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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日前，板桥镇聚焦贯彻落实临安区

新一轮“双整”要求，围绕基层党建工作

夯实提高，实现杭州市“双全”的目标，在

板桥镇上田村“三治学院”开展基层党建

“整镇提升、全面提质”动员会，全镇50个

村级网格支部书记、15 个行政村党组织

书记等1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镇党委副书记帅乐芳作动员

讲话，镇党委委员王爱临对网格支部十

二项经常性工作和网格支部党员固定主

题党日会风会纪“五规范”作布置。此

外，党校教育培训科科长俞杰还给大家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通过这次培训强化了二级支部力

量，加强了网格二级党组织负责人等工

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升了上

田“四最”做法，把标准支部建设、党员积

分管理、党员设岗定责等按网格支部深

化推广，切实推动“一切工作到支部”落

到实处。 周菲

板桥开展基层党建“整镇提升、全面提质”动员会
切实推动“一切工作到支部”落到实处

本报讯 从河里抓到一条 7 斤重的娃娃

鱼，没有其他人看到，你会怎么做？带回家还

是放它回家？杭州西湖市政公司河道泵站养

护工人的选择是：上报并送到动物园。

这事发生在杭州康桥街道新开河泵站。

位于康桥的新开河，紧邻运河，新开河泵

站就是运河、新开河之间用于防涝配水的。

3 月 15 日下午，新开河泵站因为水闸墙面挡

墙面砖脱落，工人们正在进行维修。临近傍

晚，维修人员之一陆师傅在闸板内侧发现了

一条奇怪的大鱼。

这条鱼有4条腿，脑袋扁扁，看起来有一人

的手臂那么长，有点蔫蔫的，像是一条娃娃鱼。

莫非这条怪鱼想学一学鲤鱼跳龙门？闸

板离水面有两米左右，正常情况下，这条鱼是

无法跃过闸板返回河道的。于是，陆师傅和

同事赶紧下水把它打捞起来。

他们这才发现，被救起来的怪鱼比预计

的要大，体长有 80 厘米，重量约七八斤。几

位工人拿出手机搜索娃娃鱼图片一对比，确

认这果然是一条娃娃鱼。

考虑到娃娃鱼反应较慢、不太灵活，泵站

管理员立即对它进行补水、充氧等措施。昨

天一早，大家发现娃娃鱼活跃多了，于是将它

送到了能够进行专业救护的杭州动物园。

这条娃娃鱼到底从何而来？工人师傅们

猜测，可能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也可能是有人

放生的，以前闸板里也有鱼类“误闯”的情况，

但娃娃鱼还是头一次发现。

本报记者 孙晶晶 通讯员 周晓舟 王志强

康桥新开河游来一条
“想跳龙门”的娃娃鱼

春光正好，龙井茶树上的茶芽宝宝们也在迅猛地长个子，

每天去看都会长大几毫米。

虽然离集中开采时间还有几天，但是在杭州龙坞，已经有

零星人家开始采摘龙井43号了。早上6点上山采摘，中午开

始炒茶，晚上六点就有最鲜嫩的龙井茶可以打包送出了。

4斤半鲜叶，炒出1斤茶叶

龙井43号零星开采
老客开价1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黄莺 金丹丹 通讯员 金晶 李林峰/文 沈炬林/摄

在龙坞的茶山间穿行，在一陇陇的茶田

里，时不时能看到一两位采茶人开始忙活了。

在桐坞村的樊生华工匠大师工作室，昨

天出锅第一批龙井，而一般村里最早的一锅

龙井基本都出自他们家。

早上 6 点开始，他家里亲戚朋友就开始

帮忙采茶了，“长得快的芽头已经有两厘米长

了。要采了，如果不采就要长过头了。特级

龙井不好太长的，炒出来的干叶子 1.2 厘米

长最好。”樊生华带着钱江晚报记者在茶田里

转了一圈。远远望去，龙井43的茶树上有一

层嫩嫩的绿色，都是新长出来的茶芽。而群

体种的茶芽一般还只有 5 毫米左右，树的颜

色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茶芽长到成年人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就

可以摘了，不过现在还不多。”樊生华家里 3

个人采茶，从 6 点到 11 点，一共采了 2 斤 8 两

的鲜叶，都是两叶一芽的标准样式，“采得很

精细，都是很细心的熟练工，挑着采的。”

而他的邻居，一个早上采下了 1 斤 7 两

的鲜叶。

鲜叶要放在竹编里放上两个小时，等叶

子“蔫”一点，才开始杀青、挥锅炒制。

在樊生华家，所有的步骤都是手工完成

的，“这几天叶子最鲜嫩的时候，价格也好，都

是老客来预订走的，要全手工的。”

记者悄悄问价格大概是多少，樊生华说，

1万元左右，给了老客价。

下午 2 点，樊生华家里，三口锅同时开

工，几位茶工一起帮忙杀青，“杀青的时候，每

锅里的茶不能多的，所以还是要人手的，但是

基本上挥锅是我一个人挥的。这样做出来的

茶品相是一样的，不会有的黄些，有的绿些，

出现色差。”

在一众老茶工中，90 后小伙子严磊看

起来格外显眼。这是跟着樊生华一直学做

茶的徒弟，已经做了好几年的茶。“今天先

帮着杀青，过几天鲜叶多了，也会帮着炒茶

了。”严磊说，今天第一锅茶叶手上就烫出

了水泡，“现在我们的手还能看，过一个礼

拜，大家毛巾都拧不动了。”尽管在手工炒

茶界还是新人，严磊还是很喜欢炒茶，整个

炒茶季已经请好了半个月的假期，准备忙活

家里的茶叶。

虽然鲜叶只有 4 斤半，炒出来的茶叶只

有 1 斤，但是浓浓的茶香已经从窗户里飘了

出去。炒茶室里时不时会有居民来串门，看

看今年的成品，聊聊自家的茶什么时候可以

收，或者来看看第一批茶叶成品的形态。

“今天真的算少的，但是今天晚上，我还

有一个合作的朋友家，有11个采茶工人要来

了，17 日就要大规模开始采摘了，”樊生华

说，龙井 43 号差不多了，马上就是群体种开

采，一年里最忙碌的茶忙季已经在眼前了，茶

香满街的时候就要到了。

龙坞的西湖龙井已经开锅了，那么西湖

风景名胜区的龙井开采了吗？

钱江晚报记者问了一圈，昨天，西湖景区

也有个别茶农家的龙井43号在零星开采了，

但量很少，干茶只有几两到一斤左右。翁家

山、龙井、梅家坞、满觉陇等地的茶农表示，基

本上要到下周一左右，龙井43号会开始规模

采摘，大量的话还是要等到20日以后。龙井

群体种还要晚些，预计3月底4月初开采。

大家一起手工杀青，茶香满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