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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经济家底

连日来，在天马街道定阳社区，普
查员带着电子终端设备，在辖区内经营
场所开展普查登记工作。据了解，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于 2024 年 1
月1日正式启动。全国200多万名普查
指导员和普查员将用 4 个月时间深入
企业商户、走访大街小巷，对从事第二、
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
活动单位，以及抽中的个体经营户进行
数据采集登记。

通讯员 厉向军 摄

新乡贤“巧延”产业链
唱响“共富曲”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秋 廖露 林宇
铖）日前，走进招贤镇纱帽山村，只见家
家户户院子、远处山上都种植着枇杷
树。院中树下，数位老人戴着帽子，全
副武装，手提篮子，仔细地采摘树上的
花朵。“纱帽山村的枇杷只能初夏吃，但
枇杷花茶随时都能喝。”纱帽山村新乡
贤徐朝斌自豪地说，一个枇杷花往往簇
拥着大团的花朵，每到12月份，农民便
要进行一次疏花，这样才能结出更大、
品质更好的枇杷果。

枇杷是纱帽山村特色作物，从枇杷
果到枇杷花，在乡贤能人的带动下，枇
杷产业提质升级，让原本不值钱的枇杷
花有了更好的经济价值，也为村民提供
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枇杷全身都
是‘宝’，只有深挖枇杷价值，发展枇杷
深加工产业，才能更好地‘吃干榨净’枇
杷资源。”家乡的枇杷始终牵动着徐朝
斌的心，于是他决定扎根乡土，振兴枇
杷产业。

以前，农户主要靠售卖枇杷鲜果赚
钱。2017年以来，在徐朝斌的带领下，
村里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建立
了枇杷采摘基地，同时拓宽枇杷深加工

产业链，制作出健康营养的枇杷膏、醇
馥幽郁的枇杷酒、清爽丝滑的枇杷果汁
和清香甘苦的枇杷茶等特色衍生品，今
年枇杷产业为村集体增收25万余元。

枇杷花变“香饽饽”茶香四溢，辣椒
也可以成盆景“红红火火”。“选择适合
种植的品种、准备容器和土壤、种植辣
椒苗和种子、提供适合生长的环境、做
好管理与维护……”近日，在白石镇草
坪村，新乡贤林芳良正在详细记录辣椒
盆栽的种植过程，为接下来辣椒盆栽栽
种做准备。草坪村辣椒种植历史悠久，
素有“常山辣椒出白石，白石辣椒在草
坪”的美誉。“辣椒是我们的富民产业，
如何把‘小辣椒’做成‘大产业’，除了规
模化、专业化发展，创新发展也很重
要。”林芳良早年在杭州打拼，后返乡创
业，投身乡村建设，为辣椒产业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

为提高辣椒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持
续擦亮村庄“草坪红”辣椒品牌，2021

年起，林芳良在浙江理工大学、市农科
院的指导下，带领大家推出辣椒盆栽项
目，投资建设了“百椒园”示范性智慧辣
椒大棚，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大棚适时
监控和调节，将培育的盆栽辣椒观赏期
延长达到半年，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变。目前，草坪村已推出11款
辣椒盆栽产品，深受市场认可，吸引多
部门前来参观、调研。此外，“辣椒盆
栽”带动草坪村周边15户困难家庭就
业增收，每户每年增加3万多元工资性
收入，也助推了草坪村集体经济突破百
万元。

近年来，我县聚焦新乡贤助力乡村
振兴，积极探索新乡贤“引凤归巢”机
制，建强乡贤组织、搭建载体平台、选树
乡贤典型，鼓励引导在外新乡贤回乡建
乡，不断汇聚新乡贤力量，盘活新乡贤
资源，释放新乡贤活力。一幅幅乡村美
产业旺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正在常山
大地徐徐展开。

“净居亮居”助残疾人
过上舒适生活

本报讯（记者 游待露 见习记者 姚洁）“感
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的心里暖呼呼的。”近
日，球川镇球川村村民徐政强的家焕然一新，
原本老旧发黑的天花板与墙面已经重新粉刷，
水泥地面也铺上了地砖，房间干净又敞亮。徐
政强早年因中风导致右半身偏瘫，行走不便。
为了方便他出行，工作人员还特地在其门前修
建了一段平缓的斜坡。

徐政强家的设施改造是我县开展困难残
疾人家庭“净居亮居”改造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59岁的段次汉是球川镇芙蓉村人，因神
经受损导致无法正常站立行走，只能依靠年迈
的母亲照料。去年，县残联将其纳入“净居亮
居”改造户，为其修葺了屋顶，粉刷了墙面，铺
设了地砖，段次汉的居住环境彻底“改头换
面”。

去年以来，县残联聚力改善困难残疾人家
庭生活环境，以困难残疾及重度肢残疾、一户
多残、以老养残家庭为主，开展困难残疾人家
庭“净居亮居”改造工作，全年共改造117户，
其中慈善危房户改造86户、非危房改造户31
户，投入资金115万余元。“我们将继续摸排困
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
家庭，制定个性化方案，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
居家环境。”县残联党组成员、康复中心主任王
诚说。

县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江琪）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了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馆名单。我
县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

县图书馆前身是常山县公立图书
馆，成立于1914年，是衢州市最早的公
共图书馆，现有藏书总量50万余册，其
中，纸质图书近43万余册，电子图书6
万余册，电子报刊5000余种。图书馆
设有报刊室、少儿阅览室、成人阅览室、
图书外借区、过刊室、地方文献室。目
前，每周开放时间提高到87.5小时，所
有空间和服务项目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内容包括寄存、自修、图书借阅、光盘外
借、电子阅览、公益讲座、公益展览、网
络数据共享、参考咨询等。四年来新增
图书12万余册，年均新增馆藏3万余

册，图书的有效供给，较好地满足了全
县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

近年来，图书馆积极进行阅读环境
提升改造，阅览座位增加至272 个，其
中少儿135个。增设图书自助借阅设
备、图书三维导览查询系统、喜马拉雅
有声听书墙、大数据智慧墙、智能导览
机器人、24小时自助微型图书馆、朗读
亭、书法机、地方文献和古籍数字化、智
慧监控等各类软硬件设施。同时，建有
盲人专门阅览区，配备盲文书籍300余
册，视障人群读屏专用电脑和耳机，馆
配盲人听书机70台。此外，从各个不
同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出发，县图书馆
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全
民阅读推广活动，包括公益课堂、送书
下乡、阅读推广等活动，年均开展送书

下乡24200册，年均开展讲座、展览、培
训活动 75 场次，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103场次以上，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了让阅读资源惠及乡镇基层，推
进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图书
馆坚持试点先行，积极开展总分馆建
设，目前县域范围内已建成的分馆数共
计16个，实现14个乡镇（街道）全覆
盖。同时，对全县范围内的农家书屋进
行有效资源整合，将其纳入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与紫港街道、天马街道等合
作共建南孔书屋，目前全县南孔书屋数
量达到10家。总馆、分馆和南孔书屋
所属图书实行统一编目、统一采购、统
一配送、统一检索、通借通还。

节前黄金饰品销售旺
本报讯（记者 梁依迈 郑召隆）随着春节临

近，黄金饰品进入销售旺季。记者从多家金店
了解到，尽管目前金价仍在高位，但消费者的
购金热情不减。

日前，记者在县城一家黄金销售店铺看
到，选购黄金的顾客络绎不绝。展柜前，十几
位顾客正在挑选心仪的黄金饰品，设计新颖的
转运珠、戒指、金珠串红绳等小克重的黄金饰
品备受青睐。“家里有人过生日，现场看看哪个
好看。”消费者郑秀君说。

现场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春节临近，进
店客流明显增多，黄金手镯、古法金、生肖金等
产品都是抢手货，尤其是“龙”的生肖金销售量
更是节节攀升，已经出现了提前预定的情况。

针对连日来的销售热潮，多家黄金珠宝品
牌纷纷给出较大的优惠力度，加码促消费。“年
底了婚庆比较多，我们推出了‘婚嫁节’活动，
很多新人前来购买。”金店珠宝顾问谢女士说。

人工增雨助力
重污染天气治理
近期受持续静稳天气影响，我县持续出现

重污染天气，县气象局抓住1月7日至8日的弱
降雨天气过程，有效开展改善空气质量的人工
增雨作业，分别于7日16时、8日11时通过地面
烟炉燃烧催化剂烟条、发射人工增雨火箭弹连
续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助力改善空气质量。图
为1月8日紫港水库人影作业现场。

通讯员 周婷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