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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峰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一直从事传染病保护和免疫
规划工作，刻苦钻研，争做学术带
头人，创新工作、甘于奉献，负责
并参与国家级、省级等多个重大
科研项目，先后获得衢州市优秀
共产党员、衢州市新 115 人才第
三层次考核优秀、衢州市卫健系
统抗台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

刘文峰：披荆斩“疾”守护健康
从青涩懵懂、远赴他乡的东北小

伙，到扎根常山、视他乡为故乡的“南
方青年”；从怀揣梦想、初学乍练的新
人，到成熟稳重、独当一面的“老手”。
13年的时间里，刘文峰始终坚守在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岗位上，以勤奋踏
实的态度、敬业爱岗的精神，一路披荆
斩“疾”、守护群众健康。

10月24日，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大楼内，刘文峰正在进行防疫消
毒用品检查、疫苗储存温度校对等日
常工作。这些工作琐碎平淡，但刘文
峰却一丝不苟。“相较于临床救治的

‘轰轰烈烈’，疾控工作更多的是在‘润
物细无声’之中，通过改变人群的健康
意识和行为方式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发
病，因此每一件小事都不能马虎。”刘
文峰说。

2011年，刘文峰从哈尔滨医科大
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通过人才引进
来到常山，便一直从事传染病保护和
免疫规划工作。不仅要掌握各类疫苗

的抗病原理、免疫程序，还要定期整理
全县常规免疫疫苗的接种数据，做好
医疗人员疫苗接种培训，通过多元宣
传方式提升县内疫苗接种率。此外，
他还撰写论文多篇，不断提升科研技
术水平。“刘文峰业务水平高，专业素
质、工作责任心强。在生活方面关心
同事，对人诚恳，做事热情。”同事余正
洲说。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在我县统一部署下，刘文峰与同
事们义无反顾地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不论白天黑夜还是酷暑严冬始终
坚守岗位。“我们当时基本上都在学
校、企业或者社区里，进行防控知识宣
传。此外我们专门还有流调组，大家
每天一起奋战。”回忆起疫情期间的工
作，刘文峰十分感慨。“作为急性传染
病专业技术人才，今后我要继续不忘
初心、恪尽职守，做到‘两勤两专’，为
我县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
献。”刘文峰说。

发布杭城“鲜辣常山”美食地图
上线“中国好味·鲜辣常山”小程序

2023“中国好味·鲜辣常山”
推广活动在杭举行

常山县—浙能集团
工作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倩 俞国文）10月 25日下
午，常山县—浙能集团工作交流会召开，总结交
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会上，双方就合作情况、项目进展情况、存在
的问题短板及意见建议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
流。会议指出，常山与浙能集团的合作由来已
久，合作内容已涉及天然气发电、城市燃气建设、
光伏消薄等领域。在回顾合作成果，总结合作经
验的基础上，希望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努
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强合作，推动更多大
项目、好项目在常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常山将
继续全力支持，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助推双方合作再结硕果。

浙能集团认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合作成效
明显。未来，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打
造真诚互惠的合作模式，紧密互动、增强互信，进
一步促成新的合作成果落地生花，为常山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满树胡柚是风景
市民宜看不宜摘

本报讯（记者 行林林 见习记者 刘云飞）胡
柚是常山特有的地方柑橘良种，为了更好地展示
城市风貌，我县在城区部分道路种植了200余株
胡柚树。眼下正值胡柚成熟的季节，一个个金黄
色的果子惹人喜爱，成了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但一些市民却打起了这些胡柚的主意。

10月24日上午，记者在常山大桥看到，一些
市民不顾两旁呼啸而过的车流，穿过齐腰高的隔
离带，拿着梯子和麻袋采摘景观带中的胡柚。“我
就是第一次来啊，他们说可以采摘的，我也不知
道，我真的是第一次。”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市
民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前来采摘。

记者注意到，景观带中的胡柚树也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离地面较近的胡柚树枝干上，已
经没有了果子，部分枝条也被折断，果子落了一
地。只有中段及树梢等处还残留了一些胡柚。
负责该片区域的苗木养护人员告诉记者，胡柚被
采摘的事最近常有发生，很难防范。

“大桥北路这片区域胡柚树被采摘的情况较
多，工作人员在现场会劝阻，等工作人员离开后，
他们又重新回来。”三塘养护公司苗木养护管理
人郑新云说，尽管已加强了巡逻，但是仍有不少
市民趁着凌晨、晚上或者中午休息时间来这里采
摘胡柚。这样的情景也让过往的市民非常气
愤。“胡柚树种在这里是为了美化环境的，这样的
采摘行为真不文明！”市民余小洪说。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不要爬树采摘，
让胡柚常挂枝头。同时，广大市民要积极加入到
监督队伍中，及时制止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好
城市形象。

名医工作室
落户县中医医院

日前，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
省新华医院）、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人董雷呼吸科名医工作室在县中医医院
揭牌。

董雷从事中西医呼吸系统疾病临床与科研
工作10余年，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尤
其是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病、肺
癌、间质性肺病以及过敏性疾病体质辨识调理等
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熟练掌握纤维支气管
镜、机械通气等呼吸科各种临床诊疗技术。

依托名医工作室，接下来，董雷将定期来到
县中医医院坐诊指导，帮助研究制定呼吸内科发
展规划，真正发挥名医工作室对学科建设的带动
促进作用。

段赟 供稿

记者 李玲倩 见习记者 刘云飞

本报讯（记者 葛锦熙）球川豆腐、
白石素鸡、农家小溪鱼……10月26日
上午，杭城“鲜辣常山”美食地图发布
仪式暨厨神争霸赛在杭州市顺利举
办，一道道来自常山本地的特色美食
令现场食客们食指大动。

活动现场，杭城“鲜辣常山”美食
地图正式发布，“中国好味·鲜辣常山”
小程序也正式上线，鲜辣美食门店、特
色菜肴等信息一目了然。现场开设了

“鲜辣美食集市”，鲜辣美食品尝区
——“辣”么好吃、美食体验手作区
——“晒出你的好手艺”、农特产品展
销区——“源”来是你等特色展位吸引
了大量人流。

杭州新侨饭店的徐永君被授予了
“鲜辣美食推荐官”称号，并现场烹饪
了“3分面，7分汤，鲜辣，落胃，不胀不
腻”的地道常山贡面。“‘永君妈妈的那
碗面’是身处异乡的常山人对故乡的
牵挂，也是让外地人了解常山美食的
桥梁。”徐永君说，自从2021年饭店的

“小面大作”美食系列推出后，这碗常
山贡面一直居于热销榜首。徐永君精
心烹饪的这一碗地道常山贡面打开了
越来越多的人对常山美食的好奇。

近年来，我县作为“中国鲜辣美食
之乡”，紧紧围绕产业振兴主线，推动
特色餐饮“走出去”，让“鲜辣”地方风
味成为带富一方百姓的特色产业。积
极打造“中国好味·鲜辣常山”餐饮品
牌，通过整合寓外商会、社会团体等统
战资源，推出了鲜辣美食名宴、鲜辣食
材基地、鲜辣美食门店和鲜辣技艺厨
师培训等衍生业态，在弘扬鲜辣传统
美食文化的同时，“鲜辣常山”不断提
质升级，转化为带动农民增收、产业增
效、发展增值的一条共富新路径。

专业的“鲜辣厨师”才能烹饪出地
道的“鲜辣美食”。依托常山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和“常山阿姨”培训学校等
7个培训机构，先后开展了71期“鲜辣
技艺厨师”培训班，培训近4000人，新
增就业800余人。杭州市常山商会餐
饮分会执行会长谢雨金说，杭州常山
鲜辣美食门店的厨师大多经过“鲜辣
厨师”专业培训，培训内容以常山“十
大碗”烹饪为主，既有实操课程，也有
鲜辣文化等特色理论课程。

“我们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常山鲜
辣特色的美食名菜、名宴、名厨、名店、
名食材，并发挥乡贤企业力量，通过搭

建数字鲜辣美食平台，让优质食材连
线餐饮企业、让餐饮企业找到鲜辣大
厨、让鲜辣大厨做出名菜名宴，真正实
现了从‘舌尖上的味道’到‘美食产业’
的跃升。”县鲜辣美食发展中心主任汪
媛介绍，鲜辣美食产业已经成为常山
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
抓手和载体。

截至目前，全县鲜辣餐饮美食从
业人员已达1万余人，鲜辣美食产业
年产经济效益达14亿元以上。通过
直播带货、产销合作等形式，累计帮助
本地农户销售30余种农产品，销售额
达1亿余元。“鲜辣常山·辣里等U”话
题总播放量逾808万次，覆盖用户突
破1189万人次。

“助力共同富裕，培育产业是基
础，打造品牌是关键，数字化赋能是手
段。”汪媛表示，常山鲜辣美食已形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产业链，
接下来，我县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资
源优势，继续挖掘“拱墅—常山”山海
协作政策资源转化，让“中国好味·鲜
辣常山”走出县域、走向省城、走向全
国。

体验千年榨油文化

10月25日，江山市第二中学80余名学生，来到芳村
镇黄老汉老油坊，了解常山山茶油发展历史和古法榨油
技艺，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古法榨油要经过选茶籽、
晒籽、炒籽、碾末、蒸粉、包饼、装榨、撞榨等工序，图为学
生在选茶籽。

记者 黄国豪 陈书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