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西瓜娃娃”大赛作为我市西瓜灯
文化节中一项重要的少儿活动，自2006年开办以
来，已成为平湖家喻户晓、认知度高、参与性广的
品牌活动。近几年，已创新推出的“西瓜娃娃嘉
年华”“西瓜娃娃总动员”“西瓜娃娃亲子欢乐秀”
等活动在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中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将继续推出“西瓜娃娃玩乐季”，为我市西
瓜灯文化节增光添彩。

据了解，本次“西瓜娃娃”大赛面向全市幼儿
园中班至小学五年级的在校学生，共有400多名少
年儿童报名参加，并按年龄段分为A、B两组进行
初赛、复赛和决赛。该活动也从刚开始单纯的才
艺展示，慢慢增加了运动游戏、任务挑战、智力问答
等赛程。去年，为促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沟通，还
增加了“亲子互动”元素，决赛开幕式上由孩子与家
长共同参与《悯农》的表演。今年，则主要以孩子们

“感受共同快乐”为主开展一系列活动。
经过前期比赛的层层选拔，最终有 15名小

朋友“披荆斩棘”，成功登上了决赛的舞台。“很
开心自己能够进入决赛，我现在正在排练决赛
要表演的节目。参加‘西瓜娃娃’大赛除了能够
向大家展示我的才艺外，我还结交到了很多好朋
友。”进入决赛的陆靖怡说。舞蹈、器乐、声乐、语
言类……进入决赛的小朋友将在 9月 19日进行
最终的激烈角逐，也将按名次被授予金、银、铜三
类奖项，也借此鼓励他们更阳光、更自信地成长。

精彩绝伦的表演，天马行空的想象，简简单单
的快乐，这些都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我们
通过搭建一个能够充分展示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舞台，全方位展现平湖少年儿童阳光、勇敢、乐
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领更多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平湖市传媒中心广播部副主任杨东颖说。“西瓜
娃娃”大赛让无数个个体的欢乐汇聚成了一份集体
的快乐，为了让更多孩子感受到节日的气氛，拥有更
多的锻炼机会，本次活动的决赛开幕式将邀请复赛
的47名小朋友和进入决
赛的15名小朋友共同参
与表演，为观众们提供
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西瓜娃娃玩乐季
精彩纷呈花样多
■记者 王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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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陆晓红 倪 颖

本报讯 位于农开区（广陈
镇）的美郁花园有一个“负碳”植
物工厂项目，这是一个面向未来
变革的研究。项目远景投资
1887万元建设运营“氢光储充”
一体化新型智慧能源站。根据测
算，每年它将为该企业提供清洁
能源209.2万千瓦时，相当于实现
减碳 1031.4吨，再加上植物光合
作用，将完全消纳“植物工厂”内
现在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率先

实现长三角区域“负碳”植物工厂
建设。

然而在此之前，占地面积
200亩的东郁果业“植物工厂”却
并非如此。东郁果业“植物工厂”
是现代农场体系，走进园区内，就
可以看到“植物工厂”内的作物基
本都是采用现代无土栽培技术，
运用农业物联、5G塑模和北斗滴
灌等前沿技术对经济作物进行栽
培种植，园区内大部分都是采用
天然气维持着内部的育苗温室恒
温系统。然而，天然气燃烧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为“低

碳”增加了负担。如今通过项目
建设，为“植物工厂”量身定制了

“一体化新型智慧能源站”，从“源
网荷储”四端发力、柔性互动，形
成了服务于“植物工厂”的微电
网，最终实现用能的零碳。此外，
东郁果业还同步运用了碳捕集、
碳封存技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
用来进行碳的消耗，进一步实现

“负碳”排放，在减碳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

这是农开区（广陈镇）探索
创新实现持续减碳的又一实
践。近年来，农开区（广陈镇）积

极倡导清洁用能、推动区镇绿色
低碳发展，进一步打造“负碳”农
业硅谷，建设“生态美”美丽城
镇。除了东郁果业的具体实践，
近日落户农开区（广陈镇）高新
村的智农生态水湾项目，也是

“负碳”农业的代表。规划用地
面积 300 亩的智农生态水湾项
目将以人工种植毯技术、生态修
复技术和生态农业种植技术研
发展示为主，配套工程物种育种
产业化生产，能够打造花园式生
态农业综合体，实现项目产学研
一体化运营，并进一步助力农业

“负碳”行动。
减碳行动，农业也不能置身

事外。“负碳”先行助推了区镇农
业低碳发展，数智赋能实现了美
丽城镇“生态美”建设。“在全面
建设美丽城镇大背景下，我们将
围绕‘数字化改革’和‘双碳’目
标，主动谋划，积极开展合作，结
合自身农业特色，着力打造‘负
碳’农业硅谷，助力实现农业更
现代化、农民更满意的生态，进
一步助推美丽城镇全面发展。”
广陈镇村镇建设管理办主任沈
赟斌说。

广陈打造“负碳”美丽城镇

■记 者 高 洁
通讯员 张其良 张丹燕

本报讯 “北三埭13号朱益
观家，隔油池加装已完成。”叮！
独山港镇农业农村办全域秀美相
关负责人曾凡茂收到了这样一条
微信群消息，后面还附带着加装
完的隔油池照片。这个名为“独
山港环境整治‘百日攻坚’”的微
信群，记录下了独山港镇环境整
治工作进程的点点滴滴。

视线聚焦到优胜村北三埭自
然村落，村民朱益观对新加装的
隔油池感慨不已：“以前污水都是
排到臭水沟里，天一热就散发出
难闻的味道，还会招来许多蚊子
和苍蝇，现在这个厨房污水排放

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北三埭污水治理只是独山港

镇环境整治成效的一个缩影，曾
凡茂告诉记者，今年6月起，针对
生活污水治理的短板问题，独山
港镇便组织相关条线、村里相关
人员前往污水治理领域成绩较突
出的镇街道考察取经，并成立了
污水治理攻坚小组，先行在 5个
村进行试点，实行污水治理进度
日报制度，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村
自建污水治理设施962户。

要想打赢“环境整治”这场攻
坚战，不仅要做好“水文章”，实现

“河畅、水清”，还应具备与之相衬
的“岸绿”和“景美”。美丽乡村，
首先美在人居环境。穗轮村西沈
家宅基坐落于穗轮村西北角，百

姓的房屋都沿河而建，曾经这里
违章建筑多、出租房多，环境“脏、
乱、差”，带来的整治压力巨大。

随着环境整治攻坚战的推
进，村民忙碌的身影开始在西沈
家宅基穿梭不停，他们积极配合
村里的工作，自己动手整理房前
屋后、田间地头等，一步步把自己
家的庭院打造得更加优美。“脏、
乱、差”的景象随着大家共同的努
力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
整洁的道路，花团锦簇的院落和
宁静祥和的生活。

农村人居环境不仅要建得
好，还要管得好。“我们在各个村
社区都成立了‘环境找茬团’，对
百姓房前屋后环境进行检查和清
理，并每天上报。此外，我们还建

立了镇、村、网格三级联动问题排
查机制，每天开展巡回式、地毯式
排查，以及实施村社区之间的交
叉检查。”曾凡茂说。

成立专门的督查清理小组是
方法之一，推动群众自治才是解
锁农村人居环境由“一时美”向

“持久美”转变的“金钥匙”。今年
以来，独山港镇在各个村社区全
面推进“股份+积分”收益分配模
式，通过每季度一次的评比工作，
对农户房前屋后的环境情况给予
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此引导群众

自治，使农村环境整治走上常态
长效的轨道。

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以来，独山港镇已出动 28321
人次，清理完成14782户，整治人
居环境问题 4241个。独山港镇
将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因地
制宜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三大革命”，巩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强化长效管理机制，努
力将环境整治这块“短板”转变为

“优势”，让全域秀美成为独山港
镇绿色新名片。

独山港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攻坚战

■记者 黄金凤 通讯员 胡一婧

本报讯 日前，省保护耕地和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领导小组对我市4个增减挂钩项
目和评选省级全域示范项目进行复核验收。

验收组首先抽取踏勘了新埭镇泖河等8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现场，该项目总面积 125.1
亩，涉及地块77宗。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地块
平整，新增耕地符合农业生产耕种条件，现状种
植情况良好，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随后验收组又来到广陈镇龙萌村，作为省级
首批全域试点项目，广陈镇龙萌村全域项目为我
市塑造了全域“样板”，目前正在接受省级全域示范
评选。为此，验收组实地查看了龙萌村全域现场，
重点观摩了农民安置新社区、全域整治核心区、农
业产业板块等关键节点，查看了蓝城农业以及鱼
菜共生等现代农业生产运作模式，对新农村建房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

我市将继续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复垦整
治出优质耕地，提高耕地质量及耕地连片化。同
时，将进一步加大全域工作力度，完善村庄规划
编制，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谋划产业布局，有效推
进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打造令人向往的美丽田
园风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我市首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通过省级复核验收

■记者 胡佳英

今平湖客户端

■记 者 金睿敏
通讯员 倪 颖

““边界十联边界十联””：：联袂演绎平安乐章联袂演绎平安乐章

平湖·十项改革创新经验②
（四）

本报讯 8月 23日晚，我市举行第九十四期
创新学堂主题学习活动，重点部署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祁海龙、仲旭东、胡水良、王道平、毛捷
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钱勇彪主持。

学习期间，市发改局、经信局、生态环境分局
围绕自身职能，就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展和下
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交流发言。碳达峰、碳中和是
一项事关当前、事关长远，事关全局、引领未来的
工作，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造

“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崛起之城的重
要抓手。今年上半年，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
下降15.7%，连续两个季度在嘉兴市各县（市、区）
排名第一。前段时间，我市还成功申报成为全省
第一批低碳试点县。

我市将围绕双碳减排，重点抓好碳达峰行动
方案编制、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专项行动以及构
建我市清洁能源供给体系等工作。工业是当前
碳排放的重点领域，我市将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
展理念、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持续深化“亩产论英雄”改革、大力推进

“两高一低”改革整治、加快数字化改革落地见效
等。我市还将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加强企
业全过程监管，把好源头管控关卡，开展高污染
高耗能“两高”行业专项整治，推进碳账户建设
等。全市上下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内涵
要求，切实以思想上的先人一步，实现落实上的
快人一步，全力推动低碳绿色转型。

第九十四期创新学堂举行

重点部署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

关键词：平安“边界十联”机
制 协同作战 共话平安

平湖模式：2004年，上海与
平湖签订了“五联机制”，正式开
启了平安“边界十联”机制的 1.0
版本。2007年，两地正式出台了
以警力支援联动、社会治安联防
等为主的“边界十联”平安建设
机制。2017年，“一桥两山塘，平
安一线牵”——沪·浙平安边界
山塘工作站揭牌暨廊下·广陈两
地平安边界志愿服务队成立。
今年，广陈镇又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不断深化跨区域平安边界
三级联建活动，探索建立了平安
边界“十联共创”机制……春去
冬来，一年又一年，共话平安的
故事始终在两地延续。

“山塘桥下水东流，渔火江

枫几度秋。”伫立在这座重建于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古
山塘桥上，远眺流水潺潺，近看
一块“一桥两山塘，平安一线牵”
木匾挂于桥头之上。山塘桥，就
像一座由浙沪两地共同打造的
历史文化丰碑，承载着两座小镇
百年的沧桑历史，也见证了这些
年南北山塘、平湖金山在平安建
设和基层社会治理走过的风风
雨雨。

“南北山塘就是一个山塘
啊。”在两地老一辈的心里，山塘
自古就是一家。古时候，南山塘
和北山塘在农业生产结对，在子
女缔结姻缘，地域相近、血脉相
融，民间贸易更是往来频繁。但
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一个完善
的联动机制去处理两地发生的矛
盾纠纷和突发事件，致使两地在
处理跨区域事情上存在被动性和
延后性。前几年的一个夏天，广

陈镇南山塘的一名学生在山塘河
边游玩时不慎掉入金山区廊下镇
北山塘的河里，令人可惜的是因
两地警方不联动，通知不及时，当
金山的相关部门到场时，这名学
生已经不幸溺亡了。“虽然行政区
划有界，但平安无界，为了不让此
类惨剧再次发生，为了保障南北
山塘的安全，我们立即和廊下开
展了平安水系联防行动。”广陈镇
社会治理办主任张其忠说。痛定
思痛，以此为鉴，2017年12月，两
地又在南山塘签订了平安边界

“十联”协议，拓展了“联合、联建、
联动、联防、联调、联处、联享、联
管、联手、联谊”的平安边界“十
联”机制，促进两地社会和谐稳
定。同时为进一步深化省际边界
平安稳定，成立了沪浙平安边界
山塘工作站，保障了地方百姓的
生命健康与安全，让百姓共享“平
安果”。

南北山塘只是平湖和金山
两地平安建设的见证者和传承
者之一，多年来，金山区廊下镇
与我市广陈镇、新仓镇、新埭镇、
独山港镇等多个地域相接的镇
建立平安“边界十联”机制，两地
联袂演绎着平安乐章。不仅为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海世博会、
浙沪乡村国际马拉松赛等重大
活动顺利召开竖起了安全屏障，
同时也守好了边界的“安全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地联
防联控，未发生因卡口把关不严
造成的防疫事故。

经验启示：58公里的边界线
是平湖和金山独有的“数字密

码”，平安“边界十联”机制则是
两地的“金钥匙”。可以说，两地
的平安建设源于人文交往、起于
民间纠纷、兴于当前，既有历史
底蕴，也有现实需要。平安“边界
十联”机制实施后，让两地的治
理 由“ 各 自 为 战 ”变“ 协 同 作
战”，跨界作案、流窜作案等得
到有效遏制，边界矛盾纠纷得
到及时化解，治安秩序明显好
转。创新带来平安，创新带来
了心安，如今，通过串点成线，
以线带面，浙沪两地在创建平
安边界线的辐射带动效应下，
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平
安基石。

昨天，在平湖市凯宇鲜
菜有限公司内，新引进的自
动化农产品深加工生产线
正加足马力进行生产。据
悉，新引进的 5 条自动化生
产线不仅帮助企业节约了
三分之一的用工量，而且每
天产量也由原来的5吨提升
至15吨，品质也得到进一步
提升。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陈明远

食品行业
“机器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