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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0571-85311551专栏

杭州市上城区明月桥路384号等
23处底商（花园府底商）7年租赁权出租
公告

项目名称：杭州市上城区明月桥路

384号等23处底商（花园府底商）7年租

赁权

出租底价：1.6元/平方米/天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
2022年 7月 14 日16时

联系人及电话：陈小姐 王先生

0571-85085559、0571-85085582

详情请登录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zaee.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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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年是“蒲公英计划”十周年，为助力杭

州新时代文明实践，“蒲公英计划”理事会联合杭州市文

明办，将于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开展“杭州新时代文明实

践‘蒲公英计划’书法美育公益培训”活动。

此次活动将面向杭州市招收100名学员，择优录取，

学员学费全免并统一给学员提供教材和基本文房学习用

品。培训活动教学团队由“蒲公英计划”发起人陈振濂教

授以及“蒲公英计划”名师团成员担任。

据介绍，2012 年，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大型

公益培训志愿服务项目由陈振濂教授和浙江日报报业集

团共同发起。该项目倡导“书法育人，审美居先”的教育

理念，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书法艺术为己任；

由陈振濂教授担纲课程设计和教学，“蒲公英计划”名师

团以及陈振濂工作室优秀学员负责具体教务工作。该项

目自 2013 年起，在浙江富阳、新疆乌鲁木齐、河北雄安、

浙江慈溪、西藏拉萨、西藏那曲等开展系列公益书法培训

活动。十年间，为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免费培养

了两万余名书法教师和书法人才。2019 年 2 月，全国书

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大型公益培训志愿服务项目被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评为 2018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被中央文明办

列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首批示范项目。

2022 年的活动将以网络教学方式在“艺术融媒体”

APP 上进行。报名将于 7 月 7 日截止，报名联系人：刘梦

佳 15068831639。 本报记者

助力杭州新时代文明实践

“蒲公英计划”书法美育
公益培训项目启动

昨天傍晚，杭州读者李女士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料：“我刚刚路过宝善宾馆，在门口看到了停

业告示，这是要关门了吗？”

李女士就住在体育场路，“这些年来，家人聚餐、朋友聚会，都会选宝善村（宝善宾馆餐厅），口味

算是比较传统的杭帮菜，价格实惠，离家也近。印象里，前几年这里刚重新装修过。现在周边的路

修好了，宝善桥地铁站也开通了，怎么宾馆反倒要关门了？”李女士言语间很是舍不得。

昨天傍晚6点30分，钱报记者来到了位于体育场路102号的宝善宾馆。

外面下着雨，天色已暗，宝善宾馆一楼大堂灯光如昼。接待处没有人，台面上摆放着停业告示。

一位工作人告诉记者：“星期五起，宾馆将停止客房和餐饮业务，写字楼依旧开放。”

杭州市中心很老牌的宝善宾馆
今天和大家说再见了
昨晚，有市民专程赶去吃最后一餐
干了20年的厨师说：青春都在这里

在这里吃了5年
赶来吃最后一顿

宾馆二楼就是宝善村餐厅。记者拾级上二

楼，迎面撞上一个小伙子，他姓吕，是专门赶来吃

宝善村最后一餐饭的。

小吕是大三学生，土生土长的杭州人，5 年前

他家搬到宝善宾馆附近后，就常常跟父母来宝善

村吃饭。“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点了一盘健康大

拌菜、一碗葱爆腰花，还有一瓶雪碧加一碗米饭，

一共是65元。”

小吕告诉记者，大约一个月前他知道宝善村

可能要暂停营业，这一个月来他和父母好几次来

宝善村吃饭，上个周末还来过一次。

来到二楼餐厅，“宝善村”的招牌依然明亮。

点菜柜里面的菜肴却略显单薄，原本四个大

冰柜只剩两个还在运作，摆着菜品。

大厅里零零散散坐着三两桌食客，大都是中

老年人。

餐厅服务员郭大姐说，餐厅的特色菜有羊排、

鱼头、牛肉，平价亲民一直是餐厅打的招牌。以前

宝善村生意还是蛮兴旺的，最近不大好，近一个月

来客人比以往减少了一半。

“这两天来的都是老客，多多少少都会点上一

大桌。”郭大姐告诉记者，因为要停业的缘故，餐厅

这两天准备的菜种类有限，“现在就是有啥吃啥

了”。

晚上 7 点 35 分，一位顾客走进餐厅，“还有什

么菜？就帮我上吧，有啥吃啥。”郭大姐带抱歉地

回答：“不好意思，菜都已经点完了⋯⋯”

走廊拐角处的三个大包厢坐满了人，年纪都

在四五十岁左右，看样子是家庭聚会或老友聚会，

大家操着杭州话有说有笑，不时举杯，看来都是这

里的常客。

干了20年的厨师不舍：
“我的青春都在这里了”

餐厅大厅里，三位厨师倚靠在柱子旁。

一位姓吴的厨师告诉记者，“我在这家餐厅干

了 20 年，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了。一个月前，老

板跟我们提前说了，让我们好去另外找工作了。

说实话，很想哭，就像鸟窝没了，小鸟也就各奔东

西飞走了。”

吴师傅老家安徽，一来杭州就是在宝善村餐

厅工作，从小伙子模样慢慢做到现在长出白头发，

“我的青春都在这个餐厅。今天结束营业，就要彻

底告别了，挺难过的。”

在包厢外聊天的几位员工也说：“我们住在一

起，工作在一起，都很熟悉了⋯⋯挺舍不得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有位大叔与同伴吃好饭要离开了，临走前特

意走到餐厅几位老员工面前说了一句“别难过，开

心点”。

宾馆相关负责人：
连续亏损难以为继

大家的不舍写在脸上。

为什么宝善宾馆要关门？

昨晚，钱报记者拨通了宝善宾馆负责人的电

话。

他表示，餐馆与宾馆整体撤出，是经营结构的

调整，用于办公出租的写字楼仍在营业。宾馆的

运营成本很高，疫情这三年来每年都处于亏损状

态，撑到现在已经难以为继。“疫情前，客房平均入

住率达到 77%，疫情以来就很低。餐馆呢，之前

人均消费可以达到一百多元，现在只有五六十

元。”

关于宾馆员工的后续安排，这位负责人也做

了回应：“宾馆关了之后，大部分工程部、安全部工

作人员以及宾馆管理人员都会留下来，留不下来

的一线老员工，我们会给他们介绍安排其他工

作。”

现在，宾馆客房都已经清空。

记者在网上搜索宝善宾馆，显示没有可预订

的客房。

本报记者 边程壹 实习生 曾逸澜 俞丰君安 李岚

昨夜的宝善宾馆

宝善村的最后一餐，来的多是老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