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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港多处护坡绿化损毁
本报记者 琚较

边坡绿化是一种能有效防护裸露
坡面的生态护坡方式，它与传统的工程
护坡相结合，可有效实现坡面的生态植
被恢复，不仅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还
可以改善环境和景观。近日，有市民向
栏目反映，滨江段的护坡绿道出现了大
范围的溃裂、塌陷，不仅影响美观，还存
在一定的隐患。

11月22日上午，记者沿着江滨路
一路行走查看，发现多处护坡的绿化带
出现坍塌现象，有的甚至蔓延数十米。
地面只剩光秃秃的泥土，虽然部分被杂
草掩盖，但是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有下

沉趋势。周边居民表示，出现该情况已
有段时间，部分地方也已经出现下沉，
且面积越来越大，一直没有维修。

“有关部门要重视起来，及时维护，
不能做好了就不管了。”市民宁女士
说。市民周先生也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每天清晨或傍晚，他经常沿着绿道散
步，特别是在雨后，江边清新的空气让
他心旷神怡，看着损毁的护坡，他的心
里十分着急。“这么好的绿化，没管理好
太让人着急了，希望有关单位多重视一
下。”周先生说。

护坡为何会出现坍塌和下沉？随
后，记者前往常山港滨江段的业主单位
——城投集团了解相关情况。“我们前
两天也发现了问题，初步判定原因是背
水坡上面的游步道排水可能没有处理
好，往坡面排，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

况。”县城投集团子公司建发公司副经
理邱彦告诉记者。

根据建发公司的说法，护坡绿化损
毁是因为排水问题所导致的。找到了
产生的原因，那该如何解决呢？“修复方
案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加上
位置比较特殊，大型车辆通过不了，不
好施工，等天晴之后会马上就会开展修
复。”邱彦说。

编后话：护坡绿化不仅仅是为了美
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护坡绿化可以通
过绿化植物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不被雨
水冲蚀而影响道路畅通和人们出行安
全。希望有关部门能早日行动，对损毁
护坡绿化进行整修维护，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让绿道恢复往日容颜，对于后续
进展，本报《聚焦时刻》将持续关注。

文旅融合 乡贤回归 村企合作

高埂畲族村十年精彩“蝶变”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秋）近日，笔

者走进招贤镇高埂村，平坦的水泥路户
户相连，房屋整齐划一，院落干净整洁，
村民笑颜灿烂，畲族舞台、戏台、展馆等
畲族文化风情展示之地尽呈眼前，一幅
和谐共融的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融合
发展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十年前，村道坑坑洼洼，连一条水
泥路都没有。现在村道变好，环境变
美，我们的生活也更带劲了。”谈起村里
的变化，村民徐牛古感慨道，村里的基
础设施，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
极大改善。

高埂村地处招贤镇东部、常山港南
岸，辖高埂、箬溪两个自然村，1900多
人，是个畲族少数民族村。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兰姓村民多因婚嫁迁入，
改姓换族后成了兰氏一脉，居住的村民
大多数姓兰。

“过去十年，是高埂村发展最快的
十年，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就是最
好的印证。”高埂村党支部书记兰佳伟
说，这几年，村庄依托畲乡特色，深挖历
史文化，发动乡贤助力，将畲族特色融
入到建筑风格、民俗展览、文化活动中，

建成了畲族文化馆、民族文化长廊、云
高台畲族戏台、箬溪抗战纪念馆等景观
节点，打造了一条精品乡村休闲旅游路
线，村庄美了、游客多了，村民的钱袋子
也跟着鼓了。

据了解，畲族文化馆内设民俗馆和
农耕馆，以图文写真、实物展示等形式，
充分展示畲族人民别具一格的生活方
式和传统文化；云高台畲族戏台是每年

“三月三”畲族风情旅游文化节的热门
打卡地，喝彩展演、畲族竹竿舞、畲族婚
嫁表演、长寿宴、美食展、乡贤舞龙队等
特色活动，累计吸引5万余名游客前来
游玩体验。以“畲”元素为核心的高埂
村文化礼堂也正在筹备建设中，未来也
将成为一张“旅游名片”。

“历史文化是箬溪的宝贵财富，也
是箬溪的精髓所在，应当在旅游发展中
得以弘扬和传承。”常年在外经商的乡
贤张鸿飞，发动数十位乡贤一起筹集资
金200余万元，在箬溪自然村，先后打
造了抗战纪念馆、箬溪书院、汇贤馆，这
些也成为了乡村游的热门景点。如今，
高埂村已是3A级旅游景区村，随着知
名度的提升，畲乡文化旅游的品牌越来

越响，有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
饭”，通过经营农家乐、当讲解员等，一
年能赚三四万元。

乡村振兴不仅要发展旅游业，还要
发展各类特色产业。眼下，村里还通过

“乡贤+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动民
族村“生态+”经济发展，利用得天独厚
的温泉、古树、古村落等资源，通过招引
乡贤“联手”经营，计划打造箬溪温泉康
养度假区。同时，通过对接在外经商的
村民，成功推动民俗工艺品加工等来料
加工产业落户村里，目前已吸纳村民
20余人就业。

高埂村还联合临近的官庄、泉目山
等村，与乡贤企业赛得健康集团签订了
民族村经济发展协议，在产业合作、技
能培训等方面实现抱团发展。

通过文旅融合的兴村“润富”，乡贤
回归的反哺“创富”，村企合作的结对

“带富”，十年之间高埂村经历了精彩
“蝶变”，农村美、产业强、村民富的美好
愿景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面向可期
的美好未来。

县人大代表视察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陈书窗）11月25日
上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县人大代表视察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提出相关
意见建议。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了紫港街道渣濑湾
村美丽庭院建设情况，肯定了挡墙的原生态、
农房立面改造的整体效果和一米菜园的生
机。在何家乡樊家村，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
边议，详细了解了清廉庭院建设情况，并深入
村民家中实地走访了解庭院建设整体面貌和
亮点特色。

座谈会上，县妇联汇报了全县美丽庭院建
设工作情况，县人大代表与村干部代表分别作
了交流发言。代表们认为，美丽庭院是美丽乡
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做好美丽庭院
创建工作是新时代美丽常山建设的“细胞工
程”，是美丽资源转化成美丽经济的有效载体。

代表们建议，定位上再精准。要注重创建
成果的转化，将美丽庭院转化为美丽经济，让
曾经的“方寸之地”变成“增收宝地”，以文旅农
融合为主线，争创美丽庭院常山样板。设计上
再优化。美丽庭院创建要“面子”更要“里子”，
在设计上要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在创建的基
础上，要一村一品、一户一景，因村制宜，让人
人成为“美丽庭院”的创建者、户户成为“美丽
庭院”的受益者。机制上再强化。要强化创建
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和资金等要素保障，通过
建立工作长效机制、以奖代补等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居民创建积极性。开展美丽庭院“回头
看”工作，是对庭院环境的再巩固再提升，让

“庭院美”引领“乡村美”。

反假币宣传进乡村
11月20日上午，邮储银行常山县支行与各

金融机构在白石镇集中开展“反假货币，助力
乡村振兴”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
员向群众发放反假币宣传折页并以真假币实
物对照，普及假币鉴别方法的形式，提高群众
对真假币的认知度，提醒群众做好个人信息保
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邮储银行常山县支行 供稿

交通安全 一路“童”行
11月25日，县文昌小学邀请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辉埠交警中队民警来校开展“遵守交
通规则，安全伴我成长”主题讲座，向同学们
介绍了交通规则及“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增
强同学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
出行习惯。

记者 黄世超 通讯员 朱倩 摄

外卖小哥
有了“娘家”

11月22日下午，常山县外卖行业工
会联合会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举
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常山县外卖行业
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
委员会。据悉，我县共有饿了么、美团、
柚团等三家外卖企业，有会员197人，工
会联合会成立后，将为外卖小哥提供更
多服务保障举措，让外卖小哥感受到工
会“娘家人”的温暖。

通讯员 杨叶根 摄

校园科技节照亮科学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 占洪良 徐红燕）

“同学们，这是一壶普普通通的、没有颜
色的自来水，我现在蒙上一块丝巾，等
会儿请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神奇的
现象。”11月24日，常山县第一小学联
合何家乡中心小学、新昌乡中心小学抱
团开展的第七届校园科技节在常山县
第一小学开幕，操场上，颇具趣味的“梦
想成真”“不用吹的气球”“水火箭”等实

验，点燃了同学们对科技的热情。
除了有趣的科学实验，活动中，“弹

射小飞鼠”“航模比赛”“陀螺大战”等趣
味科技比赛火热登场；林荫道上、小广
场内，同学们利用家中废旧物品自制的
科技作品，如过山车、小花篮、饮水机
等，吸引着众人眼球；来自衢州学院的
尹涛博士给同学们所做的科技讲座《芯
之所极》，给孩子们打开了现代科技的

一扇窗；县科学技术协会赞助的科技体
验展篷车让大家体会到了科技的许多
乐趣与奥妙……同学们很快就和科技

“打成了一片”。
“科技是创新的课堂，科技是梦想

的舞台。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节，点燃
了学生学好科学的信念，照亮了他们的
科技梦想。”看着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参
与实验，现场一位科学老师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