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邵巧露）今

年新春，裘村镇黄贤村 60岁以上

的老年人都收到了同信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捐赠的暖心海鲜礼

包，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

“平日里我和老伴儿舍不得

买海鲜吃。这次他们一下子送来

两大箱，今年春节可以吃个够

了。”陈奶奶抱着两大箱海鲜喜笑

颜开。活动现场，同信生态工会

人员派发海鲜的同时，还详细了

解了老人们的生活近况，并帮腿

脚不便的老人把海鲜搬上三轮车。

虽然天气有些寒冷，但现场暖意融

融。

据了解，这是同信生态为黄贤

老人送新春慰问礼的第五个年头。

今年，同信生态为 420位老年人送

去暖心海鲜礼包，总价值超过 20万
元。五年来，同信生态对该村老人

的慰问金额累计达100万元。

该公司董事长张建国表示，他

们会将敬老、爱老、孝老的理念传承

下去，让社会更加关爱老年群体。

“同信生态”连续五年新春慰问黄贤村老年人

本报讯（通讯员 陈玮）日

前，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营造新

春喜庆氛围，裘村成校联合芦溪

书画社在马头村开展“迎新春

送对联”活动。

活动当天，马头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内一派热闹景象。在现

场，芦溪书画社的书法家一字排

开，铺纸研磨、即席挥毫、笔走龙

蛇，多种书体各显神韵，一幅幅充

满新春祝福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大红春联一挥而就。

热闹的氛围吸引了众多村民

围观欣赏。“今天能近距离欣赏书

法老师创作，真的是太开心了！”

裘爷爷笑着说道，一直待到活动

结束后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

新”“腊梅吐芳迎红日，绿柳展枝

舞春风”……随着创作接近尾声，

书法家带上寄托了美好祈愿的春

联，上门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

“春联写得真好。这么冷的天，你

们还惦记着给我们送春联，真不

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陈奶奶

接过春联，笑得合不拢嘴。

此次活动不仅为村民送去了

新年祝福，也通过书写春联展现

了中华民族的国粹，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马头村开展“迎新春 送对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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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赛慧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裘村镇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之年。今

年，该镇将紧紧围绕镇党代会确立

的目标任务，以谋划“裘村山居图”

为主题，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7%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8%，为“五年奉献一个新奉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正视差距，挖掘潜力，推动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要素保障，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保存量、盘

闲置、拓增量，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抓住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机

遇，做好建设用地规划布局；推进岭

下小微企业园前期工作，引入绿色

环保企业。提升亩产效益，鼓励和

支持企业增资扩产、科技创新、集聚

发展，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天钦

高新技术企业落地、钢导办公家具

项目投产、新益佳磁业公司扩建。

力促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以市场培

育为路径，建立起农副产品、渔业海

鲜、服装衬衣以及文旅产品的小型

市场，打造裘村品牌。

全域旅游纵深发展

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全力

建设全域景区镇。挖掘旅游产业开

发深度、提升经济效益，形成乡旅氛

围。以创建省级森林滨海旅游风情

小镇为契机，打造“小镇会客厅”项

目，完善镇域内风情步道、骑行道、

高端民宿、餐饮等配套设施，构建乡

村旅游整体氛围。培育特色亮点，

引入专业乡旅营运开发团队，提升

包装策划水平；配合区文旅集团改

造提升黄贤景区，有计划地逐步开

放复园；加大马头古村保护开发力

度，推进“夜游马头”项目；启动甲岙

风车文化主题设计，打造“风车天

堂、灵动甲岙”。形成串联互动，加

快建设“运动大景区”项目，串联滨

海旅游休闲区及内部各区块，有效

承接重大平台溢出效应；注重文旅、

工旅产业融合互动，弘扬裘村“忠

义”文化。

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补齐

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推进农房改

造，深入实施翔鹤潭梳理式改造，推

进石盆、甲岙、岭下等村拆旧建新，

鼓励各村提前整理空余宅基地，储

备启动区块；谋划庄下村梳理式改

造，探索宅基地流转区级试点工

作。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利用山海

农业公司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完成

光伏发电二期项目；发挥成校农技

优势，探索村校结对发展。发展农

村产业，发挥本土南美白对虾、海上

养殖、水蜜桃、猕猴桃等种养优势，

加强市场教育和技术指导，探索小

而精、小而新的农旅结合发展模式；

推动网易味央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

投资落地，以示范效应力促农业转

型升级。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补齐设施短板，强化精细管理，

进一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加

强路网建设，配合 S203省道、疏港

高速、沿海旅游专线等项目的实施，

布局高速服务区周边功能；推进桐

冒公路东延项目尽快落地，实施下

湖线路灯亮化工程；加快启动曹村、

岭下农村公路建设，构建镇区内通

外联的交通体系。完善功能配套，

推进卫生院扩建，及早谋划小学迁

建；推动吴江商住区块落地；集中力

量创建马头村小集镇式中心村；妥

善安置肖家坎自然村整村搬迁；实

施东荣庙南侧、莼裘线北侧公园建

设，打造裘一村田园健身休闲区。

优化基层治理，以创建国家卫生镇

为抓手，深化“我们的家园”建设，实

施污水、厕所、垃圾三大革命；实施

镇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执行

主要道路违停抄告处罚，大力整治

商铺乱倒乱排陋习；攻坚“三改一

拆”，争创“无违建”乡镇。

民生福祉共建共享

夯实民生基础、补齐民生短板，

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发展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改善

现有办学条件；开展文化惠民，发挥

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载体作用；出

版《裘村镇志》，传承乡土文脉。加

强民生保障，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拓宽就业

渠道，加强劳动监察，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抓好弱势群体帮扶救助工作，

推广老年食堂助餐送餐新模式。确

保社会和谐，成立工作专班对历史

遗留问题拔钉清零；推进重大决策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落实专职化网

格员运行模式，深化“山海卫士”群

防群治品牌，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

风险大排查，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

念好“山海经” 描绘“山居图”

裘村倾力建设全域景区镇

本报讯（通讯员 邵巧露）

“咕噜咕噜——”在一阵阵热气蒸

腾里，胖乎乎的饺子在锅里翻腾

起来，不一会儿，教室里香味四溢

……近日，裘村镇中心小学推出

了项目化劳动实践系列之“我是

小当家”活动，将课堂变成厨房，

让孩子体验下厨的乐趣，以培育

孩子自立自律、合作民主、乐于分

享、服务他人的劳动素养。活动

有“包饺子”“裹汤圆”“拿手好菜”

“水果拼盘”四大类，近 700名师

生参与美食制作。

揉面团、拌馅料、捏造型……

很多同学第一次尝试包饺子，动

作生涩，所包的饺子也问题频出，

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渐渐变

得有模有样。可以熟练地包出常

规饺子后，同学们又将创意融入

其中，花朵形、烧麦形、圆锥形……各

种形状的饺子一一出炉。

作品完成后，孩子们不约而同地

把第一份美食送给自己的老师。“过

去的一年您辛苦了。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会努力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不

辜负您的期望!”二年级三班班长代表

全班同学为老师送上了笑脸造型的

水果拼盘。

据了解，项目化劳动实践是裘村

镇中心小学新推行的教学方式，旨在

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从教

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通过本次实

践活动，希望孩子们在锻炼动手能力

的同时，树立劳动最光荣的信念，明

白‘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

创造’的道理。”校长蒋增裕介绍，接

下来，学校将继续开展项目化体验式

劳动实践活动，探索劳动教育。

品当家之味 享劳动之美

裘村镇中心小学开展项目化劳动实践

通讯员 陈大甫
舞龙，俗称滚龙灯、盘龙灯，是

群众体育的一种表演形式。据老一

辈说，早在宋代，裘村一带就有过年

舞龙的习俗。至明代，裘村一带不

少村落还有龙灯会。每年农历十二

月二十后，村民放着鞭炮、敲着龙灯

锣鼓出村，挨家挨户去盘龙，一是欢

庆节日，给乡村增添喜庆色彩；二是

赚点过年铜钿，也有应邀去赶庙会、

盘新屋、盘新船等活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岭下、甲岙的

龙灯会很出彩。阎家村甚至有两支

舞龙队，差不多每户村民有人参与

舞龙活动，田间地头经常可以听到

他们相互切磋舞龙技艺，谈起某次

活动的出彩之处，气氛会瞬间变得

热烈非常。1966年，舞龙被当作“四

旧”遭查禁。1978年改革开放,裘村

舞龙再次兴起，全镇出现七八支舞

龙队。

在这些舞龙队中，岭下村舞龙队

历史最长、名声最大、获奖最多，这得

益于队长兼教练李飞鲁对舞龙的热

爱和执着。凭着几代舞龙人的传承，

加上自己数十年的潜心研究，李飞鲁

对舞龙的每个套路、动作均烂熟于

胸，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李飞鲁

的悉心指导下，岭下村舞龙队在传统

动作之外，还添加了独特的“李氏舞

法”，使舞龙的每组动作、每个套路都

活灵活现，观赏性十足。

舞龙难度最大动作的当数打

“落地梅花”，而岭下村舞龙队对此

游刃有余，赶庙会、作表演，参加比

赛，落地梅花都是其必备动作。

2011年10月，该村舞龙队参加杭州

黄龙洞体育馆全国残运会开幕式表

演赛和江西省南昌体育馆全国第七

届城市运动会开幕式表演赛，2012
年参加南京中山陵举行的世界第一

届旅游节开幕式表演赛，他们的舞

龙表演引人瞩目，并脱颖而出。

岭下村舞龙队于 2013年、2014
年、2015 年连续三年参加奉化市

一、二、三届艺术节舞龙大赛，均获

得银牌。2015年获宁波市舞龙先

进团队。2016年，李飞鲁本人被评

为奉化市体育工作先进个人。2019
年浙江省布龙调研会议在裘村镇中

心小学召开，岭下舞龙队在标准套

路、艺术套路和自选套路的表演，均

受到专家肯定，李飞鲁被评为浙江

省舞龙特级教练。之后，李飞鲁又

获评全国优秀舞龙教练。

2012年，李飞鲁应邀任裘村居

委会女子舞龙队教练，常带队去工

厂、敬老院、文化礼堂演出。2013年
在松岙景祐庙舞龙，收到“女子舞龙

呈吉祥，传统文化传万代”大红锦

旗。同年，获奉化市第三届龙鼓展

示大会舞龙金奖，2015年又获奉化

市文化艺术节舞龙二等奖。

除了指导成人舞龙队，李飞鲁

还应邀担任学校舞龙队教练。2017
年组织裘村中心小学舞龙队，并在

2018年和 2019年的全区龙舞大赛

中，先后获得三等奖、二等奖。另

外，李飞鲁还担任鄞州区横溪镇金

峨小学舞龙队教练，2018年和 2019
年先后获全国儿童组龙舞大赛二等

奖、一等奖。他说，舞龙是一门艺

术，要代代传承下去。

李飞鲁和岭下村舞龙队

游在裘村游在裘村

本报讯（通讯员 邵巧露）“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近日，裘四村开展“多读书，读

好书”夕阳红阅读分享会，丰富老年

人精神需求。在裘四村农家书屋

内，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声情并茂

地诵读起诗歌。

工作人员提前挑选了适合老人

阅读的红色经典、科普教育、养生保

健等书籍。老人们翻看着自己喜爱

的图书，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认真阅

读并互相分享体验。

陈大伯拿起《林海雪原》看了一

会儿，向大家讲起“智取威虎山”的

故事，许多老人纷纷补充故事细节，

共同描绘了战斗英雄杨子荣深入匪

巢，活捉“座山雕”的场景。裘伯

伯读了一本关于健康养生的书籍，

跟一旁的裘奶奶分享老年人常见疾

病的预防和自我调养，并一起探讨

了书中的食疗内容，现场气氛十分

活跃。

此次活动不仅激发了老年人的

阅读热情，开拓其阅读视野，还丰富

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接下

来，裘四村将继续推出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阅读活动，营造浓厚的书香

氛围，倡导全民阅读。

裘四村举行夕阳红阅读活动

孩子们体验包水饺孩子们体验包水饺

本报讯 （通讯员 邵巧露）

近期，裘村镇侨联、政协、商会

等部门组织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走访辖区内三家企业的留奉过节

的外地职工，并为该镇46户困难

家庭送去慰问金和米油等物资。

活动负责人何旭晖表示，关

心困难群众和留奉员工是侨联、

政协和商会应尽之责，也是履行

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重要体

现。下步，将通过更多方式为他

们提供帮助。

据了解，每户困难家庭和留

奉过节的外地职工收到了价值超

过1000元的慰问礼包。通过走访

慰问，将温暖送到了困难群众和

留奉员工心中，也增强了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为促进社会和谐作

出贡献。

侨联、政协、商会联合慰问困难群众

爱心裘村 温暖过节

老人喜领暖心海鲜礼包老人喜领暖心海鲜礼包

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

慰问留奉过春节员工慰问留奉过春节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