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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聪 文/摄

本报讯 时值4月，苏溪镇溪北村的
红樱桃又迎来新一年的丰收季。颗颗樱
桃缀满枝头，色泽晶莹，酸甜可口，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4月16日一早，村民方金英忙碌地
穿梭在自家果园中，细心挑选刚刚成熟
的樱桃招待客人。她种了2亩樱桃树，共
有130多棵。这两天樱桃陆续成熟，每天
采摘量有160多斤，忙得不亦乐乎。“樱

桃就得现摘现吃，放久了口感就没那么
好了。”方金英边说边递给客人一篮樱
桃，客人拿起一颗咬下，对樱桃口感赞不

绝口。“我们的樱桃全是露天种植，今年
阳光好，长势喜人，口感比去年甜多了！”
方金英解释道。

除了线下采摘购买，许多村民还提供
预订配送服务。“樱桃季它又来啦。”吴慧
的朋友圈一经发出，微信列表一时间涌入
不少下单的客户。她说，每年樱桃快上市
时就有不少顾客“催货”，而且今年樱桃品
质不错，顾客的购买热情格外高涨。“今天
又往廿三里、后宅方向送了四五十篮，根
本不愁卖。”

在溪北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依靠
樱桃增收致富。该村党支部书记张阶盛
介绍，全村樱桃树种植面积约 230 亩，
亩产超 300 斤。依托优质的种植环境，

溪北村樱桃抢早上市，自4月12日开采
以来就备受欢迎。“现在上市的是早熟
品种，赏味期持续至4月20日前后。5月
初就轮到晚熟品种上市了，可以持续采
摘半个多月。”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樱
桃价格最近稳定在 30 元至 40 元一篮，
不少游客会选择自己入园采摘，价格约
50元一篮。

樱桃作为溪北村名副其实的“致富
果”，在推动村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带
动周边农村一起种植果树实现增收。

“我们打算鼓励村民引入‘黑珍珠’等更
为优质的樱桃品种，进一步提升品质，
让小小红樱桃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张
阶盛说。

溪北村樱桃迎来丰收季

农户在樱桃园里采摘农户在樱桃园里采摘。。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连日来，金华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
接连在义东高速，查处多起
私家车主把车辆停在应急车
道内，下车采摘槐花的交通
违法行为。

4月13日15时30分许，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
义东高速往东阳方向14公里
附近，一辆私家车停在应急
车道内，一名男子拿着小铁
锹，拎着小袋子，进入边坡采
摘槐花。随后，交警将该男子
带离高速。4月14日13时20
分许，在义东高速往东阳方
向15公里附近，一辆私家车
违停在应急车道内，三人下
车，拎着大袋子在路边采摘
槐花，随后也被带离高速。交
警分别对违停驾驶员彭某与

董某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
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
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
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近日，还有多个破坏隔
离栅上高速采摘槐花的行
人，均被高速交警及时劝离，
同时对排查出的隔离栅破损
处进行修缮。为确保不再发
生类似情况，高速交警支队
四大队已与义东高速管理处
沟通，将沿途槐花进行清理，
并加强路面巡逻，同时对辖
区沿线村庄进行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

高速交警提醒，槐花虽
美味，但安全比美味更重要。
高速公路车速快、封闭性强，
行人禁止进入高速公路，更
不允许驾驶员违法停车采
摘，切莫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忽视生命安全。

高速违停采槐花
驾驶员被记9分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百年古樟树病
了！”眼下本是植物发芽生长
的时节，但在赤岸镇雅治街
村，一棵历经数百年风雨的
古樟树却生命垂危，牵动着
众人的心。

经调查，周边密不透风
的水泥地和沥青路面成了
古樟树无形的“杀手”。这
些硬质铺装像一层厚厚的
铠甲，将树根牢牢禁锢，既
阻隔了空气流通，又让雨
水无法下渗。长此以往，古
树根系严重缺氧，根腐病
不断蔓延。枝叶稀疏凋零、
树干日渐枯槁、生命体征
每况愈下……如今，这棵曾
经郁郁葱葱的古樟树已是

“病容”尽显。
接到“求救信号”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立即组建
专家团队赶往现场。技术人
员使用专业仪器为古树做了
全面“体检”：从树干到枝叶，
从根系到土壤，每个细节都

不放过，详细记录古樟树的
各项健康指标。“情况确实很
危急，根腐病已经对古樟树
的根系造成了大面积损害。”
现场，专家眉头紧锁，“但我
们会全力以赴，制定科学有
效的保护措施，帮助古樟树
恢复生机。”

经过实地调查和原因
分析，一套系统科学的“救
治方案”初步形成：一是进
行“松绑手术”，立即破除树
冠投影范围内的硬化地面，
给根系“松绑”；二是开展

“营养输液”，通过专业手段
治疗根腐病，补充营养基
质；三是实施“重症监护”，
建立24小时监测机制，实时
跟踪恢复情况。

这棵原本枝干遒劲的古
樟树见证了雅治街村几代人
的成长，不仅是村里的“绿色
地标”，更是名副其实的“活
文物”。在专家和村民的共同
努力下，相信这位“绿色老
人”定能转危为安，重新焕发
生机。

百年古樟命悬一线
专家团队紧急救治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通讯员 褚天舒

四月春光盛，茶香满商城。眼下正
值春茶采收关键期，在赤岸镇、大陈镇
等义乌主要产茶区，连绵起伏的茶山宛
如绿色绸缎铺展在天地间，各大茶园里
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4月17日清
晨6时，位于赤岸镇的义乌市元法家庭
农场内，百余名采茶工身着轻便服装，
背着竹篓穿梭于翠绿茶园间。他们指尖
上下翻飞，将一片片鲜嫩茶青收入篓
中，争分夺秒地将指尖那抹嫩绿转化为
市场佳茗。

据悉，赤岸镇作为主产区，全镇茶
园近 3000 亩。以元法家庭农场为例，
300余亩茶园内既有60年树龄的“鸠坑
种”老茶树，也培育了乌牛早、龙井 43
号等品种。“受晴雨交替气候影响，春茶
芽叶生长快，必须抓紧采摘。”农场负责
人表示，熟练工日均采鲜叶15斤，采收
高峰日需 150 名采茶工。为保品质，鲜
叶当日采当日加工。经杀青、揉捻、干燥
等古法操作工序，4.5斤鲜叶制成1斤干
茶。成品茶色泽翠绿、香气清幽。特别是

“鸠坑种”产出的春茶芽叶肥壮，苦甜交
织，备受市场喜爱，不仅市场价每斤高
达 700 元至 800 元，还远销内蒙古、西
藏、广东等地。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我市共有茶园约6000亩，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支柱产业，茶产业已成为促进
农民增收和集体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
近年来，我市紧扣茶叶种植、茶园管理等
关键环节，通过实施农业“双强”项目，打
造茶叶农艺农机融合试验基地，加强茶
园规范化管理，提高茶叶产业化水平，全
力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

时，积极探索茶叶种植、茶叶深加工等多
领域研究，推动产品多样化发展，实现红
茶、绿茶、花茶等茶类协调发展，满足不
同消费者需求。

义乌茶企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义乌道人峰茶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骆驼九
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出口茶叶
认购项目。通过这一合作，义乌茶叶走出

国门，让世界品味中国茶香，有力推动我
市茶产业振兴提质。同时，我市还积极推
动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条。道人峰茶园
和星空家庭农场茶园开展丰富多彩的茶
旅活动，游客不仅能漫步茶园，体验采茶
乐趣，还能参与制茶过程，感受茶文化魅
力，品尝特色茶点，享受悠闲的茶乡时光。
我市还进一步延长茶产业链条，提升茶产

业发展综合效益，实现从单一茶叶生产向
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转型。

此外，我市始终重视专业人才培养。
积极组织茶农，特别是采茶、炒茶等人员
参加专业培训，鼓励茶农参加茶叶生产、
加工和茶艺等技能大赛，为做优茶叶品
质、走好优质茶企的发展之路奠定坚实
基础。

春茶飘香满商城
义乌茶产业绘就乡村振兴“绿画卷”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近日，江东街道
塔下洲社区举办了“安全集
市”活动。围绕“安全大联
盟+微项目认领+助企便民
服务”三大主题，通过游戏打
卡、互动体验、案例讲解等方
式，为辖区企业、商户安全发
展“把脉问诊”。

活动现场，开展了“多元
力量解锁共治密码”社区平
安建设项目认领仪式。市应
急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江东大队、市公安局江东
派出所、江东应消站等9家单
位，分别认领急救培训、平安
巡防、垃圾分类等9项任务。

“竹板一敲笑眯眯，今天
新闻唱什么。不唱东来不唱
西，消防安全重在防……”巾
帼帮帮团成员赵绿化用三句
半，唱出了“消防安全需要全

民行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通过手把手情景教学，为
大家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
法、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
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为居
民送上了一场立体化的宣教
课堂。

垃圾分类护“绿”安，消
防安全飞行棋暗藏消防玄
机，网络安全“圈”出平安“护
身符”，交通问答护航全民平
安路……集市上，现场摊位
各具特色，吸引了来往居民
驻足参与，大家在趣味互动
中增强安全知识。

“社区将继续把共建联
动机制、需求收集机制等固
化为长效治理模式，优化打
造‘学安全、强能力、享资源、
促合作’的家门口综合性服
务平台，让‘治理+服务链’
赋能辖区经济圈。”塔下洲社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全集市”进社区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快递小哥不是在送件，就是在送
件的路上；物流园区周边几乎看不到
理发店，到外面去理发，又没那个闲工
夫；货车司机长期在外奔波，往往在驾
驶室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腰部疼痛
时常发作……

这些曾经困扰物流从业人员的问
题，现在有了积极的应对举措。4月17日
上午，“义盏灯”暖新驿站在中通快递浙
南管理中心上线。

作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服务平
台，“义盏灯”暖新驿站由义乌市委社会

工作部、稠江街道共同打造，旨在通过提
供精准服务传递城市温暖，努力解决这
个群体碰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同时助力

“两新”企业健康发展。
活动当天，组织方给稠江街道社区

学院、青年夜校等10家共建单位颁发了
证书。今后，还会有更多共建单位加入其
中。此举意味着，“义盏灯”暖新驿站的

“朋友圈”在不断拓展。每家共建单位将
立足自身职能和资源优势，在驿站这个
平台上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全力构建一
个暖心又暖“新”的“服务圈”。

“知君辛劳无冬夏，凡所歇处皆是
家。”短暂的停歇，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据了解，“义盏灯”暖新驿站上线后，首
批服务项目包括义诊、免费理发和“小
哥学堂”，有些服务是每月一次，有些服
务则是每周一次。比如，爱心商家和社
区志愿者携手将简易的“理发店”直接
搬到园区，每月固定一天为员工提供免
费理发服务；相关医疗机构派出医护志
愿者，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至园区一
线，现场开设口腔、听力、内外科、艾灸
理疗、中医问诊等特色项目义诊。根据
前期排摸，目前“小哥学堂”则以开设视
频剪辑课和书法课为主，满足部分从业
者对新媒体方面的求知欲以及培养兴
趣爱好的需求。

“随着气温升高，我们准备先开一堂
健康讲座，主要讲一讲如何预防中暑。”某
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作为共建单位代表
现场表态，除了健康课程外，还会设置“健
康加油站”，定时开展血压血糖监测、内科
常见病筛查以及刮痧、艾灸等保健服务。

当前，我市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努力解决好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切实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入感和职业自信
心。同时，紧扣新就业群体职业特点、特
长优势，积极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
治理平台载体，打响“小巷骑兵”“社区合
伙人”等工作品牌，构建“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拓展“朋友圈”构建“服务圈”

“义盏灯”暖新驿站上线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本报讯“水管家的工作
确实细致周到！不然我家这
个漏水点，可能会造成更大
损失！”来自稠州府的马女士
对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
说。近日，市自来水公司的水
管家张师傅在日常工作中，
发现马女士家的当月用水量
较以往平均值翻了三倍。

“现在还不是用水高峰
期，这明显不正常。”多年的
供水服务经验让张师傅怀
疑，用户家里可能存在漏水
问题，随即第一时间告知用
户相关情况，同时约好时间
上门检查。经过张师傅仔细

排查，最终在马女士家卫生
间洗手台的后方，发现有一
处三通接头渗漏。经过维修，
及时减少了用户损失。

近年来，市自来水公司
依托数字化改革，对区域内
水表进行智能化迭代升级。
水管家不仅可以在日常抄
表时，通过水表转动情况、
历史用水数据等判断是否
异常，提醒用户用水情况；
还可以通过物联网平台监
控用水量，提高异常水量发
现效率，减少用户损失。今
年以来，水管家累计进行异
常水量提醒2567起，帮助用
户找到净水器漏水、三通渗
水等87起。

三倍水量露端倪
水管家“把脉”除隐患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春季气温回升，冬眠苏醒的
蛇类活动频繁。4月15日，67岁的吴大爷
像往常一样去自家农田里摘葱，突然间，
右手传来一阵剧痛，同时伴随麻酥酥的
感觉。随后，他看到一条灰褐色的蛇快速
溜走。

“手指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吴大
爷回忆，当时整只右手立即肿胀如馒头，
皮肤出现发紫现象。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马上用清水冲洗伤口，然后紧急前往医
院。根据吴大爷的情况描述，以及伤口咬
距、症状，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凭
借多年蛇伤救治经验判断，考虑是蝮蛇

咬伤可能性大，第一时间为其注射了抗
蝮蛇毒血清，以及预防破伤风、抗炎等对
症治疗。目前，吴大爷在急诊病区继续接
受解毒治疗。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傅庆洋表示，蛇在冬眠之后初醒，攻
击性和毒性都会相对较高，所以在治疗
方面需要更加警惕。在义乌，经常出没的
毒蛇以蝮蛇、五步蛇、竹叶青蛇、眼镜蛇
和银环蛇为主。根据市中心医院历年来
接诊的蛇咬伤患者数据，约90%的病例
被蝮蛇咬伤，10%左右被五步蛇、竹叶
青蛇、眼镜蛇、银环蛇等咬伤。

冬眠苏醒的毒蛇活动频繁，尤其蝮
蛇喜欢藏身草丛、石缝中，而且攻击性
强，被咬后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局部
组织坏死、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
命。据悉，市中心医院每年会接诊 250
例以上的蛇咬伤病人，发生咬伤的情况

多集中在4月到10月，上午9点到下午
3点，傍晚6点到晚上10点的时间段。值
得注意的是，随着气温回升，市民户外
活动增多，露营、徒步、钓鱼、爬山等场
景的蛇咬伤事件激增，然而毒蛇不仅藏
在田间，景区、公园、河道边也同样存在
安全隐患。

傅庆洋提醒，民间流传的一些土方

法，无法对抗毒蛇毒性，抗蛇毒血清是唯
一的特效药。作为全国首家国家级动物
致伤防治中心，市中心医院能满足毒蛇
咬伤、犬咬伤等动物致伤救治的需求。目
前，医院配备所有的抗蛇毒血清，针对各
种不同蛇毒特性对症下药。市民如被蛇
咬伤，请第一时间拨打 120 或立即前往
市中心医院就诊。

大爷田间被蛇咬伤 右手肿胀如馒头
医生提醒：冬眠后的蛇毒性更强

被蛇咬伤后，该如何处置？
1.脱离危险环境，远离蛇，有条件的

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以便后续治疗。
2.保持冷静，不要慌张奔跑，避免加

速血液循环。
3.解压：去除咬伤部位的各种装饰品，

如戒指、手镯 、脚链、手表等，以免因后续
的肿胀导致无法取出，加重局部伤害。

4.冲洗：被蛇咬伤后，有条件的情况
下，可因地制宜用清水反复冲洗伤口。

绝对禁止的三个动作：
1.用嘴吸毒（可能会让毒素通过口

腔黏膜吸收）。
2.私自切开伤口放血（极易造成感染）。
3.私自捆扎咬伤处（可能会加重组

织坏死）。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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