我县从去

年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工作。通

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高标准打造有

品质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真正打通群众就医问诊的“最后一

公里”。

随着我县医共体建设的稳步推进，

就医更方便、转诊更有序、负担不加重、

服务更智慧、健康全跟踪的服务体系将

进一步加强。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一年的建设，我县的县域

就诊率、基层就诊率和老百姓的满意度

明显提高，基本达到老百姓就医“容易、

满意、便宜”的要求。下一步，将充分发

挥医共体牵头医院主动性，继续实施

“三下沉”，即人员、技术、设备下沉，让

更多的适宜技术在基层卫生院“生根发

芽”，努力让基层群众就医“少跑路、就

近跑”，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血透开到家门口 患者免受奔波苦

我县打通群众就医问诊“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