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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平湖客户端

■记者 李雨婷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张其良 张丹燕

■记者 胡佳英

■记者 胡佳英 通讯员 徐冰艳 陈明远

本报讯 “桂花开得香喷喷，枝头喜鹊闹盈盈。钟
埭来了一队兵，浩浩荡荡真精神，真精神……”近日，根
据新四军北撤路过钟埭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钹子书情
景剧《钟埭来了新四军》在钟埭樱花节上首演，再现了
新四军亲民、清廉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
念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要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位于钟埭集镇的
新四军北撤司令部旧址是钟埭街道的一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和独立
二旅北撤途经钟埭时，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副司令
员张俊升曾在原彭氏老宅，也就是现在的新四军北撤
司令部商议北撤事宜。当时，部队官兵亲民、清廉的作
风，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如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更多人主动加
入到党史学习教育中？钟埭街道综合文化站挖掘本土资
源，将新四军北撤途经钟埭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创作了
《钟埭来了新四军》这一文艺作品，融合了钹子书和情景
剧两种表演模式。其中，钹子书部分由钹子书爱好者张
良华、宋卫华进行说唱；情景剧则由“百姓名嘴”徐鲍培结
合当时历史，进行剧本创作，并由钟埭本土退役军人进行
演出。接下来，钟埭街道综合文化站还将对该作品进行
打磨，并进行公演，让更多人了解本土的红色故事，汲取
更大的精神力量，为平湖经开再上新台阶积蓄新动能。

一件文艺作品
一段红色故事
钟埭挖掘本土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近日，独山港镇穗
轮村村民老宋找上了本村的党员
凌保良，希望能为他解决眼前遇
到的问题。原来，老宋家门前的
污水井旁突然出现一个窟窿，他
怕路过的行人经过此处发生意
外，便向凌保良反映了这个情况。

凌保良在现场查勘之后，发
现原来是由于当初污水管网建
设的时候，回填土没有填实，多
年下来水土不断流失，才造成现
在这个状况。找到原因之后，老

凌第一时间运来了一些三合土，
用铁铲将三合土一铲一铲地往
洞里塞，终于补满了这个大窟
窿，消除了老宋心中的顾虑，也
给百姓创造了安全的出行环
境。在村民眼里，凌保良一直是
一个为群众办实事、乐于助人的
好党员。“有困难，找老凌”，是村
民们遇到难题时常说的话。

党员为群众办实事，既是
独山港镇的“四季歌”，更是党
史学习教育的主题曲。 自党
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独山港
镇坚持把深化党史学习和“我
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

紧密结合，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
为群众办一批实事、做一批好
事、解决一批难事，党史学习教
育开局良好、初见实效。

党员要上门为群众解决困
难，也要时刻倾听群众的需求。
为此，独山港镇结合“网格连心、
组团服务”工作，组织党员干部、
志愿者、微网格长多渠道多方式
征集民意诉求。不仅活用微嘉
园、网格群等线上平台进行征集；
还在线下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党
员先锋站、连心议站等阵地，邀请
党员群众参与座谈，通过面对面

的方式，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全
公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也在上个
月启动了“隔壁邻娑”议事厅，让
居民不出小区就能办妥所需事
情，提升服务温度。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独山港
镇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和“党在
我心中、我在群众中”的党员志愿
理念，该镇党群服务中心通过每
月一期主题，组织开展好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1月开展“抗寒潮、送
温暖”活动，2月开展“关爱留平新
居民”活动，3月开展“学雷锋”活
动。同时，将入党积极分子纳入
志愿服务队伍，将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入党第一课”的重要内容，
通过签署一份承诺书、认领一个
微心愿、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动，
引导入党积极分子从行动上自觉
向党员身份靠近。

倾听群众需求 办好民生实事
独山港在学党史中答好为民服务之卷

本报讯 连续第十一年获
评全市商协会综合类先进集
体，获评 2020年度全市商协会
山海协作东西部扶贫工作先进
集体、2020年度全市商协会信
息工作先进集体，当湖商会新
生代企业家联谊会获评 2020年
度全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工
作先进集体……这些接踵而至
的荣誉背后，是当湖商会步履
不停、深耕不辍铸就的辉煌。

近年来，在市工商联（总商

会）的业务指导下，当湖商会以
“服务经济、加强合作、促进发
展”为目标，切实履行商会的职
能，认真开展商务和会务工作，
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下岗再
就业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

“商会就像在街道党委、办
事处和企业之间搭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上情下达，下情上
传。不管在扶贫攻坚战中，还是
在疫情防控中都能看到商会人
的身影，我们商会人始终用行动
践行社会责任。同时，商会也扮
演着新老企业之间的‘纽带’角

色，商会积极发挥着老一辈民营
企业家在典型引领、经验传授等
方面的‘传帮带’作用，做好对新
生代企业家的政治培养与教育，
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与情感认
同。”当湖商会会长王富国说。

近日，当湖商会的多名新生
代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开展

“学党史、读金句、促发展”党史
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政治引
领、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名
青年企业家，我们不仅在事业上
要有勇往直前的干劲，在政治上
更要有正确的方向，既要成为民
营经济发展的接力者，更要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庄晓萍既是平湖市沪林服装股
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又是当湖
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双
重身份”的她对商会有着更深的
见解与想法，“青年企业家的‘双
传承’，不仅是企业的传承、财富
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处于社会主
义新时代背景下，对精神的传承
和文化的传承。”

当湖商会成立于 2010年，
商会现有会员企业 158个，其中
商会本级会员 122个，新生代企
业家联谊会（市青企协分会）会
员 36个。“良好、健康的经济社

会发展态势需要注入更多新鲜
的血液。目前，我市民营企业正
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新生代
企业家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只有
让新生代企业家步步崛起，才能
使得民营经济发展再攀高峰。
接下去，我们商会将着重打造新
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品牌，进一步
推动新生代企业转型升级。同
时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学
党史融入企业发展中，带动企业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创新的
思想观念谋划工作，不断将商会
做大做强，力争打造省级四好商
会。”王富国说。

架好“一座桥” 接力“双传承”
当湖商会守正创新用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记 者 金睿敏
通讯员 赵泽曦 单炯炯

本报讯 平安护航建党百
年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全力
攻坚。连日来，平湖市委、市政
府在实现平安创建“十六连冠”
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除隐患、防风险、保平安”百日
攻坚大会战，以实施居住出租房
屋整治、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生
产安全整治等十大专项行动为
抓手，进一步夯实平安基层基
础，高水平推进平安建设，为金
平湖新崛起勇开新局营造平安
稳定的社会环境。

成立专家指导服务团队，对
重点危化企业进行全方位系统
量化评分，找出企业安全生产存

在的短板，帮助企业提出解决方
案和改进建议；组织督查组进入
五金、箱包、机械等行业企业，详
细询问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员工安全培训、安全隐患治
理等相关情况……今年以来，市
应急管理局以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风险排摸管控、监
管执法检查、企业安全服务等各
项工作，扎实推进生产安全整治
专项行动。

生产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是
护航建党百年十大专项行动之
一，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
自该专项行动实施以来，镇街道、
部门、企业三方切实担负起属地
监管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经营主
体责任，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

识，扎实开展安全风险排摸管控
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确保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接下
来，我们将以‘除患必先、救援最
前、应急为民’的应急精神为指
引，统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
城市运行、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坚决打赢生产安全领
域百日攻坚大会战。”市应急管理
局局长马根良说。

平安稳定是“奢侈品”，也是
“易碎品”，需要用心用情、合力
合拍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是公
共安全的重要范畴，也是我市打
好公共安全持久战的关键领
域。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既需要

“铁腕执法”，也需要“群众给
力”。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中
华介绍，市公安局一方面将持续

推进交通安全大会战，集中打击
轻型货车“大吨小标”和 9座小
型客车非法改装问题车辆，严查
危化品运输车、客车等重点违法
行动；另一方面将发挥基层民警
联系村社区的作用，做好普通群
众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营
造人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浓
厚氛围，通过两方面共同发力，
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专
项行动。

十大专项行动，每一项都有
牵头单位，每一项都有落实举
措。市消防救援大队紧盯沿街
店铺、居住出租房、“三合一”等
场所消防安全治理；市市场监管
局组织实施大排查、大摸底，加
大食品、农产品监督抽检力度，
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市生态环境分局开展生态环境
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大曝光”
行动；进一步提升市镇两级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运行质效，让
矛盾就地化解……一个个举措
落地有声，一个个行动稳步推
进，截至 3月底，全市合计检查
各类单位场所 4674家，发现问
题隐患 562个，问题隐患均得到
有效整改。

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容不
得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松劲、麻痹
大意。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我市将以十大专
项行动为统领，严之又严、细之
又细做好平安稳定各项工作，牢
牢筑起社会平安稳定的铜墙铁
壁，以全市大局的“风平浪静”确
保展现百年大党的“风华正茂”。

平湖深入推进平安护航十大专项行动

打出打出““组合拳组合拳””守护守护““大平安大平安””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长仲旭东主持召开市十五

届政府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常务副市长钱勇彪，副
市长方晓烈、戴建忠、沈志凤、汤洪成、陈群伟出席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富国权，市政协副主席宋怡
玲应邀出席会议。

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仲旭东强调，要学
深悟透，深刻领会，因地制宜开展具有平湖辨识度的

“三农”工作；要全面发力，既要注重数字赋能，也要突
出精准施策，全面推动产业发展、美丽乡村、民生改善
等各项工作；要通力协作，农业农村局要做好牵头抓
总，市级相关部门要按照目标要求明确任务工作、细化
分解目标、狠抓贯彻落实，各镇街道要做好落实推进。

在审议《平湖市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市建设工作方
案》时，仲旭东强调，要做好整体谋划，积极探索完善，在
农业产业、生活保障等百姓的痛点、难点领域加强数字
化场景应用，打造具有平湖特色的试点市；要善于总结
经验，不断探索创新，打造具有一批平湖辨识度的数字
乡村品牌；要突出工作重点，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作为
农业特色平台要加强各类数字化场景应用，各镇街道也
要加快谋划、尽快部署，特别是在美丽经济的重点节点、
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加快布局、加快应用。在审议
《金平湖西瓜振兴计划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时，仲旭东指出，平湖西瓜是平湖的标识，新时代西瓜振
兴既打响了平湖品牌，又充分挖掘了平湖传统文化，推
动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在推动西瓜振兴中，要加快
西瓜品种培育，做大做强品种的优培优育，将平湖特色
的西瓜种子推向全省、全国销售市场；要精心打造西瓜
展示体验中心，在核心区块内集中展示平湖西瓜生产历
史起源、生产过程演变等西瓜文化，提升平湖西瓜影响
力；要加强政策推动，加快宣传推进，把平湖西瓜这张金
名片擦得更亮，让平湖西瓜焕发新活力。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打
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地的意见》《平湖市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节仲裁工作实施意见》《平湖市水稻产业稳产
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1—2025年）》《平湖市高质量推进
新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意见（2020—2022）（2021年
修订）》《进一步推进平湖市农作物秸秆禁焚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实施方案》《平湖市推行稻田退水“零直排”全域防
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实施意见（2021—2025年）》《平湖市农
业节水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3年）》《加快推进水
利建设管理和发展的政策意见》等议题。

市十五届政府
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召开

近日，新华爱心高级中学举
行“青春心向党 追梦新时代”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文 艺 汇 演 活
动。活动分救国、兴国、富国、强
国四个篇章，以合唱、三句半、唱
红歌等表演形式，展示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

■摄影 王 强 施海鹰

青春心向党

本报讯 近日，嘉兴市 2021年服务业重点项目
“百项千亿”工程投资计划编制正式出炉，我市25个项
目入选，其中包括德铁信可全球物流平湖供应链中心
建设等 9个现代物流类项目、长三角平湖润泽国际信
息港等 4个科技信息类项目、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工程
等2个文化旅游类项目、平湖时尚中心等5个商务服务
类项目、友邻中心等3个商贸服务类项目，以及南市医
疗服务中心等2个其他服务类项目。

列入嘉兴市服务业重点项目“百项千亿”工程投资计
划的项目，包括金融服务、科技信息、现代物流、商务服务
等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项目，以及文化旅游、商贸服
务等消费转型升级领域的生活性服务业项目。此次，我
市共有25个服务业项目列入嘉兴“百项千亿”工程投资
计划，是我市服务业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真实写
照。过去一年，我市强化政策激励，提高了对楼宇经济、
园区建设、企业培育的政策扶持力度，狠抓企业培育，开
展重点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到投运的全流程管理，全年实
现服务业增加值267.3亿元，增长7.3%。翻篇归零再出
发。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金平湖”勇开新
局之年，我市将重点发展以科技服务、软件信息、现代物
流、商务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现代商贸、
文化旅游、医养康体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性服务业，加快
实施服务业“兴平工程”，勇开服务业发展新局面。

我市25个服务业项目列入
嘉兴“百项千亿”工程投资计划
■记者 胡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