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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王茹彤

本报讯 一直以来，农民建
房常常存在着审批流程繁杂、审
批时间长、建房监管困难等问题，
致使出现群众来回跑、农房批少
建多、批低建高、未批先建等“连
锁反应”。为解决这些问题，农民
建房“一件事”信息化管理系统应
运而生，该系统的应用让农民建
房实现“最多跑一次”。

“现在已经可以在手机上自
己申请建房了，不用再像原先那
样等村里一起填报，节省了很多
时间。而且在这个操作页面上，

可以看到所有的办事流程，接下
去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间做都
有显示，简直太方便了。”家住林
埭镇徐家埭村寺桥头的刘华杰
对农民建房“一件事”信息化管
理系统赞不绝口。与以往繁琐
的程序相比，农民建房“一件事”
信息化管理系统让农民不用再
多部门跑动申请流程，大大提升
了办事效率。

据了解，农民建房“一件事”
信息化管理系统以“善治宝”微信
小程序为农户登录端口，联通钉
钉、浙里办等数据平台，实现建房

“申请、审批、监管”等事项一键式

办理、全流程追踪。农民只需绑
定农村家庭，便可免密登录农民
建房“一件事”管理系统，避免下
载等繁琐步骤。还可随时随地查
询建房政策、通用图集、建筑工匠
等信息，一键提交申请材料，让数
据“代跑”、审批“提质”。

同时，平台还嵌入市镇村
三级数据分析功能，切实提高
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化和智能
化水平。依托该平台，农户可
以实现“云申请”，管理部门可
以对办事全流程进行信息化管
理，部门之间也能实现信息共
享，大大提高办理效率。农民

建房“一件事”实现了一键式办
理建房和闭环监管，让建房农
户享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红
利。“以前纸质办理时间很长，
还会遗漏，电子化后就规避了
这些风险，办理速度也更快了，
非常方便。”刘华杰说。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好服务
工作，及时办理农户的建房申请，
让更多农户享受到系统带来的便

利。另外，也将根据推广运用情
况，逐步优化提升平台功能，不断
拓展服务领域。”市农民住房改善
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陈冲明说，
他们将努力实现“让服务更加便
捷高效，让基层管理更加规范精
准，让部门数据更加融合共享，让
分析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的目标，
打破部门间“平台壁垒”，提升农
民幸福指数。

数字化改革转化便民红利

农民建房“一件事” 申请审批“一键办”

■通讯员 谢付良

本报讯 现在大学生回乡做
农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放
在10多年前，能放弃城里悠闲的
工作，回乡当农民的却不多。在
新埭镇，有位“85后”姑娘，2011
年大学毕业后，毅然辞去了城里
的工作，回家继承父母亲创办的
家庭农场，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
地上创业、创新，实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她就是平湖市奕龙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盛奕。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新埭镇星
光村的平湖市奕龙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时，盛奕正和工人们
一起忙着给西瓜装箱。“今年，我共
种植‘天露1号、2号、3号，天露小
黄、天露家黄、天露彩虹’等8个品
种的大棚西瓜10多亩，眼下主要
通过网上农博平台、镇里的数字农

产品销售中心及基地的客户群 3
个渠道进行线上销售，这几天平均
每天下单量50多箱。”

盛奕告诉笔者，虽然自己是
今年第一年种植西瓜，但她的父
母亲早在15年前就是靠种西瓜起
家的，不一样的是，现在的西瓜品
种更多，种植的模式和销售方式
也不同。像“彩虹西瓜”，就以皮
薄瓤美、汁多味鲜而受到消费者
青睐，每公斤售价高达20元左右。

“这个彩虹西瓜，没有用肥
料，是用自己的蘑菇料种的，没
有添加任何复合肥、化肥之类，
又是釆用蜜蜂授粉，不打任何激
素，吃上去鲜鲜的、甜甜的，所以
价格比平常的西瓜要贵一点。”
盛奕说。

今年32岁的盛奕，2011年从
浙江广厦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毕业后，经学校推荐在义乌市

萨沃进出口有限公司做会计。然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2012 年 6
月，工作一年合同期满后，盛奕毅
然辞去了这份报酬丰厚且悠闲的
工作，跳回“农门”，做起了农业。

“我父母亲都是搞农业的，他
们种过西瓜、蘑菇、芦笋等，父亲
又是园艺师，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父母亲很辛苦，他们的辛勤劳作
养育了我，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
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想回
家，回到这片养育我的土地，把父
母亲的这份热情延续，我也相信
自己能够做好。”说干就干，2012
年，盛奕正式继承父母创办的家
庭农场，并创办了平湖市奕龙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心一意投身
农业。

“产业发展，科技先行。”接手
蘑菇基地后，盛奕就与省农科院
园艺研究所开展科技合作，注重

芦笋、蘑菇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
示范，先后成功引进“AS27-96”

“英秀一号”“棕秀一号”蘑菇新品
种，并创新实施“稻-菇-笋”一体
化生态循环发展模式，该模式被
列为浙江省十大农作制度创新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针对劳动力紧缺，种植成本
越来越高的实际，这几年，盛奕全
面推行机器换人，通过引入温湿
度自动监测、远程集控、自动卷
膜、视频监控等物联网技术应用，
实现了蘑菇周年化、芦笋智能化
生产和管理。自动化的菇棚雾化
温湿调控，使原来需要20人完成
的任务，如今只要 1 人就可完
成。而改造后的3万平方尺智能
温控菇棚，因为采用了床架式地
暖循环加热系统，即使在零下六
七度的不利天气下，也能达到菌

菇生长的条件。
从未知到了解，从涉猎到精

通，从规划到落成，盛奕的努力极
大地提高了蘑菇生产水平和公司
科技创新能力。目前公司经营面
积 165亩，年产值 230万元，年利
润30万元。今年，盛奕又尝试发
展起了大球盖菇、西瓜等作物种
植，并注册了“奕龙嫁园”商标，推
出了“奕龙蘑菇”“奕龙芦笋”品
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和许多坐办公室的同学相
比，盛奕投身的农业创业周期长，
不可控因素多，且又脏又累。她
老公也曾抱怨过她“还不如去干
一份稳定工作”。但看到产业慢
慢做大做强，还带动了许多村民
增收致富，盛奕觉得自己选择的
方向是对的。“既然选择了这条
路，就要坚定信心坚持下去。”盛
奕乐观地说。

“85后”大学生跳回“农门”创新业

上接C1版

我市部署三季度
安全生产工作

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的防
线，着力提高源头治理实效、加大安全执法力度、
强化安全生产保障，坚持久久为功，推动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要常抓不懈、齐抓共管，
坚决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各地各部门要认
真研判、周密部署，采取有力措施，紧盯重点领
域、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宣传教育，把事故扼杀在
萌芽中。

■通讯员 周 涛

本报讯 眼下正是葡萄、黄桃丰收季节，独
山港镇赵家桥村谢家桥的张道良和张道林两兄
弟正忙着采摘。兄弟俩于 2005 年开始种植黄
桃、葡萄，有丰富的种植经验，通过拓宽零售渠
道以及网络平台销售，年收入在 15 万元左右。
在兄弟俩的带动下，赵家桥村周边 22名村民一
起学习种植黄桃技术，收入也得到了大大提
高。这是独山港镇加快推动美丽城镇向美丽经
济转变，为勇当共同富裕新崛起典范所作的有
益探索。

近年来，独山港镇立足当地资源推动乡村产
业发展，结合现有专业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等形
式，挖掘特色产业，通过完善农田沟渠排水、灌溉，
开展专业农业技术培训，结合现有专业合作社拓
宽销售渠道等形式，让农民提升产业收益，缩小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发展景区文化也是该镇促进共同富裕的有
效路径。独山港镇通过结合美丽城镇建设，提
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景区文化深入融
合。以提升人居环境为核心基础，在全镇逐步
开展村道硬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
等工程，全面推进全域秀美，提升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优胜村以开放型“花海优胜、浪漫田
园”主题公园为依托，全力推进全域党建联盟引
领乡村组团式发展，将村企联建项目与“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致力将优胜村盛
家浜打造成集旅游、餐饮、民宿、红色旅游与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多功能景区，通过“吸引人来、
留住人玩”来促进消费，从而实现由美丽乡村向
美丽经济的华丽蝶变。

独山港打造
共同富裕美丽城镇

廉洁征兵监督举报信息公告
为严明征兵纪律，确保征兵工作处于全社会监督之

下，确保征兵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现将浙江省军区
纪委廉洁征兵监督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进行公示。

浙江省军区纪委廉洁征兵举报信箱和电话：

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140号浙江省军区纪委（收）
邮编：310002
电话：15557175981
平湖市征兵办廉洁征兵举报电话：0573-85094021、

18258370835、18258331035

在平湖职业中专数学组有一
位教师，在她 48岁那一年，毅然
响应国家号召，投身雪域高原，成
为浙江省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
藏”教师中的一员，履行着援藏党
员教师的神圣职责。她，就是翁
海滨。

2019年对翁海滨来说是不
平凡的一年。当时，平湖职业中
专校园网上发出了有关选派援藏
教师的通知，当晚数学组在动员
后，翁海滨就毅然决然地报名参
加了。同组的老师劝说她高原条
件艰苦时，她说：“有那么多援藏

同志能克服高原反应，我肯定也
行！”凭借这一股信念，她开始学
习普高数学教材，收集普高教学
资料，研究西藏高考考纲，完成近
三年全国高考数学二、三卷，给自
己充足电。2019年 8月 10日，她
踏上了为期三年的援藏之路。

进藏后，面对恶劣的环境条
件，她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克
服高原反应，但几乎每天都是“呼
吸就是运动、走路就是奔跑、上楼
就是登高”的状态。“支教学校食
堂里基本上是以冻猪肉、大白菜、
白萝卜、土豆、豆腐类为主，早餐
6天稀粥加花生米、榨菜从来不
变，夹生米饭是常态，煮个面条，

也必须用高压锅。支教时环境条
件虽然差，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还是要来。”翁海滨说，她始终
不忘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的身
份，用心教导好学生已然成为她
肩负的神圣使命。

在藏区，孩子们的数学基础
相对薄弱。为了能更快地融入西
藏教学，她在第一次备课组活动
时就把每一位当地老师的名字写
在备课本上，给自己定了一个记
住 60位学生和同组老师名字的
任务，主动向当地老师了解学校
近几年的高考数学成绩，做到心
里有数。一有机会她就融入到学
生中，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学

习困难，与孩子们交心。
在教学过程中，翁海滨发现

羌塘高原牧民的孩子们不善于整
理，前一天发的练习第二天就丢
了，上课时就会手忙脚乱地翻找，
于是她就给孩子们买来整理夹。
为了鼓励孩子们热爱学习，她还
设置了优秀奖、进步奖、同乐奖，
购买棒棒糖、巧克力作为奖品。
除了让学生提升成绩外，她还积
极主动参与数学教研活动，与一
位青年教师结对师徒，承担“传帮
带”任务。“当时接手高三 14 班
时，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孩子们
也争气，班级的数学成绩排名已
经从年级倒数变成了年级第一。”

翁海滨说。
课上学习基础知识，课下与

学生情感沟通，近两年的援藏工
作，她和她的藏族孩子们建立起
了深厚的感情，做到了师生的深
度融合。“一次援藏行，终身西藏
情！援藏是一种磨砺，援藏是一
种情怀。这个暑假，我努力调理
身体，整理教材，积极备课，以最
好的姿态迎接新一年的援藏教
学，展现好平湖教师的美好形
象！”翁海滨说。

翁海滨翁海滨：：雪域高原践初心雪域高原践初心
■记者 王茹彤

近日，在钟埭街道大力村
心美家庭农场，其种植的23亩
红菱已经开始销售。据悉，该
农场依据地势，在低洼地尝试
红菱、甲鱼生态种养的方式，减
少强降雨、台风等天气的影响，
预计亩均产值可达15000元。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陈明远

生态种养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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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为民，责无旁贷。自

2018年迈开“益起来助学”的脚
步后，市传媒中心一直关注着学
子的成长之路，每年高考结束后，

都会与慈善总会一起，到各所高
中去寻找品学兼优、但暂时家庭
经济碰到困难的孩子，用新闻的
力量为他们牵线搭桥，获得社会
爱心资助。益起来助学行动的意

义，不仅仅在于解决了一些困难
家庭学子上大学的难题，更重要
的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在社会上
形成了一种爱心、奉献、温暖的氛
围。这项公益行动到现在已经是

第 4年了，已有 40多名学子通过
新闻报道，成功结对。今年，除了
报道的10位困难学子受资助外，
另外爱心平湖慈善助学项目共救
助全市 650多名学生，共计救助

金额 180多万元，这其中也包括
了与我市交流频繁的九寨沟和吉
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我市助学者
的爱心也飞越了千山万水，惠及
更多学生。

为爱启程 与你同行

我市推进“筑巢行动”
上接C1版

钱勇彪强调，要谋深谋远，以更大的力度、更
大的决心和更实的举措共同推进“筑巢”项目建
设。要把准把牢，以更高的标准抓建设，通过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品质服务
和高水平管理，建设高质量的园区平台。要用心
用情，以更优的服务抓推进，各地各部门要强化
担当、凝心聚力，开好“绿波带”、做好“店小二”、
当好“指导员”，共同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

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了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新
诚达“两创中心”产业园项目。

减资公告
平湖市百家欣果园有限公司股东会商议决定，拟将

注册资本由 1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万元（人民
币）。根据《公司法》规定，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平湖市百家欣果园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9日

遗失声明
●方明其（身份证号：330422195308144510）遗失嘉兴港
区 农 村 房 屋 拆 迁 安 置 协 议 书 1 份 ，协 议 编 号 ：
020211081.1，声明作废。
●平湖市林埭镇东方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编 号 ：地 字 第
330482201808002号，声明作废。
●平湖市林埭镇东方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编 号 ：建 字 第
330482201808005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