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湖街道
银湖商会获评5A级社会组织

本报讯（通讯员 童林珏）近日，银湖商会
凭借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企业合作、履行
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优秀表现，正式被评定为
杭州市 5A 级社会组织。银湖商会自换届以
来，始终秉持“服务会员、服务安全、服务社
会”的宗旨，致力于搭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积极促进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为会员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
务。目前，商会会员由62家单位组成，涉及化
工、建筑、电子商务、新材料、节能环保、钢材
建材、农业、餐饮、生物医药等多领域多行业，
为富阳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春建乡
开展禁毒防艾滋宣传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林淑馨）11月27日，春建
乡禁毒办深入开展以“禁毒防艾，守护平安”
为主题的禁毒防艾滋宣传教育活动。

禁毒社工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
模型、现场问答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
毒品与艾滋病之间的紧密关联，讲清吸毒是
感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并科普了新型毒品
的种类和隐蔽性、诱惑性，让大家认识到毒品
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危害。

■大源镇
启动机关干部“青源助跑”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峰）11月29日，大源
镇举行机关干部“青源助跑”行动启动仪式，
充分发挥大源镇“老乡干”的传帮带作用，助
力年轻干部快速成长。

会上重点解读大源镇机关干部结对帮带
“135”助跑举措，即制定一个帮带计划、搭建
三个帮带平台、推进五项帮带任务。拜师仪
式上，14位徒弟给自己的师傅献上鲜花，行拜
师礼，表达他们的真心诚意。师傅回赠徒弟
一本书，希望他们能沉淀下来，好好学习，不
断进步。

诸暨次坞书画社与大源书画协会结对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峰）11月29日，诸暨

市次坞镇书画社一行14人来到大源镇大同村
的杭州市书法家协会采风基地双溪书画纸
厂，与大源镇书画协会“认亲”结对，并开展联
谊活动。会上，大源书画协会将《风华百年
路，翰墨颂党恩》的书画展作品集画册作为友
谊的见证赠予对方。座谈会后，双方在采风
画室展开了一场艺术创作的深度对话。

■里山镇
启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家怡）11月28日下午，
里山镇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成校
培训教室举行，旨在营造开展全民终身学习
的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持续走深走实。活动现场表彰了2024年镇级
及富阳区级各项学习先进团体和个人，并举
行了镇社区教育兼职教师、志愿者聘任仪式。

■上官乡
召开第四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本报讯（通讯员 黄文亮）11月29日下午，
上官乡召开第四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暨2025
年度工作务虚会，总结了全年各项工作开展
情况、存在问题，并对明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
署。

乡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全乡各项
指标稳中有进，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平安形势
稳中向好，考核成绩可圈可点。全乡上下要
认真分析当前形势，聚焦差距和短板，全体机
关干部要坚定信心，明确目标，上下同心，积
极抢抓发展机遇。

■常绿镇
召开纺织企业座谈会

本报讯（通讯员 裘云珠）11月27日，常绿
镇召开纺织企业座谈会，进一步畅通政企沟
通渠道，共同探讨纺织行业未来发展路径。
会上，各纺织企业代表客观分析了当前纺织
行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对常绿镇纺织行业
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镇主要负责人对企业
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并对纺织行业发展提
出要求和期望，要求企业主动谋求转型升级，
政企同向发力，共同探索纺织产业块状发展
新模式，找准产业链、产品和市场三个定位，
精准突破。

■场口镇
召开火灾事故警示教育现场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显萍）为深刻吸取火灾
事故教训，全面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坚决
预防和遏制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
事故的发生。11月29日上午，场口镇应急消
防管理站召开警示教育现场会，以最直观的
方式“零距离”感受火灾带来的危害和后果，
用“身边事”教育警示“周边人”。在现场，工
作人员发放电气焊作业相关资料，分析火灾
事故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并就如何开展消防
安全自查、如何预防火灾、如何正确报警、如
何扑救初期火灾、如何逃生等相关安全知识
开展培训。

记者 王群芳王小奇 通讯员 陈东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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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街道社会治理分中心正式成立
新闻集束

记者 王群芳通讯员 童林珏 摄影张家云

深秋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位于银湖街道受降
村的银杏公园美得像被大自然施了魔法，摇身一
变，成了金色的梦幻世界。

银杏公园是一个以“千年夫妻树，百年同心井”
为主题的综合性乡村主题公园。一对被誉为“千年
夫妻树”的古银杏树，是园内的一大看点。

雄树树龄 1000 多年，树高约 30 米，胸围 7.45
米，冠幅27米，需要六至七人才能环抱起来；雌树冠
幅小些，也矮小很多，但也有400多年树龄。

公园所在地是受降村大树下自然村，民间传

说，两棵树由一位姓陈的大户种下，抗战时期还险
些被日军摧毁，因此两棵古树能被保留下来十分难
得。“大树下”自然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在漫长的岁月里，两棵古树见证了历史变迁，
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去年，受降村对古
树做了保护，在周围建起凉亭，铺了绿道，提升了周
边整体基础设施和环境面貌。

公园建成后，这里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尤其是
情侣们争相打卡的“网红点”。这两天这对“千年夫
妻树”迎来了最璀璨的“黄金时刻”，趁着周末，快约
上有情人来打卡吧。

银湖公园“千年夫妻树”进入最佳观赏期

记者 王群芳王小奇 通讯员 陈东

11月29日，富春街道社会治理分中心在高教园
区正式揭牌成立。

分中心所在地高教园区拥有中医药大学、杭科
院、职教中心等六所院校，还聚集高科商业中心、大
象画室等重点场所，总经营面积超5万平方米，区域
常住人口4096人，流动人口含学生约3.5万人。由
于区内流动人口较多，警力相对分散，一直以来呈
现出人员复杂、矛盾多发、监管薄弱的特点。

社会治理分中心的设立，旨在加大矛盾调处力
度，强化服务和治理职能，有力支撑高教园区治理
需求，有效破解高教园治理难问题，促进高教园区
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分中心拥有一站式综合受理
窗口、调解室、研判室、视频指挥室、心理咨询室等
服务区域；整合了街道平安办、城西派出所、综合执
法队、交警、劳动监察、司法、教育、住建、妇联、检察
院等多支队伍。

该辖区内的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赵悦林表示，学校将大力支持社会治理中心
的各项工作，坚决服从中心的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和
调度，紧紧依靠分中心协同联动，牢牢守住教育安
全的工作底线，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富春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全力

支持分中心建设，把分中心打造建设成为广大师生
和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窗口。尽快完善巡查、调
解、作息、值班、例会、报告等各项制度；有效整合资
源，全力把分中心打造成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

的开放型的平台载体；抓好专项攻坚，聚焦群众和
师生急难愁盼问题，对矛盾纠纷采取“一站式接待、
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解”措施。

一次“偶遇”来到拔山，带着设计图纸登门
半天小院的店长叫朱慧，是一名“95后”。曾在

杭州上大学的她，毕业后选择了留在富阳。“我是学
美术的，最开始其实是想找一个有院子、环境好的
地方做工作室，但有一次去桂林旅行发现了一家很
喜欢的咖啡店，就想着能不能把工作室和咖啡店结
合起来，自己也开一家。”朱慧说。

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她跑了好几个村庄，但
总觉得差点意思。直到一次出游，让她和拔山“偶
遇”了。朱慧说：“第一次来就很喜欢这里，村子很
干净，也很安静，还有连片的茶山，春天的时候茶山
上还开满了樱花，很漂亮。”

拔山村是浙江省名茶村、“杭州龙井”核心产
区，拥有杭州地区面积最大的万亩茶园。在这里家
家户户基本都会种上点茶叶，半天小院的房子就是
村里的老书记用来炒茶叶的，就连现在小院的一角
还摆放着多台炒茶机。

最初，老书记并不想出租，朱慧多次带着自己
设计的小院图纸上门，这才说动了他。今年4月，她
顺利租下这里，并开始全身心投入改造。她调侃
说：“当我开始第一锄头的时候，就正式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

小院从门头开始在设计上就充满新意。一棵
百年老树延伸出的枝干下，挂着写着“半天小院”的
帆布，在微风种轻轻摆动，随意又雅致。

走进店内，吧台由木头堆砌而成，看上去不那
么规整但却很有意思。吧台前是一张长条形木质
桌子，上面摆着一些书和花花草草，墙面上还挂着
朱慧亲手绘制的装饰画。

院子占据了这里很大的空间，前院摆放着几套
露营桌椅，一个用来烧烤的石头土灶，侧边搭有一
个透明的阳光房；后院是大片的茶园，朱慧在这里
搭建了一个茅草屋顶亭子，挖了一口小池塘，还在
院里的小道边种上了花。她还在院子的两棵桂花
树下搭建了地台，并摆上桌椅。秋天桂花开时，游
客们可以在这里闻着花香，喝着咖啡，望着茶园。

她说：“改造过程虽然辛苦，但好在得到了很多
人的帮助，像店里很多木质工艺就是我的房东帮忙
制作的，因为他之前做过木匠。看着自己想象中的
场景，一步步变成现实，真的很满足。”

放空自我，一个让人“游离”半天的地方
今年6月，半天小院正式营业。就像朱慧当初

惊喜发现了这间房子，小院也给那些不经意间路过
的人们带去惊喜。

“刚营业时很多来到店里的客人都是骑行路过
的，他们会惊讶于这里竟然有一家咖啡店，我还挺
喜欢这种被大家意外发现的感觉。”朱慧说，小院的
一扇玻璃移门上贴满了各种骑行车队的贴纸，大家
似乎已经把这里当作了一个打卡点。

取名“半天”，不仅仅是因为小院只营业半天，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朱慧说：“更重要的是我
希望打造一个能让大家在一周中抽出半天时间放
空、游离自我的去处。”

营业两三个月的时候，朱慧又发起了交流分享
公益计划，取名为“超能力盘活计划”，邀请在某个
领域或专业，有自己独到见解或深度经验，并愿意
与他人分享、交流的人，开展关于音乐、美术、手工、
读书、心理等活动，让大家有机会用自己的“超常”
能力，“点亮”他人。

现在，活动已经开展到了第四期，她也很享受
这种和各行各业的人相遇，与他们交流，并产生碰
撞的感觉。

关于自己开店的过程和现在生活的日常，朱慧
都用影像一点一点记录了下来，发在她的视频号和
抖音号上。不仅是骑行队，很多人开始通过网络来
到她店里，有富阳本地的，也有杭州城区的，甚至一
些来杭州旅游的外地游客，通过小红书也会专程来
小院坐一坐。

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客人们带给朱慧的感
动也越来越多。朱慧说：“从开业到现在，有位滨江
的客人，每隔两天就会到我这里，就在店里点杯咖
啡，然后坐着办公，就连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也
来。他说‘这里能静下心来办公’，还问我村里有没
有房子出租，想直接住在村里。”还有一些来小院写
生的客人，会直接把画好的作品送给朱慧。

小院随意自由的气息，吸引着游客，也吸引着
小动物，总有一只流浪猫会来小院里溜达，大家给
它取名叫“没礼貌”，后院的池塘里还有一只叫“发
财”的小乌龟。

朱慧说：“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同时也给他人
带去一种心灵上的力量，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想
一直把小院开下去。”她还在拔山山顶向农户流转
了8亩茶园，以自然农耕的方式进行培育，从小院望
出去正好能看到，等来年春天，你或许就能在小院
里喝上这一口春茶。

拔山村有家叫“半天小院”的咖啡店

只开半天，“游离”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