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建德市莲花镇结合“每日劳动一小

时”“人人都是保洁员”等工作，开展“房前屋后

大整治·莲花颜值再提升”专项整治活动。

活动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各行政村的村干

部及党员志愿者们先后深入大街小巷，帮助老

人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整理院内堆放物，

清运垃圾、清理门前杂草。同时入户走访，耐心

劝说、讲明意义，促进村民转变思想，自觉摒弃

乱堆乱放的陋习，为其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莲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后莲花镇将继

续用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

福指数。

徐有根 宋梦潇

日前，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沧滩社区新建的

网格小组开展了一次楼里微光小楼议事活动，

吸引了居民的广泛关注。

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垃圾分类的意义、步

骤和注意事项，并结合实际案例向居民讲解不

同种类垃圾的分类方法和正确投放位置，同时

强调了不定时定点投放和垃圾不分类的不良影

响，鼓励居民积极监督并及时反映问题，共同营

造整洁环保的社区环境。

沧滩社区将党员活动与各类小楼议事、小

楼宣讲、小楼服务活动相结合，充分展示了社区

的创新和责任，形成全社区共同参与、共同推进

的良好氛围，构建了一个清洁、整洁、宜居的社

区环境。 徐有根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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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带你探寻

西湖边的逸闻轶事

人文秘境

一花一草

本报讯 “西湖结冰了。”

昨天一早，摄影爱好者江志清发来多张西湖结冰美

图。不同于前几天宝石山顶结冰，昨天早晨的冰块集中

在西湖湖面，冰面厚度一毫米多，透过冰面能清晰看到

秋叶和枯荷。

照片是早晨7点多拍摄的，江志清沿着杭州花圃、平

湖秋月、后孤山一路走一路拍，大块的浮冰搭配晨曦枯

荷，各个角度皆能出片。

“周五就是冬至了，果然很冷。”江志清说，早上拍摄

西湖浮冰时，湖边寒风凛冽，差点被吹感冒了。

还有人报料说，北山街沿线的荷区内，还有一朵荷

花！是花苞的样子，非常坚强。网友评价它，看似生不

逢时，实则大器晚成。

昨天上午10点50分，本报记者来到北山街，看见秋

水山庄附近的一片荷花种植区里，零星几朵荷花开出了

花骨朵。

“以前这个时候都会来，残荷有韵

味⋯⋯”杭州摄影爱好者倪师傅上午

专程来到北山街，打算来拍西湖里

的冬日残荷，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

荷花。“有点惊喜。”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风

景园林科科长孙坚说，这是一种

新种植的荷花品种，名叫西湖秋

韵。

“原有的西湖荷花在 6 月中

下旬看到花苞，7 月达到高峰期，

8 月中下旬基本凋零。”为了延长

西湖荷花的观赏时间，早几年西湖

景区引进了这一新品种，一开始种

在茅家埠一带，今年开始在北山街

附近的北里湖种了五六百盆。

“这种荷花花期较长，可以开到

11 月。”孙坚说，气温只需要 10℃以上，

西湖秋韵就能开花。

那么，为啥12月也能见到荷花结出花骨

朵？孙坚分析，前些天温度比较高，但近期突然

降温，荷花进入休眠期，所以将一直保持花骨朵的

状态，不会盛开。

“花朵是自然生长，但由于天气反复前期热后期

冷，前期热，生长出花骨朵，后面冷，花骨朵不会开放，所

以造成了这一特别的冬日荷花花骨朵景象。”西湖水域管

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这朵荷花的花期不一定是西湖荷花

中最长的，但肯定是存续时间较久的西湖荷花。“该荷花后

续应该会以花骨朵形态自然凋零。”

本报记者 杨云寒 章然/文 本报记者 徐彦/摄

西湖结冰了
竟还有一朵荷花挺立风中司考、巧克力燕麦曲奇、哈斗，昔日

海丰西餐社的几款经典美食一字排开。

色泽诱人，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

周文龙师傅拿起一块司考，放进嘴

里尝了两口，点了点头：“就是这个味道，

很纯正。”

简单几个字的评价，让一旁的葛赟

昊如释重负。葛赟昊是重开的海丰西餐

社主厨，00后的他，从事西点制作4年。

从10月份开始，葛赟昊就全身心投

入到产品的制作和改良。他一次又一次

和周师傅取经，虚心请教询问。产品的

制作流程、口味、形状、大小⋯⋯不仅打

电话，还会带着做好的点心，上门让周师

傅品尝。

还有不少产品，葛赟昊在保留原来

味道的基础上，对食材和口感进行改良

升级。比如，巧克力燕麦曲奇，对甜度做

了调整，吃起来不会那么甜。哈斗、赤豆

汤冰淇淋、老奶油蛋糕也都改良过。

老师傅品尝司考后说“很纯正”，00后新主厨如释重负老师傅品尝司考后说“很纯正”，00后新主厨如释重负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看着眼前的点心，周师傅很感慨。

他告诉记者，当年的海丰西餐社有三层

楼，一楼是点心和饮品，二楼是西餐，三

楼则以中餐为主。周师傅的主场在一

楼，他从 1979 年进入海丰西餐社工作，

最早的时候负责制作饮品，后来开始做

西点，工作了将近30年。

留在老杭州人记忆里的经典美味，不

少都出自周师傅之手。“在那个年代，到海

丰西餐社吃上一顿，是最时髦的。特别是

一些谈对象的年轻人，说话喉咙都会变

响。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现在虽然上了

年纪，回忆起当年带着自己还未结婚的老

婆到海丰吃饭，依然很起劲。”

夏天是店里生意最好的季节，晚上

客人络绎不绝，不少都是年轻人。印象

最深的一次，周师傅忙得一连17天都没

有回家。店里的领导也心疼周师傅，那

段时间，还悄悄买了甲鱼，炖好后拿给周

师傅吃，让他补补身子。

任宏英是当时的餐饮部主任，主要

在二楼的西餐厅负责服务接待工作，她

带来了几张当年的老照片。“那时候在海

丰上班，我们说出去都是很荣耀的。”任

宏英笑着说。

目前，海丰西餐社的店面装修还在

进行中，估计 12 月 23 日会结束全部施

工，预计2024年初和大家见面。

欢迎读者来潮新闻留言，写下你对

海丰西餐社的记忆和期待，我们将择优

选取 50 位幸运用户，给大家送出“惊喜

礼包”。等海丰西餐社正式营业，每个幸

运儿可以在店内“任选老海丰经典产品

2个+新海丰口味1个”免费品尝。

老照片记录着辉煌，选50位潮新闻幸运用户免费品尝

海丰西餐社即将重回西湖

边。那是很多老杭州第一顿西餐

的启蒙地。

昨天，一个个大家记忆中的经

典产品进行了口味考试。“考官”身

份不简单，海丰西餐社曾经的西点

师傅周文龙，还有当年餐厅的餐饮

部主任任宏英。把退休的他们专

程请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吃到

更纯正的“海丰味道”。

两 位 老 海 丰 人 ，从 这 些 经

典的味道中，找回了很多昔日

的记忆。

这家老杭州回忆满满的餐厅即将归来，本报将选50位幸运读者免费试吃

全新海丰西餐社预计2024年初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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