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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黟县在古民居保护利用中，
把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核心竞争力，坚
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强化宣
传、依法管理，不断加强古村落、古民居的
保护管理。同时，创新保护利用模式，依托
丰富的旅游资源，按照保护性利用的原则，
打造适应古民居保护利用的新业态，培育
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古民居保护利用产品。

走访黟县碧阳镇守拙园，印象最深的是
那无边天池，犹如镜面般，让人心旷神怡，天
池和远处的山峦、周边的徽州古民居相融
合，俨然就是“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
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意境。

守拙园项目是古建筑“异地搬迁”保护利用
模式的典型代表。修复建设、开发利用陶渊
明故居的旅游资源，还原“桃花源记”的生产
生活场景，不仅可以使陶渊明的理想社会生
活方式得以体现，让游客感受体验陶渊明的
理想生活，更可以满足都市人休闲、度假、寻
幽访古及乡村养生的需求，在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的同时，还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发展旅游，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古
民居保护利用，一些文化客栈、文化创作基
地、徽文化展示中心的兴起，让当地村民

“吃惊”。有些村民主动将自身无力保护且
濒临倒塌的古民居依法转让给外来文化学
者进行维修保护和旅游开发。

倚南别墅的客栈老板叶玉治是土生土
长的本地人，他将自己的祖宅租给尚逸轩
度假有限公司，在该县文物局指导、管理下
由公司来维修保护和利用，而他本人则被
公司聘为别墅的管理者。“我在与公司签订
协议的时候就说明整个老宅的格局不能
变，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来修缮，而公司
也原汁原味地把这个徽派建筑保留了下
来。这能让我们的下一辈人看得清楚我们
上一辈人留下的东西，同时，文化客栈的经
营模式使得很多居民对古民居的价值有了
新 的 定 义 和 认 识 ，使 古 民 居 有 了 新 的 生
机。”叶玉治说道。

为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古民居保护和

传承，该县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发动，在县
政府网设立“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专栏”，
制作 17 个古村落 399 幢古民居二维码，开
通黟县遗产办官方网站建立古民居管理
信息平台，在县电视台开设“古黟印记”栏
目，营造了政府主导、群众支持、社会参与
的良好氛围。

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
用紧密结合，坚持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
利用中更好地保护，着力开发旅游精品，
延伸旅游产业链，该县已取得了良好的文
化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遗产地
文化旅游为龙头的支柱产业逐渐做强做
大。 ·韩丹妮 方平·

开发旅游精品 延伸旅游产业链

黟县打造古民居保护利用新业态 本报讯 徽州区坚持“人防、物
防、技防”相结合，家庭、学校、社会

“三位一体”，多方联动，通过加强防
溺水安全教育、设立警示标志、加强
隐患排查、完善预警机制等方式，共
同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为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区、乡镇、村均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包保责任；
区与镇、镇与村、村与组、组与塘库
业主分别签订责任书，完善村居防
溺水工作档案，不断加强对“重点人
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三个关键
环节的管理；建立水域、水情、警示
标志和看护责任人等信息台账，实
行水域“身份证”制度，消除监管死
角；对存在安全隐患、溺水事故易发
的河湖、水库、池塘、建设工地水坑
等危险区域实行“横到边，竖到底”

的地毯式排查，在隐患区域醒目位
置设立 100 余块安全警示标牌，在
重点水域设立防护网，并及时配备
望远镜、救生圈、救生绳、哨子、对讲
机等设备，把防溺水工作做细做实。

为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全
区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
水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召开主
题班会、举办专题讲座、出防溺水专
题黑板报、开展防溺水安全演练等
活动，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通过发放

《致家长一封信》、校讯通、村务公开
栏、LED屏等载体，及时与学生家长
进行安全对接，督促家长履行好监
护人职责，开展家校联动，齐抓共
管，让防溺水工作警钟长鸣。

·张 科·

80 后年轻人胡曙身残志坚，始终以乐观心态面对生
活。在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在网上开起了“残疾大学生
圆梦店”，销售黄山农特产品。凭借良好的经营和细致周到
的服务，网店产品深受欢迎。

右图为胡曙正分包产品、装备发货；
下图为胡曙正在打理网店页面。

胡利龙/摄

创业，让残疾人自立

徽州区

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本报讯 歙县深渡镇辖区内地
质灾害隐患点 17 处，分布于 9 个行
政村。针对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
现状，近段时间以来，该镇采取有效
措施，着力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治
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该镇及时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
领导组，制定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
与各村（居）签订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目标责任书，建立了镇、村、村民小
组三级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层层落
实责任，做到乡镇有防治责任人，村

（居）有监测负责人，灾害隐患点有
监测人，力争在灾害发生前能及时
捕获灾险情信息。

该镇通过以会代训、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大力宣传防灾减灾知
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教育引导
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群测群防员
和地灾隐患点群众做到“四应知四
应会”，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
防灾知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
力。在汛期到来前，将“两卡一信”
及时发放至灾害隐患点和受威胁
的群众手中，并严格落实汛期镇、
村两级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在非灾害
隐患点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安置点，
添置床、被褥等生活用品，精心布
置安置点，为转移撤离群众构筑一
个温暖的家。 ·洪 科·

深渡镇

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治网

一天之中，往返索道上站与五
老峰之间数次，奔走 30多里的山路
完成几个批次的接待服务工作，对
于齐云山景区汪平富来说是常有的
事。当他累得双腿像是灌了铅，嗓
子又疼又哑时，有人问他：“你这样
拼命值不值得？”他的回答是：“为了
齐云山，值得！”

无论处于何种岗位，汪平富都
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上进心，兢兢
业业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同时，
对家乡齐云山的那份挚爱之情，又
促使他刻苦钻研有关齐云山的历史
文化知识，为日后从事的工作打下
了坚实基础。通过多年的不懈努
力，他凭着对职业的热爱、齐云山的
情感、渊博的知识以及深入浅出的
讲解技巧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奠
定了自己在景区讲解方面的地位，

曾有媒体将他誉为“问不倒的金牌
导游”、“学者型导游”和“齐云山的
历史教科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汪平富深知齐云山的发展离
不开一支优秀的导游队伍，而建设
一支优秀的导游队伍就必须要有一
套高质量的导游词。为此，在 2011
年重新编撰景区导游词时，他着重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诠释齐云
山，提炼出“世界上最低的云海”、

“江南第一皇家道场”、“世界仅有的
两棵榔梅树”等新的解说亮点。随
着时代的进步，他的讲解体系也不
断地融入新的理念，在诠释中国传
统文化时不忘弘扬中国梦、廉政文
化等社会主旋律。

景区宣传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基
础，这对于仅有高中文凭的汪平富
来说，比较困难，但他迎难而上勤写
勤练。近年来，他宣传齐云山景区
的文章不仅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
也常常见诸报端和杂志。景区官方
微信平台是齐云山宣传的一块重要
阵地。从景区官方微信平台开通以
来，他就给自己定下了每个月至少
提供 4 篇稿件的目标任务，督促自

己把对齐云山的理解和感情，都化
作优美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呈献给
大家。

在 景 区 争 创 5A 工 作 中 ，汪 平
富不仅全程参与了资源汇报片的
文字编写、修改等，而且在景区全
面更新导览系统中，还担负着景点
说明文字的撰写。此时恰恰遇上
公司组织员工去四川考察，他也是
其中的一员，两者时间上有冲突。
去四川考察的机会是他梦寐以求
的，可是景点说明文字的撰写工作
刻不容缓。汪平富决定带上笔记
本 电 脑 ，白 天 随 同 事 一 起 考 察 景
区，晚上在酒店里加班加点，天天
熬到半夜。就这样，当五天的考察
行程结束时，他也圆满完成了景点
说明文字撰写工作。如今游人在
景区看到的景点介绍就出自他之
手。

汪平富凭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和敬业精神，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智
慧和力量，并以他的实际行动在平
凡的岗位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加快推
进了齐云山旅游事业的发展。

·黄俊军·

汪平富：为了齐云山，值！

各责任单位

合计

市直

市开发区

风景区

屯溪区

黄山区

徽州区

歙县

休宁县

黟县

祁门县

项目个数

294

24

10

8

39

37

34

71

25

20

26

总投资

14686599

3675653

878500

150300

3272700

1413498

1196610

1349338

1589041

440100

720859

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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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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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没有惊天动地，所做的都
是一件件小事。但从这一件件小事
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黄山
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科凌桂爱护士
长用身边的小故事，告诉台下的护
士兄弟姐妹们，面对平淡的生活与
工作，我们要努力为患者撑起一片
生命的蓝天。

5 月 11 日下午，黄山市人民医
院 举 行 了 俭 朴 的 庆 祝 大 会 ，喜 迎
104 个国际护士节。7 名来自临床
的一线护士，用自己身边的故事，述
说平凡的感动。

急诊科的杨佳佳护士用“生命
瞬息”这个成语，告诉大家要珍爱生
命，为了这个目标，医护人员为此付

出很多，虽然有时也很失望，但她们
会永远坚持；感染科的护士长则用
故事，将台下的每一位聆听着带进
了危机四伏的感染科……正因为有
她在演讲中所列举的李杰华、毕秀
丽、胡祥梅的艰辛付出，我们的患者
朋友才会高兴地说：“下一次，我还
会对您微笑。”

该院护理部兰晓娥主任表示：
“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极大
地影响着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在今
天这个特殊日子里，通过护士讲述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随时提醒每一
位护士要从中吸取经验，并以满腔
的热情投入到为患者的优质服务中
去。” ·邓国强·

本报讯 5月 11日上午，29名欧洲茶叶客商远隔万里来
到黟县清野茶厂的生态茶园，近距离感受东方古国的茶文化。

这批欧洲客人主要来自荷兰，他们虽然分布在荷兰的不
同区域，但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事业——经营茶叶。他们不远
万里，相约来到中国，走进黟县，主要是学习东方古老的茶
文化，见识中国不同地区茶叶生产加工技艺，把古老的东方
茶文化带到欧洲，让更多的人感受茶文化，喜爱茶文化。

走进生态茶园和茶叶生产车间，欧洲客商对茶园非常
感兴趣，他们沿着茶叶作业道观赏生态茶园，认真听清野茶
厂厂长张亚力介绍情况。客商边参观边交流，有些客商还
边听边记，希望把所看所听记录下来，带回欧洲，介绍给身
边的朋友。许多欧洲客人对茶叶的生产加工表现了浓厚的
兴趣，在实地参观、品尝生态茶园的茶叶后，对生态茶园赞
不绝口。

欧洲客商 Mikkel Level告诉笔者，茶园看起来管理得非
常好，非常的整洁干净。Paule则说，通过观察茶园、车间和员
工，学到了很多茶叶知识，也便于他们把产品介绍给更多的荷
兰消费者。

黟县清野茶厂以宏村镇的古溪村为核心，流转土地约
670亩，建设生态茶园。2014年该企业出口茶叶 850吨，出口
量占年生产数目的 60%。

据介绍，随着生态茶园在该县的推广，清野茶厂等茶企业
开始走向国外，茶叶出口量也在逐年上升。

·任俊翔 韩丹妮·

黟县茶园迎来欧洲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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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黄山区甘棠镇举办趣味跳大绳比赛，以趣味运动的方式锻
炼团队意识，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葛 军/摄

爱，需要延伸

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市级重点项目1－4月份投资建设情况排名
单位：个、万元、% 5 月 9 日至 10 日，2015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全国巡回
赛安徽省冠军赛在合肥举
行，休宁县海阳二中代表队
经过笔试、现场答题等多轮
激烈角逐，最终获得团体特

等 奖 ，同 时 获 得 个 人 一 等 奖 2 名 ，二 等 奖 3
名。 ·程周 刘卫萍·

休宁县获全省汉字听写大赛特等奖

近日，黄山经济开发区组织工商、发改、消
防等部门，联合对辖区 12家汽车销售公司开展
汽车市场专项整治检查。

此次检查，共叫停汽车销售企业不当广告8
起；针对少数企业存在的续保押金、合同条款不对
等、营业执照变更等问题，开展工商行政指导16
次；现场清除消防安全隐患12处。·胡卫进 方伟·

市经济开发区开展汽车市场专项检查

本报讯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
您家屋后泥土没有松动痕迹吧……”
5月 11日，祁门县祁红乡 23处县乡级
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户都接到了这样
的防汛电话，有手机的隐患点住户还
收到了类似短信防汛通知。

祁红乡作为地质灾害重点防范
区域，辖内共有县、乡级地质灾害隐
患点 23 处。自 5 月以来，该乡及时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迅速进入临战
状态，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确保防
汛工作万无一失。

该乡防汛小分队迅速深入一线
积极应对汛情。乡、村、组党员干部
对沿河低洼村庄、学校和切坡、高坡
建房等地质灾害点进行检查，对沿
山道路等薄弱环节加强防范，对水

库、当家塘、屋顶塘等重点部位安排
专人值守，加强水库水位、坝体监测
和预报预警。同时，深入全乡地质
灾害隐患点住户和孤寡老人、妇女
儿童、残疾户等弱势群体家中，开展
隐患点排查和地质灾害防治宣传。

全乡 6个党组织防汛小分队深
入村组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地质灾
害监测员队伍对各危险地段实行
24小时监测，44个村民组民兵应急
小分队全天候待命，一旦突发险情，
迅速投入战斗。截至目前，全乡 6
个党组织 100 余名党员干部，深入
23 个县乡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险
情 15 处，发动转移群众 90 余人，有
力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胡利军 胡 勇·

祁红乡力保防汛万无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