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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艳华

本报讯 近日，西溪镇上坛村文

化礼堂内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慕名前

来文化礼堂二楼的展存厅馆参观上

千件“文物”。“早就听闻这里有个村

级博览馆，里面放着很多村民们收藏

的‘传家宝’，今天一看果然很有意

思。”来自象珠镇官川村的胡阿公与

朋友们逐一参观了各展区。在这座

面积 100 多平方米的展区内，不仅有

迷你孵坊、打铁廊等手工作坊展品，

还有龟山、五通洞花果山等村里的名

胜古迹模型，以及煤油灯、皮靴、十二

生肖等上千件展品。

展区述说村庄传统产业
“这个上坛孵坊展区有意思，原

来上世纪 50 年代的小鸡是这样孵化

出来的。”站在占地不足3平方米的上

坛孵坊展区前，胡阿公观看了孵坊内

光线探测孔、圆形笼子等用具，全面

了解当时的孵坊产业。

“我们村是全市较早办起孵坊的

村庄，为村庄的后续发展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上坛村文化礼堂理事

会辅导员吕土金说，当时村里办起的

孵坊产业，解决了一大部分人的温饱

问题，部分村民还靠卖小鸡闯出了一

番新天地。

为了纪念这段特殊的历程，村民

吕中元、董岩周捐出了整套收藏了一

个世纪的孵化工具，吕土金则从网上

购买了仿真的黄色毛绒绒小鸡、数百

个鸡蛋摆放其中，建成如今形象的孵

坊产业，供游客参观和了解那段逐渐

淡出人们视线的产业。

走过“上坛孵坊”展区，就来到了

挂满铁制品、木制品的打铁做木展示

区。“打铁、做木是村里解放初期的主

要产业，那时村里有 140 多人从事这

两个行业。”今年 70 多岁的打铁师傅

黄学义说，改革开放后，部分工匠艺

人办起了企业，生产铜壶、铁壶等工

艺产品，带领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聊起打铁的经历，黄学义回忆满

满。他从10多岁拜师打铁工艺，出师

后花了 200 多元买了风箱、铜罐、铁

墩等工具辗转全国各地谋生，打拼出

了一番事业。在黄学义安享晚年时，

村里启动了文化礼堂建设工作，为此

他成为了理事会的一员，并拿出收藏

了一辈子的“宝贝”捐给村里，让大家

了解村里解放初期的主要产业，铭记

那段辉煌的历史。

村民捐出千件“传家宝”
“迷你孵坊、打铁廊、木工作坊、

制鞋展览区摆放的物件，主要体现小

村特色传统产业的发展。”吕土金说，

自己和黄学义都是上世纪 40 年代出

生的，都经历了那段特殊的岁月，对

村庄发展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上坛村文化礼堂创建中，曾在

企业任职两新书记的吕土金和有着

机关工作经验的黄学义成为了创建

“军师”。吕土金凭着在各企业创建

两新展区的工作实践拟建村级“博物

馆”，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村庄发展

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未来产业发展

为主线，串联村民收获的各种奇珍异

宝，装饰展存厅。

为此，吕土金与黄学义搬出家里

收获的宝贝，除捐出打铁用的工具

外，还搬来了在长沙淘获的毛泽东

像、北京购买的十二生肖像等工艺

品，并用泡沫制作了龟山、千年古井、

仙盘古、乌石头、五通洞花果山等村

名胜古迹，装点上绿色植物还原景点

风貌，摆放于展厅内供观赏，通过整

理出翔实的文字说明让参观者阅览

名胜景点，激发大伙建设美丽村庄的

热情。

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村党支部书记

黄兴广、村委会主任黄建华也积极带头

捐款捐物，为提升展存厅的档次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村主要领导的带

领下，上坛村党员干部、村民纷纷捐钱

捐物扮靓展存厅，百户村民捐出藏品

千件：退伍军人吕振勇捐出了战友送

的铜猿人像；93岁的吕金蕉捐出了爷

爷辈留下的皮靴；在中科院工作的黄

建新捐出了机器人；80 后的董妍含、

吕伟胜、董哲豪、吕伟丽等捐钱购买了

象征该村北湾古镇、黑鹰山寨、百亩观

光园等影视拍摄点的工艺品⋯⋯它们

被有序地摆放在村庄古迹和民俗区、

特色传统产业区、手工艺区、新兴产业

区四大展区内，向世人述说着村庄百年

来的发展历程、特色产业、传统产业、未

来主导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便可感受

久远的“古文化”。

据了解，自上坛村展存厅开放

后，该村已接待了上千名来自我市

乃至周边县市的游客参观。“展存厅

的建设还没完工，下一步还要继续

完善，让这里真正成为村民的文化

乐园。”上坛村文化礼堂副理事长黄

群英说，展存厅自建成后不仅丰富

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无形中还提升

了村庄凝聚力，有力推进了美丽乡

村的发展。

百户村民捐“传家宝”建村级博览馆
千件“文物”述说上坛村前世今生

□通讯员 陈永柯 记者 程明星

本报讯“哇，这么大的国旗，快

给我拍张照，我要和国旗同框。”23日

上午，前来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

口办理户籍业务的王女士看到办证

大厅的大幅国旗赶紧让同伴给她拍

照。

近日，在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

窗口办证大厅，一块10多个平方米大

小，以五星红旗为主图案的大红宣传

牌成了市民争相合作的“网红打卡

点”。短短一周，在国旗前拍照留影

的市民超过300人。

原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特别

策划了这次“和国旗同框，向祖国表

白”主题活动。在办证大厅设置了宣

传牌和“我爱祖国”签名墙。公安窗

口的10多名民警和20多名辅警带头

在国旗前合影，在签名墙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表达自己爱国之情。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一位网名“千黛汐 Rebecca 的学生将

自己和国旗的合影发到朋友圈，说：

“感受到祖国越来越强大，身为一名

中国人无比骄傲。”网友“胖小猫”跟

帖说：“无论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

当国歌响起、国旗缓缓升起时，爱国

情怀就会在心中激起千层浪。”

“‘我和国旗同框’活动是一种最

朴实的爱国行为，这不仅仅是一张照

片，更是一份担当和责任。”市公安局

行政审批科负责人介绍，当我们为国

旗自豪时，更需要传承爱国之情、弘

扬报国之志，为伟大的祖国贡献“我”

的力量。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

口每天接待办事群众 500 多人，为每

一位群众提供高效贴心，将秉承为民

初心，在“最多跑一次”、无证明城市

改革、一件事联办等方面不断创新，

走在前列，为群众造福，为国旗添彩。

据了解，公安综合窗口党支部还

组织党员民警开展以“新时代我们如

何爱国”的主题学习和讨论。大家认

为，站在新时代，更需要在自己的行

业里、领域内不断拼搏、不断奉献，用

我们的方式让爱国释放出时代的韵

味。

新车开一天
要退车
退款怎么算？
□记者 颜元滔 通讯员 翁长武

本报讯 18 日，市民应女士向市市

场监管局 12315 投诉，自己父亲前天在

一家专卖店花了 2580 元买了一辆电动

三轮车。因为父亲患有脑梗死后遗症

等疾病，去年还曾开电动车出过车祸导

致左髌骨骨折，至今还拄着拐杖。事关

老 人 的 安 全 ，家 人 希 望 退 车 并 退 回

2400 元，但是店家表示只能退还 2100

元。双方为了这车损的费用，协商不

下，只能求助市市场监管局。

接到投诉后，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工作人员邀请双方到场，进行核实调

解。

据了解，9 月 16 日当天，69 岁的应

大爷拄着拐杖来到城区一家电动车专

卖店想买电动三轮车。对于应大爷，店

主并不陌生。“以前大爷在店里买过一

辆电动车，他儿子就把车退回来过。”店

主说，当时他劝过大爷不要买了，但大

爷说子女工作不在家，不如买辆电动车

代步方便一些，车速慢一些就没事的。

最终，应大爷购买了一款枣红色、带有

拖斗的电动三轮车。当场试车后，又婉

拒了店主代开回家的提议，应大爷就开

车回家了。

应大爷买电动三轮车的事很快就

被子女知道了。“买回来第一天车就撞

到门上了。”应女士说，16 日晚上父亲

开车回家时就撞到门上了，电动三轮

车轮毂上掉了一块塑料件，车尾也有

一点油漆磕掉。第二天，应女士让父

亲试车时，发现老人开了不到 100 米，

手就抖起来，人也愣在那里，无法正常

转弯。

“父亲患有脑梗死后遗症等病不适

合开车，家里人一致决定退车。”和店主

简单协商后，18 日，应女士陪同父亲并

带着相关病历本将电动三轮车送回店

主办理退款事宜。

不 过 ，在 退 款 上 ，双 方 出 现 了 分

歧。店主认为，新车现在只能当旧车

卖 ，最 多 只 能 退 2000 元 。 但 应 女 士

认为只开了一天，不能扣这么多，坚

持 要 求 退 回 2400 元 。 此 外 ，父 亲 行

动不便还患有多种疾病，店主一开始

就不应该卖给他。对此，店主表示，

当时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就是左

侧的手脚活动不太方便，至于脑梗死

后遗症，如果客人不说的话，店里也

不会询问的。不过，店主又表示可以

退还 2100 元。

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工作人员介

入调解后认为，老人的病情和家里人的

担心，还有电动三轮车退车车损，都是

客观存在的。为此，工作人员建议能否

从情理的角度，为老人家多退一点。

“算了算了，我再退 300 元。”店主

答应得很爽快，当场拿出 300 元钱递给

应女士，加上此前的 2100 元，两者合计

退还车款 2400 元。双方很快在投诉调

解书上签了字。

小朋友在国旗前留影。

“我和国旗同框”等你来打卡
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创意活动引来数百市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