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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佳英

■记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夏圣凯

本报讯 “你们这边废旧品回收价格怎么
算？”“装保健用品的玻璃瓶这里能收吗？”“我家
大件的东西比较多，你们这边能提供上门回收的
服务吗？”近日，新仓镇勤学路上一家新开张的废
旧商品回收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这家废旧商品回收点是新仓按照“政
府主导、属地推动、第三方公司运营、全域覆盖”
的工作思路，建立起了全市首家农村地区全面实
施统一管理的废旧商品回收点。通过租赁一个
门店作为废旧商品回收固定点，以静脉产业园集
中处置为依托，建立起管理规范、运转有效的废
旧商品回收网络体系。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回收点门口的电子显示
屏上实时滚动着各类回收物的回收价格。而在
回收的列表中除了日常可卖的废纸、有色金属外
还有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物等。据悉，这是
新仓镇严格按照可回收物分类制定的回收目录，
做到应收尽收，也解决了百姓日常可回收物无处
可去的烦恼。

“现在我们每天能收到0.5吨左右的废旧品，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回收点项目负责人钱
磊说，在废旧品回收的过程中，他们会指导居民
将废旧品的各个门类都分清楚。纸板有没有印
刷、玻璃瓶是否有颜色都将影响回收的价格，因
而居民分类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除了等待居民主动上门之外，回收点还主张
“主动出击”，总共15个移动回收点设置在新仓镇
上各个居民小区附近，周边居民有需要可以在指
定时间内将废旧品送到移动回收点内统一进行
回收。15个移动回收点每天都会回收很多废旧
品，而这些废旧品会直接运到静脉产业园内的新
仓分拣中心进行集中处置。

为了实现将废旧品回收更好地延伸至农村
地区，回收点还派出 8辆电动三轮车在各个村里
流动回收。“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将废旧品的回收
深入到农村各个地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广而告
之，让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一个废旧物品回收点。”
钱磊说，他们会留下联系方式，如果群众有大件
的废旧物品或者废旧物品数量较多的话，他们也
会提供上门服务。

废旧商品回收点的设立，是新仓镇继静脉产
业园之后在垃圾减量方面的又一有力探索。下
一步，新仓将继续加大垃圾减量宣传科普力度，
为规范新仓镇废品及可回收物的回收、清运、分
类提供重要保障，建立
起再生资源的回收处
置体系。

新仓完善废旧品回收
推进垃圾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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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经开：
幸福小康的民生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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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虹桥新建工程顺利
开工，每逢上下学期间必堵车的老
虹桥即将被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长
26米、宽18米的新虹桥，为新埭老
区与新区之间的交通提供便利；大
齐塘村路提升、旧埭村路提升等8
条四好农村路开工建设，畅通村民
回家路，装扮美丽乡村……如今，
在新埭的各处走一走，美丽城镇
建设如火如荼，“美丽”正如花一
样在新埭的各个角落绽放。而这
份“美丽”也得益于新埭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的“福利”。

今年是浙江省美丽城镇建设
的启动之年，新埭镇作为平湖市

接轨上海的北大门，一个“功能便
民环境美、共享乐民生活美、兴业
富民产业美、美丽亲民人文美、善
治为民治理美”的美丽城镇，是它
的奋斗目标，也是其最好的营商
环境。“今年我们一共安排了 30
个美丽城镇项目，涉及经济社会
发展、民生福祉普惠等各个方面，
通过这些项目，打造一个更高品
质更具幸福感的美丽小镇。”新埭
镇相关负责人说。记者注意到，
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升
级版”，在新埭镇的这张美丽城镇
建设“目录表”中，既有新杨路延
伸工程等路网建设项目，也有停
车场改造、农贸市场提升、公厕建
设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既
是新埭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

需要，也是民生所需、民生所求。
美丽城镇，蓝图美好，未来可

期。但是新埭镇在实施过程中，也
发现了问题的难点，项目建设虽然
可圈可点，但现有的土地指标并不
能完全满足建设需要。“我们抓住
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契机，通
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原则，
将农民宅基地复垦的部分指标用
到其他建设项目，包括美丽城镇建
设的项目上。”新埭镇相关负责人
说。新埭镇是全市首个实现整镇
流转的乡镇，于2018年6月1日在
全镇范围内启动实施了为期3年
的农房整村整组搬迁工作，成为全
市首个推进农房整村整组搬迁的
镇街道。去年的6月1日，以兴旺
村和姚浜村为试点，正式启动了农

房整村整组搬迁工作。根据农村
整村搬迁情况，计划复垦土地面积
263亩，目前已复垦160亩。

正是有这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的成果，新埭镇美丽城镇建设

“扩容”才有了支撑。就如即将在
年底开工建设的芦席社区邻里中
心，由于芦席社区属于虹桥社区
管理，居民们办事都要跑到离家
相对较远的虹桥社区，颇为不
便。而建成后的芦席社区邻里中
心占地面积 6 亩，建筑面积共
5400平方米，将集便民、养老、家

宴中心于一体，为附近约1000户
居民家庭打造“五分钟生活便捷
圈”。再如吴泾地块公寓房建设，
由于整村整组搬迁的需要，新埭
镇为搬迁居民在吴泾北侧采用配
建方式建设安置公寓房，得益于
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成果，
吴泾地块共计划两期，安排 1600
多套公寓房，在极大地提升居民
居住条件、满足居民对于美好生
活需要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
城镇功能，推进新埭镇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埭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美丽城镇“扩容”
■记 者 李雨婷
通讯员 徐佳丽 李 凡

本报讯 9月 27日是“世界旅游日”，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围绕“旅游与乡村发展”主题，发布了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浙江省有 10条乡村旅
游线路入选，其中平湖市醉美花海二日游作为嘉
兴唯一一条入选的精品线路，成为江南水乡乡村
旅游的典型代表。

据了解，该线路全程约 36公里，涉及澳多奇
农庄、七彩金虹、泖河无讼文化园、东方地中海、
俞家浜、明月山塘等景区景点，内容涵盖农业高
科技、科普教育、文化体验、鲜果采摘、特色餐饮、
骑行健身、购物休闲、花海观赏为一体的美丽田
园景观带。

本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前期由市文旅
局申报，经嘉兴市文旅局、浙江省文旅厅层层挑
选汇总审核后上报至国家文旅部，最终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醉美花海二日游线路的
入选是对平湖市近年来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村庄景区化培育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大鼓舞。

我市入选一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记者 李雨婷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智
创园正式开园。当天开园的为一
期，占地面积125.2亩，总投资7.4
亿元，建筑面积达到14.78万平方
米，由 1栋 17层高楼和 17栋 3至
4层独栋楼宇组成，总体呈现代
德式风格。市领导仲旭东、吴金
华、陈群伟、宋怡玲出席开园仪
式。

智创园是平湖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强村富民”的一个“初
心园”。据悉，智创园一期土地指
标与资金由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参建的36个村共同筹措，是全
市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

功能定位最强的“飞地抱团”强村
项目，同时也是全市“飞地抱团”
低收入家庭持股增收的承载平
台，2018年和2019年过去两年已
向参股的村和低收入家庭兑付分
红近7000万元。

借助实施智创园等“飞地抱
团”项目，平湖走出了一条操作性
强、可持续性长、精准扶持效果好
的强村之路，实现了“飞地抱团”
发展集体物业经济1.0版到6.0版
的跨越。去年，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72万元，村级集
体经济总收入 4.87亿元，全市 73
个行政村年经常性收入、经营性
收入全部超120万元、60万元，带
动全市低收入家庭户年均增收

5100元。
智创园不仅是一个“初心

园”，更是一个雄心共聚、创业创
新的“逐梦园”。作为以人才创
业、科技创新为主要功能的综合
性平台，智创园主要服务以5G与
光通信、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机
器人为主的数字经济、智能装备
领域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开园
当天，就有长三角 5G创新智造
（平湖）基地和10家高成长性科技
型企业签约入驻，为平湖实现“数
字梦”“科创梦”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爱宝智能机器人技术（浙
江）有限公司是当天签约的企业
之一，主要致力于工业机器人及
系统集成、工业视觉系统、电机模

块化控制系统等工控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朱海鸿告诉记者，签约落户
平湖智创园，主要是看中了这里
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营商环
境，目前公司已经完成注册。“我
们公司的厂房面积在 2700平方
米左右，装修完成后就能投产。”
朱海鸿充满信心地说，明年公司
产值就能突破 2000 万元，跻身

“规上”行列。
智创园是发展惠民的重要节

点，也是动能转换、科技孵化的关
键支点。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钟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张杰表示，接下来他们将
持续加强项目招引，优化企业服
务，助力做大做强，加快打造“创
新主体活跃、创新人才集聚、创新
机制完善、创新生态优良”的新型
科创园区，加速形成创新型产业
集群，为打造“重要窗口”最精彩
板块的新崛起之城贡献澎湃的科
创动能！

平湖智创园昨开园，10个项目签约入驻

为打造新崛起之城注入强劲科创动能为打造新崛起之城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近日，广陈镇龙兴村一种
粮大户开始收割其引进的“吉
熊 6号”水稻。据介绍，相比较
本地的传统水稻，该品种不仅
开镰收割时间提早了一个多
月，而且口感好，市价高，亩产
值可达3000元左右。

■摄影 王 强 倪 颖
钱雪平

新品晚稻
开镰收割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农民丰收
节庆祝活动上，我市携手上海金
山区，启动了为期三年（2021-
2023）的“水乡瓜韵”西瓜振兴计
划。曾经的“江南第一瓜”，乘着
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在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风口，开
启振兴之路，重塑产业优势，着实
令人期待。

西瓜，与其他农业产业相比，
于平湖的意义都非比寻常。它在

“瓜乡”不曾远去的辉煌里。据记
载，我市有着 300多年的西瓜种
植史，以“瓜乡”而闻名遐迩。上
世纪 30年代至 60年代的平湖马
铃瓜更是以肉质鲜嫩、风味独特
且瓜皮厚耐储运等特点，在江浙
沪一带深受欢迎，让平湖西瓜出

尽“风头”。它在“瓜乡人”勤劳能
干的“致富经”里。很长一段时
间，西瓜产业都是我市的农业支
柱产业，对农民增收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一亩西瓜地、一地
大西瓜，承载着农民的希望，不少
种瓜大户走出了致富新路。它更
在“瓜乡”无可比拟的艺术瑰宝
里。心灵手巧的平湖人200多年
前就在西瓜皮上刻下精美图案，
在镂空的瓜皮内点上蜡烛，做成
一盏盏玲珑剔透的西瓜灯。如
今，西瓜灯已成为我市的一种文
化符号，每年举办的西瓜灯文化
节更是以灯会友、以灯招商，无限
放大着平湖西瓜的张力。

不得不说，平湖与西瓜，早已
相融相生，也必将一同前行。眼
下，随着设施农业、科技农业的大
力发展，平湖西瓜前景向好，但品

质不稳定、产销不平衡等问题的
存在，制约着西瓜产业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如何重振平湖西瓜雄
风，让“中国西瓜之乡”名副其实，
成为了一道必答题。

此次签约的“水乡瓜韵”平湖
西瓜振兴计划，或可推动平湖西
瓜进入下一个“黄金时代”。按
照计划，我市将通过西瓜品种培
育、品质严控、品牌打造等方式，
不断提高西瓜生产经营的专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数
字化水平，构建生产稳定发展、
质量安全可靠、产销衔接顺畅的
现代西瓜产业体系。在品种培
育方面，三年内要挖掘培育自有
西瓜品种，培育出平湖新马铃瓜
和 4 个天露系列西瓜新品种并
取得西瓜品种登记。在品质严
控方面，西瓜生产基地建立数字

化产品追溯体系，三年内实现西
瓜绿色食品全覆盖，上市西瓜有
绿色食品证和农产品生产合格
证。在品牌打造方面，所有平湖
西瓜都将贴上金平湖集体商标
加西瓜生产基地子商标，争取三
年内实现全国西瓜擂台赛奖项
零的突破等。

振兴计划令人振奋，催人奋
进。但要让计划中的每一项都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关键看执行，
主要靠行动。要抓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机遇，着眼推动西
瓜产业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优
化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和资源配
置，借助人才、科技等力量，加强
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要
加大投入，全面推进西瓜生产标
准化、种子种苗产业化，深入实施
品牌兴瓜战略。

西瓜振兴，瓜事繁荣，对平湖
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这一传统产
业的新发展，也当是金平湖新崛
起的题中之义。“金平湖”的美誉
反映了农耕时代的辉煌，“江南第
一瓜”的称号昭示了平湖西瓜的
地位。如今，要让品质上乘、品牌
响亮、市场追捧的好瓜回归“瓜
乡”，我们也要追梦奔跑。不过，
此番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西
瓜研究所、专业合作社等五方的
精诚合作，再加上金山区一体化
劲风的加持，“三年计划”定会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平湖西瓜
振兴未来可期。

“西瓜振兴”值得期待

近日，钟埭街道樱花小镇的粉黛乱子草吸引
不少游客合影留念。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曹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