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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莹 王树成

“德清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
有古韵悠悠的古镇生活，有广袤美
丽的农村，也有现代化的工业。生
态环境好、人文底蕴深，以后还会
再来。”昨天，在德清县地理信息小
镇，浙江工业大学来自莫桑比克的
留学生苏纯熙不停摆弄着手机，将
眼前美景“定格”在一瞬间。

7月24日至26日，浙江工业大
学国际学院组织留学生走进德清县
开展“感知中国·知行德清”社会
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来自摩洛
哥、坦桑尼亚、土库曼斯坦、尼泊
尔、肯尼亚、莫桑比克等六个国家
的10名留学生走进新市镇、阜溪街
道、康乾街道、莫干山镇与地理信
息小镇，深入古镇、农村、田园、
企业，实地走访、亲身体验德清的
历史与现状、科技与人文、民生与
经济等内容，通过社会实践感知中
国文化。

夜游古镇领略古韵
7月 24日傍晚，华灯初上，热

烈的蝉鸣和深情的晚风吹不散水乡
畔的悠悠韵味。一场集文旅演艺、
非遗市集为一体的“仙潭旧梦”活
动，在新市古镇精彩上演。浙江工
业大学的留学生们，穿梭于水天之
间、光影之间，感受“三潭九井十
八块，三十六条弄堂，七十二座
桥”的无限风韵，聆听来自旧时光

的仙潭芳华。
绚烂的灯光中，两条游船缓缓

游走在古镇水系。“人在水中走，凉
丝丝的，真舒服！”游船上，留学生
们饱览着光影下的古镇，只见古色
古香的建筑群中处处可见出门纳凉
的居民，烟火气十足的古镇生活引
得大家啧啧称赞。

上岸后，一行人来到了新市镇
中心广场，一场光与影的艺术拉开
了欢乐的大幕，海宁艺术团受邀正
在这里进行皮影戏表演。一出出皮
影戏在新市镇中心广场连番上演，
人头攒动的广场上叫好声、惊呼声
接连不断。留学生们在皮影戏艺人
的指导下，也津津有味地体验了一
把皮影戏非遗文化。

“故事有趣，表演方式也很新
奇，能体验这种地道的传统文化，
特别开心。”来自摩洛哥的娇丽小
心翼翼地操作着《新愚公移山》中
小英雄的皮影画，笑着分享了此刻
心情。

走进田园体验农事
7月 25日一早，留学生一行走

进康乾街道联合村，在下戴家组早
稻基地，亲身体验了传统农事，并
跟着当地农民进行割稻与手工脱
粒，感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
底子乡土生活，体验基层乡村农民
的辛苦与丰收的满足。

随后，留学生们又来到新田农
庄参观学习现代数字农业，体验大

棚内现场采摘，跟着果农调研现代
农业技术，了解现代果农一天的种
植养护工作流程。一项项智能种植
技术将农业数字化特点展现得淋漓
尽致，留学生们看得新奇不已。水
灵灵的葡萄也勾起了留学生们的动
手欲，在果农的帮助下，留学生们
完好地采摘下一串串新鲜的葡萄，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大棚内，留学生们还做起了直
播卖货，宣传当地新鲜水果，助力
提高农产品销量。现场，浙工大国
际学院还在新田农庄进行了“浙江
工业大学留学生感知中国实践基
地”授牌，通过实地调研、参与劳
作、助农直播等形式，促进留学生
对中国基层的了解，为助推共同富
裕注入留学生的青春活力。

当天下午，留学生们来到了阜
溪街道龙胜村的水木莫干山都市农
业园，走进了水木蔬菜工厂智能温
室，体验了一把摘番茄的野趣。之
后，一行人又“转战”小山漾淡水
珍珠生态养殖基地，划船亲眼见证
了珍珠养殖和现场解剖珍珠等，了
解了淡水珍珠的培育过程。

莫干山下喜看发展
7月 26日，留学生们一大早就

来到了避暑胜地莫干山脚下，在庾
村广场体验了一系列本地非遗文化。

悠扬婉转的唱腔余音绕耳，那
是越剧团在表演，本地居民、游
客，还有留学生纷纷驻足，静静聆

听这美妙乐音。“这是越剧，我听
过，听说这是浙江本地的地方剧？”
疑问得到肯定，来自尼泊尔的留学
生毛萨姆兴奋不已，忍不住手舞足
蹈地跟学起来。

庾村广场上，来自仙潭村的舞
蹈爱好者与莫干山镇中心学校的学
生，正在欢快地跳竹竿舞。“这是我
们本地的特色舞蹈，依托竹资源，
既能宣传本地文化，又能强身健
体，在当地特别受欢迎。”在现场气
氛的烘托下，留学生们也跟着大家
跳起竹竿舞。

竹编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
宣国维与宣红锋父子俩，也在广场
上展示竹编这项非遗文化的魅力。

“哇哦，真是太厉害了，这真是一门
神奇的手艺！”留学生们拿着现编的
竹艺品一脸爱不释手，这模样引得
宣国维慷慨地送了大家不少小玩意。

体验了传统文化在德清的盛
行，留学生们又走进了地信小镇，
看一看德清的发展。通过参观地信
科技馆、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会址——德清国际会议中心等，留
学生们得知这是德清十年中“无中
生有”发展起来的产业，无不惊
叹。“我要把这些美丽的景色都拍下
来，回去后给我的同学、朋友和家
人看，中国是多么美丽的国度，德
清是多么神奇的好地方！”来自肯尼
亚的留学生欧德操控着无人机，拍
了不少美照，他坦言，这是此趟社
会实践最宝贵的收获。

浙江工业大学留学生走进德清开展“感知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亲身感
受德清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

探访乡村“美丽路径”

德清县钟管镇近日开展“暑期劳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组织
小朋友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劳动的艰辛。 记者 王树成 摄

田间实践促成长

德清县武康街道近日组织开展
“送清凉进工地”活动，为辖区建筑
工地的工人送去清凉汤、水果以及
防暑药品等，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
受清凉和关怀。

记者 王树成 摄

送清凉
进工地

记者 陆志松 通讯员 姚汇

本报讯 一河碧水波光潋滟，不
时有水鸟飞过；两岸绿树成行，一
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呈
现在眼前……盛夏时节，走在德清
县洛舍镇眉毛漾港沿岸，到处都是
这样的美景。

“以前，眉毛漾港堵塞严重，岸
边杂物乱堆、河水脏臭，河边也没
有像样的路，很少有人来这里。”住
在附近的王阿姨说，“如今经过整治
提升，环境变美了，来的人也多
了，已成为村里的热门‘景点’。”

据了解，2019年底，德清县以
全省第一的成绩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水系连通、水美乡村建设及幸福河
湖试点县。截至目前，像眉毛漾港
一样，通过水系连通变得景美岸绿
的例子，在德清已遍地开花。

“试点启动后，我们就抓好顶层
设计，组建了四级联动专班，专班
人员明确职责，确保工程稳步推
进。同时，引入‘1+N’全过程协
同监督机制，全力促进项目重大节
点任务顺利完成。”县水利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在试点县项目完工后，德清县
水利局及时将各工程纳入水利工程
长效管护体系，全面落实责任主
体，明确管护标准，建立长效机
制，真正将河道打造成集安全、生

态、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生命
线”“风景线”“惠民线”。

作为全省首个建立数字化公众
护水平台的县（市、区），近年来，
德清全面推广“绿水币”，广泛调动
社会各界参与支持护水工作的积极
性，成功入选省水利厅第一批水利
数字化改革“优秀应用场景”，让群
众更加直观了解全县水质情况及护
水成果，形成全社会共治合力。

据悉，在大力开展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中，德清县投资5.95
亿元水利资金，以盘溪、阜溪、合
溪等11个水系59条依村河道及6个
湖漾为治理对象，开展河道清淤、
护岸治理、堰坝整治等工作，提升

了农村水系自然连通和防洪能力。
目前，已新建水文化景观28处，实
现县域农村水系整治全覆盖。

“在试点路径上，我们针对德清
西部山区、中部湿地、东部水乡平
原的实际情况，按照三大区块各自
特点进行分类整治，助推全县旅游
业迭代提升。”德清县水利局建设管
理科负责人介绍，在推进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项目建设过程中，该县
因地施策，利用生态河道“穿针引
线”，推动水利工程与水文化、水经
济有机融合，与全域旅游、美丽乡
镇、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同步，形成
了“一村一溪一水景、一镇一河一
风光”的新格局。

一村一溪一水景 一镇一河一风光

德清打造景美岸绿水美乡村新格局

记者 姚思思 通讯员 谢伟勇

本报讯 “双手同步用力，平稳
转动器械，四组一个循环，开始可
以慢一点，动作要做到位。”近日，
在德清县新安镇“康复之家”，康复
医生、县人大代表嵇华良正在指导
残疾人进行康复训练。

“在这里针灸和中药治疗了15
次，面神经瘫痪症状逐渐好转了。”今
年4月，叶小东（化名）在省级医院治
疗，5月新安镇“康复之家”建立后，他
就到“家门口”打卡治疗，效果显著。

记者看到，位于新安镇卫生院
康复楼的“康复之家”配备八件组
合训练器、多功能牵引床、助行器

等康复训练、治疗设备器材、辅助
器具，有6名能够承担康复、护理、
心理疏导等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康
复指导。通过“治疗在医院，康复
在社区”的方式进行精准康复，让
有康复需求的群体有专业场所、专
业医生进行康复指导、训练。

这是新安镇在残疾人康复工作
上积极探索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该镇创新开展了“居家康复病床”
服务项目。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
依托，为全镇46位行动不便、重度
残疾人提供家庭病床上门服务。家
庭医生每周至少上门服务1次进行精
准康复指导，主要有血压血糖测
量、推拿按摩、康复指导、心理疏

导等服务，同时把他们的需求第一
时间反馈给镇残联工作人员。

百富兜村村民沈玉根重度残
疾，旧轮椅已使用了好几年，想重
新申请一个新轮椅。村残疾人专管
员帮他在自助终端预约服务机进行
申请，镇残联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
进行审核，确定符合申请条件后，
前段时间已将新轮椅送至沈玉根家
中。原来，该镇通过全力探索智慧
助残辅具共享模式，利用镇村两级
便民服务中心的自助终端预约服务
机，在原先预约服务的基础上增加
辅具共享功能，实现一键申请，对行
动不便的人员可以选择上门代送，实
现辅具共享“一次都不用跑”。

同时，新安镇还为全镇110户
重度肢体残疾人、75岁以上独居老
人配备智能手环，数据连接至家庭
医生手机端和电脑端，可以通过监
测系统时时关注监测对象的心率、
睡眠质量、身体状况等，对异常情
况提前发现、提前介入。监测对象
如遇紧急情况，可通过手环一键呼
叫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根据实际情
况立即上门处理。

“目前，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都是
免费的，随着‘康复之家’的启用，
能进一步带动家医助残、提升基本
公卫水平，让有康复需求的群体得
到更精准、更便捷的康复服务。”
新安镇卫生院院长沈忠伟表示。

上门服务+智能服务

新安“康复之家”打通助残“最后一公里”

记者 陆志松

本报讯 “关节之处绕两
圈，下一圈，上一圈，逐渐
分两边……”近日，德清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室里，一百多
名教师在红十字培训师宋艳辉、
王华等人的示范下，正学习受伤
包扎技能。

据悉，自6月26日起，县红
十字会与县教育局共同举办“千
名救护员守校园”活动至今，已
办四期，学员对象是来自全县
各类学校的千名在职教师。培
训结束后，考核成绩合格后可
获得红十字应急救护员证书。

今年，德清县提出了关于

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到2025年，要求全县
各学校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达到
100％，学生军训中战场医疗救
护训练达到100％；学校教职员
工的救护员或CPR+AED持证
率达到50％以上；高校、高中
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接受救护师资格培训
100％全覆盖。

当天的培训班上，培训师
不仅向学生们讲解了心肺复
苏、气道异物梗阻、AED的使
用、创伤急救等知识要点，还
利用实物进行了演示，让学员
们通过参与实际操作，进一步
提高急救技能水平。

千名教师学急救技能

通讯员 潘江伟 记者 姚思思

本报讯 为保障员工在高温
环境下作业的劳动安全和身体
健康，近日，德清县雷甸镇人
大走进辖区企业开展中医义诊
服务活动，为企业职工送上夏日
用品、药品和义诊，给不畏

“烤”验的员工送清凉。
来自中医针灸、中医推

拿、中医内科等中医诊所科室
的专家医生耐心细致地为前来
咨询的企业职工提供“一对
一”“面对面”的健康咨询问
诊，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日常饮食情况，就常见病、多发
病等问题进行健康指导，用通
俗易懂的话语解释病例，耐心
解答职工们的健康问题。医师

们还邀请有颈椎、腰间盘不适
的职工体验针灸、推拿等中医
特色理疗服务。把脉问诊、血
压测量等常规项目也深受职工
喜爱。

助企活动中，人大代表和
医护人员还为职工送上了藿香
正气水、凉茶等“解暑神器”，
并为大家普及了预防高温酷暑的
措施等科学健康知识，提醒他们
平时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强化
防暑健康意识。本次义诊活动共
接待职工500余人次。

雷甸镇人大相关负责人介
绍，借助本次义诊向企业及其
职工宣传普及夏季防暑等卫生
健康知识，能提高职工身心健
康水平，有效架起了人大代表
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中医义诊进企送健康

通讯员 韩洁 记者 廖莹

本报讯 在德清县下渚湖街
道莫干山开元森泊度假乐园水
乐园里，近日开展了一堂防溺
水安全课。县游泳协会救生志
愿者大队防溺水宣讲团详细讲
解了正规的游泳场所、游泳器
具及发生溺水险情后的正确做
法，并现场进行模拟，让“小
候鸟”们在真实情境中掌握防
溺水知识。

夏季气候炎热，是各类火
灾事故的高发期。乾元消防中
队受邀开来了一辆消防车，为

“小候鸟”们上起了消防安全
课。孩子们围在消防员身边，
听消防员介绍消防车辆的器材
装备；还穿上了消防小背心，

在消防员的指导下，拿起水
枪，体验了一把灭火小战士的
乐趣。通过寓教于乐，将安全
意识根植孩子的心间。

开元森泊是一家旅游企
业，暑期是企业经营旺季。为
让员工们白天能安心工作，开
元森泊为员工家的“小候鸟”
开办了“森芽儿托管班”。开元
森泊度假乐园总经理黄颖毅
说，每年暑假街道都会为这里
的“小候鸟”送上定制课程，
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同时，由下渚湖街道禁毒
办、妇联、派出所、关工委组
成的平安志愿者们还对禁毒、反
恐、反邪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宣
传，为孩子们织起严密的“防护
网”，增设了牢固的“安全锁”。

安全礼包乐护“小候鸟”

通讯员 高梦琦 记者 姚思思

本报讯 7月23日晚，德清
县“阜溪好婆婆”志愿者在辖
区农贸市场与兴山小区开展

“扫黄打非”志愿宣传活动。
“扫黄打非筑牢墙，国富民

强新纪元。全民参与更晴朗，
全民参与更晴朗。”志愿者在兴
山农贸市场等多个地点，通过
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快板演出、
发放解读宣传手册等多种通俗易
懂的形式，进行“扫黄打非”知
识宣传。

在兴山小区，志愿者们挨
家挨户上门，耐心细致地向群
众宣传“扫黄打非”的重要意

义，引导居民自觉树立抵制各
类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倡
导居民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主动参与到“扫黄打非”活动
中来。

阜溪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样“接地气”的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扫
黄打非”工作的知晓率，营造
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

“扫黄打非”的良好氛围。接下
来，将不断创新宣传手段，扩
大宣传面，通过持续开展各项
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辖区内群
众携手共建绿色、健康的文化
环境，推动“扫黄打非”进基
层工作落地见效。

扫黄打非宣传进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