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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美琳通讯员许灵翀吴翊铭

4月的萧然大地，春风呢喃。
对于省级文化特派员沈朝方来说，这

个春天是忙碌的。
云石山房美术馆进入开馆倒计时，历

史人物传记微电影《黑瓦白虹》即将开机，
体育成长类电影《来自云端的胜利》已经
立项……成为特派员的300余天，这位
导演、教授用艺术为犁，在萧山南部八镇
的田野间划出一道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
深痕。

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乡村美术馆串联起“文化星座”

2024年夏，小满，在戴村镇沈村村的
青山碧水间，在历史名人沈佩兰故居对
面，一栋平平无奇、颇有些简陋的二层小
楼，在沈朝方等设计师们的“点睛”下迎来
新生。

这座取名“云石山房”的美术馆，让国
际化视野与在地文化达成了一种微妙的
平衡。白墙黛瓦，很好地保留了萧山传统
民居形制，内部混凝土与原木结构构成极
简空间，与窗外山水互为风景。日后，这
里将承办多个国际化标准的文化艺术展
览、电影放映活动。

沈朝方发动了他“智囊团”的力量。
浙江电影家协会、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
学院等多家机构提供支持，并组建了行业
顶尖的艺术顾问团和学术委员会。“目前
美术馆已完成了内部改造和美学设计工
作，预计今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首展将
展出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刘旭光教授驻
留戴村的作品。”沈朝方介绍道。

艺术展览的“栖居”，也将建构本地文
化生态。沈朝方计划以美术馆为圆心，串

联起艺术市集、乡村电影节、艺术家工作
室等业态，形成“文化星座”效应，带动当
地农文旅融合发展；当然，家门口的美术
馆，也是群众最好的美育课堂，他们可以
用画笔记录老宅、用镜头捕捉风景，文化
艺术走下了高高的殿堂，化为随处可寻的
微光，缓慢、自然、持续地融入村民的劳作
生活。

“就像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这里将
成为艺术家的取景框、文化产业的孵化
器、乡村美育的土壤。”抱有这样的期许，
沈朝方给该项目定下“硬指标”：每期展览
吸引至少2万线下观众，线上覆盖超20
万人次，助力沈村村创建省级示范村。

沈朝方“三步走”文化振兴战略，已取
得阶段性进展：首期项目云石山房美术馆
正式落地，拟在今年举办4场主题艺术
展；中期规划的三清寨艺术中心进入审批
冲刺阶段，计划打造集艺术影院、画廊、文
创工坊等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远期布局的
体旅成长类电影《来自云端的胜利》，也传
来了成功立项的好消息，可启动拍摄。

如此一来，通过艺术展映、文化节事
与空间再造等方式，“文旅势能”自戴村镇
向萧南八镇辐射延伸，山水长卷中，渐次
浮现出文化基因唤醒、人才栖息筑巢、产
业焕新蝶变的生态链。

实干派“说到做到”
两部萧南主题电影激活文化基因

4月9日，以萧南女杰沈佩兰为主角
的微电影《黑瓦白虹》即将开机，作为他中
期与远期计划之间荡开的一笔。

沈朝方的日程安排愈发紧凑：剧本论
证、动员会、场景勘景、服化道筹备……仅
围绕该片建立的专项工作微信群就多达
20余个。

高效务实的作风贯穿项目始终。好
几次到了深夜，沈朝方仍在抽查演员台词
练习情况。在关照工作进展的同时，他反
复叮嘱自己的团队：“不能走过场，我们要
说到做到。”

当然，背后的力量也给了他充足的底
气。区委宣传部、区纪委、浙江传媒学院宣
传部、戴村镇政府、义桥镇政府、浙江传媒
学院华策电影学院等单位，集聚起强大的

“文化势能”，为影片从立项、创作到出品发
行的各个环节提供支持保障；区级特派员
楼炬负责演员联络和信息统计的工作，黄
晓霞、叶子等文艺骨干主动参演；沈村村村
委书记沈勤建帮忙补充抗战史料……

为做好首尾呼应，在微电影杀青后，
沈朝方计划在云石山房举办特展，“我们
想通过胶片剧照、分镜的形式，展示影片

从筹备、部门设计到成片的全流程，让观
展的人知道一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其实
电影离他们并不远。”

《黑瓦白虹》只是他宏大叙事的第一
帧。前不久，筹备一年的体育成长类电
影，《来自云端的胜利》，传来了成功立项
的好消息。影片将深度契合戴村镇“郊
野小镇·韵动戴村”特色品牌进行叙事，一
短一长两部影片，让历史的砖缝生长出新
的年轮，乡村精神根系也因此得到更为完
整的培塑。

几大文化项目已经组合成“文化反应
堆”，阶梯式美育正在渗透，这位省级文化
特派员在这片土地孕育与创造的一切，如
春意葳蕤。

“2025年计划举办高水平学术交流，
探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模式。”沈朝方说，

“希望美术馆展览、电影、学术交流等，进
一步提升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省级文化特派员沈朝方：

以艺术为犁 在萧山南片八镇深耕乡村文化沃土

本报讯（记者 靳林杰 韩杰 通
讯员 孙宇飞）“在这里，冬天洗手有热
水，夏天有空调，配上除臭的设备，如
厕体验很好。”附近店铺老板朱先生
说，萧山的公厕真的不一般，干净又智
慧，功能还齐全。

这是育才路528号附近的一间生态
公厕，毗邻东门农贸市场，于2018年10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由萧山环投集
团下属城运公司负责运维。公厕为独立
式建筑，建筑面积约165平方米。在设
计上充分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融
入了萧山文化元素，彰显城市品质与文
化内涵。近日，这座育才生态公厕项目
获评第一批省级“美丽厕所”优秀案例。

和传统公厕相比，育才生态公厕
没什么异味。其除味秘诀在于排风系
统的优化，公厕内都装上了新风系统与
空调，每隔一段时间，新风系统会自动
启动，炎炎夏日，也能保障内部清新。

干净的厕所不仅能满足市民的如
厕需求，它更像是一个服务集成化的

“驿站”。公厕内部设施配备齐全，设
有无障碍厕位、第三卫生间、城管驿站
等功能区域，并提供小厨宝、微波炉、
手机充电、AED急救设备等便民服
务，可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

而最让周边居民满意的是智慧公
厕引导系统。通过智慧管理系统，能
够对公厕运行状况进行24小时在线

监测，“早市高峰期，我可以通过门口
的大屏幕，一眼就看到哪个坑位空着，
不用一间间去推门，很方便。”智慧公
厕引导系统可以让市民实时了解公厕
内空间布局、厕位现状，以及温度、湿
度、空气质量、公厕使用次数等情况，
公厕内部每个厕位都配有电子显示
器，提醒市民厕位内的使用情况。

“其实，不仅育才生态公厕是如此，
我们管辖的公厕一共是152座，其中四星
级公厕有20座，三星级公厕有45座，均
按照精细化服务城市的定位，营造出干净
卫生、安全有序的环境，让萧山公厕暖心
又智慧。”城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比如，让妈妈带男娃上厕所无压

力，西河公园六角亭公厕、南江公园茗
香苑公厕等配备了第三卫生间或母婴
室；解决车主的停车难题，公厕推出了

“如厕专用车位”；如厕忘记带纸，冬天
用水冻手，萧山多处公厕设置了厕纸
机、小厨宝等；考虑到用厕安全问题，
不少公厕内还设置了防晕倒报警系
统，如有人在厕所隔间内被检测为长
期未动、疑似昏迷状态，系统会及时向
工作人员发出警报，以免发生意外。

小小公厕，既是便民的服务设施，
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未来，萧山
环投将努力以更精细的管理、更贴心
的服务，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市民
群众的获得感。

入选省级“美丽厕所”优秀案例

萧山干净又智慧的公厕为什么这么赞

本报讯（首席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施东杰）4
月8日清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停机坪上，一场争
分夺秒的生命救援悄然展开。当厦航MF8257航
班因一名孕妇突发晕厥而陷入紧急情况时，萧山
机场医疗急救中心医生金海军携急救箱飞奔而至
的身影，成为这场紧急救援中最令人安心的力量。

6时36分，航班乘务组发现孕妇李女士晕厥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6时39分，金海军接到急
救通知，仅用3分钟便携带急救设备冲入机舱。此
时25岁的李女士虽已恢复意识，但仍然面色苍白、
全身冒冷汗、四肢冰凉。金海军医生迅速为其测
量生命体征，结合旅客自述考虑其为妊娠剧吐、低
血糖发作。

“旅客早孕反应严重，不易进食，需要补液治
疗，必须立即终止行程！”金海军果断建议送医。
为了快速而安全地转运旅客，他全程半跪在狭窄
的机舱服务间，和救护车司机、机组人员一起将旅
客搀抱至软担架转移至救护车内。整个过程仅用
时8分钟。后续李女士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两
小时后回访得知，李女士状态良好，正输液治疗，
家属对萧山机场快速专业的医疗服务表示感谢。

作为萧山机场医疗急救中心的资深医生，金
海军有20余年急救经验，亲历过数百起机上急救
事件。他深知航空急救的特殊性：密闭空间、设备
有限、转运复杂。“机上急救必须分秒必争，每个环
节都要无缝衔接。”金海军坦言，机场医疗团队常
年保持“备战”状态，急救车、医务人员、绿色通道
均24小时待命。特别是近年来机场消防救援保障
部党组织与多家医疗单位党组织开展党建联建，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和
锤炼救援体系，织密织牢了空地救援生命网，也为
此次畅通生命通道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MF8257航班最终起飞时，延误的36分钟
未引发任何投诉。有乘客感慨：“看到医生冲上飞
机的那一刻，就知道生命比时间更重要。”而对金
海军而言，这只是他职业生涯中平凡的一天——

“急救医生的使命，就是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为
生命亮起绿灯。”

本报讯（文/记者 童潇潇 通讯员
边程程 缪妙）昨日，2025越美临浦青
年嘉年华暨五四系列活动举行，开启
了一场专属于青年的春日盛会。

活动中，四位临浦青年代表分享了
在临浦的奋斗与愿景，生动展现了临浦
与青年之间的深层链接和深度共鸣。
活动还为临浦新入职青年代表送上了
温馨的入职礼包，为青年人才代表发放
了临浦慢生活体验券，助力青年在临浦
种下奋斗的种子，收获成长的硕果。

现场，临浦青年π空间正式授牌，
将通过商业综合体与青年群体双向赋
能，为临浦青年持续提供优质服务、舒
适空间，助力青年更好地在临浦成长成
才、创新创业。此外，临浦也向大家发
出了共赴未来的“临浦邀约”——寻找
百名“临未来”合伙人，以青春的热情和
智慧，共同解锁临浦发展的无限可能。

一直以来，临浦都以满格的温度
探索青年发展型镇街建设，用人才政
策、产业发展、配套服务等一系列措
施，让青年放心去拼、放胆去闯。接下
来，临浦将与青年共同书写更出色、更
出彩的故事，让这座充满活力与机遇
的青春之城蓬勃生长。

本报讯（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方梦婷）对于楼塔人来说，春日最勾人
馋虫的那一抹鲜味，源自山林深处的

“原生态天然绿色食品”。
楼塔境内山连绵横亘，土层肥沃，

漫山翠竹摇曳生姿，孕育出春日至鲜
——“黄泥拱”毛笋。笋尖破土，带着
泥土与朝露的气息，演绎着独属于山
林的味觉绮梦。而当下，就是被楼塔
人称之为毛笋里的“爱马仕”——“黄
泥拱”新鲜上市了。

“黄泥拱”是好品质毛笋的乡间叫
法，因其笋体深埋在深沃的黄土层下，

笋头将出未出，将泥土拱成小包而得
名。黄泥拱笋味道要比一般的春笋白
嫩鲜甜，民间有着“黄泥拱上市，鱼肉
都靠边”之说。诗人白居易也曾为其
折服，挥毫写下“紫箨坼故绵，素肌擘
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将
毛笋那超凡脱俗的鲜美、细腻嫩滑的
质感尽显其中。

“萧山南片很多地方都出毛笋，但
楼塔的毛笋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这儿
的大黄岭村，土质就决定了我们的毛
笋与众不同。”村民楼师傅说，这里的
竹山都是黄泥土，一锄掘下去，翻出来

的黄泥像红糖一样，细而软。而整座
山，山坡下面的泥土最好，也容易储存
水分，因此产出的“黄泥拱”毛笋特别
鲜嫩。

大黄岭村的笋深藏竹林中，挖笋不
仅是个体力活，还得讲技巧。“这儿出现
几条细小的裂缝，下面应该有笋。”楼师
傅自小就在山里转，挖笋是一把好手。
跟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细细
的几条裂缝，一看就是新出现的，也就
笔迹粗细，不易发现。楼师傅说，挖

“黄泥拱”毛笋要及时，看到地表有小
包鼓起，就要赶紧去挖了，不然等它破

土而出之后，笋的肉质就会变老，纤维
感重，那就不是“黄泥拱”毛笋了。

在楼塔，吃笋只有一条守则，就是
新鲜，现挖现吃是对笋最大的尊重。
至于吃法，当然是最经典的“腌笃
鲜”——咸肉炖笋。将新鲜的毛笋洗
净剥壳，切成滚刀块再焯水，然后与咸
肉一起放入锅中，不用加任何调味料，
文火慢炖40分钟，直到笋微微透明，
便可以出锅了。咸肉的油脂浸润着毛
笋，使其充分吸收咸香滋味，炖煮后汤
汁浓郁，菜品口感丰富，是一道极具层
次感的春日美食。

楼塔镇“黄泥拱”毛笋新鲜上市

抵达更青年的临浦

2025越美临浦青年嘉年华暨五四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图为在临浦青年π空间开展“青春十条”政策解读会。记者 范方斌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朱芸）如何全
面提升基层青年干部的职业素养、岗位技能及综
合能力？近日，规划资源萧山分局组织了一场“青
蓝携手·薪火相传”规划资源业务培训会。

培训会上，戴村自然资源所退休老干部朱静
芳，围绕“如何做好自然资源管理的‘传帮带’”分
享了自己在基层自然资源站所工作三十余年的经
验。他总结道：“带”不仅是要传授方法、传授经
验，更要传授作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朱
静芳也向青年干部提出“四个有”建议：有一颗热
爱工作的心、有一个善于学习的脑、有一张能言善
问的嘴、有一双跋山涉水的脚。

“从最初单一的土地管理，到如今的包括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各方面要素的系统工程，自
然资源管理工作对基层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的能
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年干部不仅要不断
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水平，
同时也要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学会换位思考，以
己推人来更好地宣讲政策、问民情、讲道理。”朱静
芳说，年轻干部要有“吃苦”的觉悟，多跑现场探实
情，求真务实讲实际，做好深入背街小巷，扎进田
间地头，走到群众身边的准备。

“老带新”是萧山基层自然资源所中延续多年
的传统。为了让老传统焕发出新活力，近年来，规
划资源萧山分局不断组织类似的新老交流会，一方
面让老同志的经验和智慧得以传承和发扬，也让新
同志在成长的道路上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引导。

“未来，我们也希望充分发挥‘青蓝携手’的传
帮带作用，助力青年干部跑出成长‘加速度’，奔赴
规划资源新时代赶考路上的‘基层山海’。”规划资
源萧山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孕妇突发晕厥
萧山机场开展紧急生命救援

青蓝携手 规划资源萧山分
局点燃青年干部提升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