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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傅一览）杭州吃客

们有福了！2016 年第七届杭州拱墅

运河美食节 4 月 26 日-5 月 3 日举行，

历时 8 天。今年的主题是“运河之旅

喜逢 G20 盛会 拱墅美食盛宴天下宾

客”，拱墅区六条餐饮特色街区和四大

商贸综合体将同时推出吃饭、购物、看

电影、夜游运河等惠民举措。

4 月 26 日-27 日下午，胜利河美

食街上将举行首届厨王争霸赛，大厨

会在现场亮出自己的绝活，如果你正

好在现场，在品尝好菜的同时还能学

几招厨艺。

4月29日18：00起，第七届杭州拱

墅运河美食节开幕式将在胜利河美食

街中心广场举行，随后还有表演和千岛

湖啤酒狂欢节。同一天上午，小河直街

将举办“游历史古街，品传统美食，享趣

味运动”活动，蛮适合亲子的，你可以带

孩子来参加滚铁环、踢毽子、抓沙包、套

环等活动，体验小时候的乐趣。

4 月 30 日-5 月 1 日全天，桥西直

街有首届汉风文化节暨创意产品集

市，汉风创意产品展示、非遗文化手工

艺展示、轻美食体验、汉风服饰展示系

列活动。

4 月 30 日－5 月 1 日全天，信义坊

东广场举办名优点心展，30 多家杭州

老字号糕点、酱制品企业将进行集中

展销，展出时间为9：00-17：00。

此外，4月30日-5月3日期间，如

果你到拱墅区六条餐饮特色街区，或

者城西银泰、万达广场、水晶城、运河

上街四大商贸综合体就餐、消费，要特

别留意商家门口的宣传招牌，许多商

家会不定时推出优惠活动，如果运气

好，你可以吃到 5.1 元的运河名菜，享

受吃饭、看电影5.1折。

6月，美食节还将发布108 道运河

名菜以及电子版拱墅美食线路图。

吃饭购物看电影夜游运河
都有优惠

杭州拱墅运河
美食节来了本报讯（驻淳安记者 程海波 通讯员

余武财）从昨日起，淳安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等优待人群，在县内乘车开始享受减免车

票费的优惠。其中，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二级及以上的残疾人、伤残军人，无论在

县内乘坐城市公交还是农村客运一律免费；

60至69周岁的老年人，乘坐农村客运（县内

农村客运班车，不含跨县班车），一律实行半

票优惠。

“望得到屋，走得人哭”，这是新安江水

库形成后，淳安当时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无路可走”也曾经是淳安人心中无法摆脱

的痛。因此，淳安人数十年来在修路建桥、

改善交通上的努力始终不曾间断。

特别是近年来，县政府每年都投巨资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十二五”期间累计完

成投资 73.03 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增长

91.68% ，先 后 建 成 上 江 埠 大 桥 及 接 线 工

程、淳杨公路排岭半岛改造工程等一大批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了“1 小时”

交通圈。交通对外疏口也更为畅通，基本

形成了“一纵、一横、一环、十出口”的县域

公路网。到 2015 年年底，淳安全县公路总

里程已达 2882.59 公里，行政村客运通达

率达 100%。

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也为促进

城乡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打造富丽乡村创

造了硬件条件。同时，为让便捷的县内交

通网络惠及更多的百姓，今年年初，淳安

县政府专门把优待人群乘坐县内农村客

运车辆减免政策，列入 2016 年为民办事的

十件实事之一。此项新政共惠及全县 8

万多老年人，为此，县财政每年净增支出

600 余万元。

根据这项新政，优待人群在车站内乘车

时，只要在售票窗口出示淳安户籍的《浙江

省老年人优待证》、残疾证和军残证，就可领

取或购买优惠票（站外乘车时，采取上车时

出示相关证件）。

另据了解，从 4 月初开始，各乡镇（社

区）已着手对管辖内符合条件的优待人群办

理优待证件。县交通部门也对客运企业制

定了监督管理举措和考核办法，以确保这项

“福利新政”不打折扣。

淳安八万多老年人新增一项大福利

70岁以上县内乘公交、农村客运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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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钥 通讯员 黄琴

皋亭山下，有一座江干廉政文化教育

园，园子里架了座世宁桥。

这有什么来历？原来它源于古代一个

清官，名叫胡世宁。

他是笕桥横塘人，为官清廉，官至兵部尚

书。退休时，皇帝给了很多赏赐，他却一一推辞。

不过胡世宁也说，如果一定要赏，就赏

给他的家乡——给连年遭受天灾的家乡减

免赋税。

皇帝当即允准。

如果一定要追溯这个举动的根由，从他

家家训里可一见端倪：“贫穷患难，量力所

及，必相救恤⋯⋯”

现在笕桥当地还有胡世宁的后裔 20 多

户人家，胡家后人还拿出了乱世中珍藏起来

的宝贝———两块标有“胡府界”的石碑。

一起留下来的，就是口口相传的家风家训。

即便只字片语，也是淳朴民风。“我们还

打算把这样的清廉做派，在正在打造中的笕

桥历史文化街区里进行集中展现。”笕桥街

道纪工委书记徐旭升说。

弄口人俞长寿，杭州市古都文化研究会

理事，也是《浙江通志·非遗卷》的副主编。

他是个文化人，名片后头印着的是家门

口的姚陡门桥。

“党有纪，国有法，家有规。说起来，我

们家算得上是‘钱塘世胄’，自然也有家规。

比如‘读书乃吾族之本，学规是吾族之源。’

什么意思？再穷不能穷教育，族人不能因为

贫困而辍学。”俞长寿说。

说到帮助他人，“‘善乡睦邻，不衅历

事。’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我们既往不咎。”

江干自古民风淳朴，不少家风家训传为

佳话。

特别是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在中

央纪委全会上提及家风建设后，江干以建设

优良家风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家

风”带“民风”，促“政风”，树“新风”。

“一方面，我们将这些历史好家风，以故

事的形式做成动漫片，扩大传播力和影响

力，从而引领培育现代好家风。同时也在全

区范围寻访好家风，选取好典型，作为江干

廉政文化园区廉德馆内容之一，大力弘扬，

以点带面，切实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江干区

纪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江干还以党员干部家庭为重点，

开展“家风助廉”活动，发放廉洁家庭倡议

书，定期举办“做好家庭廉内助”座谈会，集

中观看廉洁动漫片《郑义门》，引导“廉内助”

吹好枕边廉风，把好家庭监督关。

家训是一笔宝贵财富 江干大力弘扬好家风

记者 毛长久 通讯员 徐浩哲 郭秀勤 华丽

应少华，新一代的茶农，挺会玩。
别的茶农，踩着时令节气，采摘、炒制、坐等茶贩上门或卖到茶叶市场。而他呢，开微店、搞众筹、组织体验活

动，是村子里最会折腾的茶农。
在龙坞茶镇，涌现了不少应少华这样的85后年轻人，他们是接父辈班的“茶二代”。与父辈靠着龙井品牌坐等

客人上门不同，他们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努力改变着眼下不景气的茶叶市场。
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6年前，小应大学毕业，回村继承父业。

他的家，在转塘街道大清社区，这是远近

闻名的茶乡，蜿蜒曲折的村道两边是一望无际

的茶园。

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炒茶好手，自家 5 亩多

茶园里的茶叶每年不愁卖，坐等茶贩上门收

茶，但茶叶总卖不上价。

小应发现了传统茶叶销售模式存在的问

题——茶叶经过茶农采摘后，还需要经过商

贩、茶企等，才能最终到达顾客手中。利润很

大部分都消耗在中间环节。

小应暗下决心，要通过互联网推广大清谷

茶叶，打开茶农的销路。

机会来了——2013年，在一次偶然的大清谷

户外活动中，他结识了两位IT精英，他们一下子迷

上了这片没有污染、风景优美的地方。三个年轻人

一拍即合，决定一起用互联网精神经营茶叶。

首先，他们引入了众筹的理念，承包大清

谷 8.2 亩优质茶园。每位想加盟的茶客交 1 万

元会费，就能成为这片茶园的主人。

会员享受到的权益有很多，比如，每人每年

有2000元的茶叶券，凭券可以在这片茶园兑换

等价的茶叶，一年里还可以两次带朋友来体验

茶园生活，包括采摘、炒制、农家乐等。

几年下来，已经发展了 20 个会员。“想加

入的人很多，但我们在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才更

好，没有发展更多的会员。”

他们还深谙互联网营销。打开他们的微

店“清茗谷”，满眼绿意的茶园跃入眼帘。雨前

茶、明前茶、头前茶等按类销售，详细标注了每

500克茶叶的价格以及相应的说明。

比如一款“特级明前西湖龙井”，最近的销

量达到了 37 份，网上售价 350 元。“这是 3 月下

旬采摘、炒制的，一个礼盒装 200 克。同样的

茶叶在一些专业茶市里卖，价格翻了好几倍。”

三个小伙伴还连续 3 年举办采茶节，邀请

爱茶爱生活的朋友来体验。最近的一次，来自

江浙沪共 50 多人，在茶园里采摘，亲眼见证飘

香的茶叶炒制出来。临走时，还大包小包买走

了质优价廉的西湖龙井茶。

几年下来，小应的创业之路走得有声有

色，每年销售额有数十万元，远超父辈。

在龙坞茶镇，像小应这样脑子活络、敢闯

敢试的“茶二代”还有不少。

石龙山社区的张钰剑，放弃了高薪工作，

回乡在龙坞茶叶交易中心开了两家店，经营茶

叶包装、茶具、茶叶等。

她的店里，装修和摆设古色古香，有专门的

品茶区。客人前来，她招呼着坐下，看茶叶在水

里飞舞，闻茶四溢飘香，一起品茶论道。

“根据互联网的经验，用户体验很重要。”小张

说，她与其说是卖茶叶，还不如说是传播茶文化。

几年下来，经熟客互相介绍，她的生意越

做越大。顾客远至北京、乌鲁木齐，一年销售

额将近300万元。

龙门坎村的“茶二代”小迷，工作之余，做

起了“微商”。

她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自家茶叶

的采摘炒作全过程，让更多人目睹、了解西湖

龙井茶的价值所在。还通过微信转发、集赞等

形式扩大客户群，目前她家50多公斤春茶基本

通过微信平台销售。

接下来，她还考虑通过亲子采茶活动，茶

园结对、免费畅饮等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茶

农生活，推广西湖龙井茶。

“茶二代”们的新尝试，也让相关政府部门

有了新的期待。

近年来，电商平台迅猛发展，礼品茶叶市

场滞销，种种因素叠加，茶产业不似往年风

光。在新形势下，传统茶农必须跟上时代的发

展步伐。

这两年，转塘街道针对普通茶农开展了多

次茶叶销售电子商务培训，专业老师授课，一

对一跟踪指导，协助茶农开网店。本月下旬，

最新的一届电商培训班要开始了，110 名茶农

将学习淘宝店铺及微店经营方面的内容。

“茶二代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推广。”转

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等龙坞茶镇打造好了，

将举办更多接地气的培训班，将那些经营有道

的“茶二代”请到课堂上，传经送宝，共同做大、

做强龙坞的西湖龙井茶产业。

用互联网精神做好茶

茶叶还可以这样玩

本报讯（驻富阳记者 骆炳浩 通

讯员 邱栋）小品《高老三农舍》，讲述

一户普通农家喜迎 G20 峰会的故事；

诗朗诵《好人在身边》，颂扬 17 名农村

党员的先进事迹⋯⋯“述富春故事，扬

最美家风——服务 G20 文化大行动”

首场文艺演出，日前在富阳胥口镇平

畈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

当天下午，富阳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精品展在这里举办。现场还举行义

卖活动，所得善款将捐赠给该村困难

群众。

据了解，作为今年富阳农村文化

礼堂活动的“重头戏”，文化大行动将

围绕“服务G20”这一圆心，紧扣“对话

富春江”这一主题，组织发动文化志愿

者开展送演出、送作品、送讲座活动。

据富阳区文礼办负责人介绍，自

2013 年以来，该区共建成具有各地特

色的村级文化礼堂 132 个。同时，利

用华数有线电视、富阳新闻网建成“网

上文化礼堂”，利用手机网页和微信公

众号开通“掌上文化礼堂”，电信部门

分期分批为文化礼堂建成村免费安装

无线 Wifi。今年，富阳计划新建文化

礼堂 24 个，提升文化礼堂 18 个，打造

和培育三星级礼堂 15 个、四星级礼堂

3个。

“既要建好，更要管好、用好”，今

年，富阳将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对通

过星级认定的村级文化礼堂年度活动

经费实行分级补助。除了开展服务

G20 文化大行动外，还要继续发挥好

政策、道德、农科、健康、文艺五大类宣

讲服务团的常态化宣讲作用，以镇村

文体团队为骨干开展“文化走亲”活

动，针对村宣传文化员、基层文化骨干

举办排舞、戏曲、摄影、声乐、美术书法

等门类的培训班。

述富春故事
扬最美家风
富阳启动
服务 G20 文化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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