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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近日，在钟埭街道樱花小镇，一条由藤类绿植构成的“绿色隧道”成
为一道独特风景，让游客、市民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在高温天里享
受片刻清凉。

■摄影 王 强 曹金凤

绿意浓 享清凉

■记者 林旭东

说起何红海的公益历程，最
初还是和他自己的孩子共同留下
的，那时他每月都会带着他女儿
一同看望福利院的孩子们并奉献
爱心。在 2008年 5月 12日的汶
川大地震时，他主动加入了灾后
重建的志愿者队伍，也真正让他
开始了公益事业。“在灾区现场，
我看到了损毁的学校和受伤的
人，感到自己应该为他们做更多
的事情。”何红海说。

“一根绳，三个人”，那是何红
海刚成立志愿服务队时的真实写
照。2012年何红海在平湖成立
了一支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他
们每天安排志愿者在东湖景区开

展义务巡逻，劝说野泳爱好者不
要在公共水域内戏水，同时对一
些溺水者实施救援。“那时经常看
到有人下河游泳但不幸遇难的新
闻，所以我们就组织起了这支志
愿服务队。”何红海说，随着志同
道合的人不断增加，他们在 2014
年正式注册成立了平湖市曙光应
急救援中心，并活跃到了现在。

“我们希望能尽自己所能为社会
提供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应急
救援抢险服务。”何红海说，此外
他们还会开展防灾减灾技能宣
传、培训等服务。

曙光应急救援中心成立之
初，日常运作、意外保险、装备配
备等方面的资金来源，除了靠主
管部门的支持外，还得靠队伍的

自筹和募集，“大家都是自愿参加
专业救援的，靠的是我们的共同
理想和初心，我相对条件好点，我
出大头。”何红海说，7年多来，他
以个人名义解决机构资金120多
万元，并积极探索“以商养队”“以
技养队”等自我造血模式，保障队
伍训练和救援的经费、装备。

作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他与
曙光队员一起参与了丽水抗洪救
援、鲁甸抗震救援、天津港爆炸救
援、杭州国际马拉松医疗安保、阜
宁龙卷风灾害救援、老挝阿速坡省
水电站大坝坍塌水灾救援等跨地
区、跨国救援。今年7月，河南暴
雨，曙光救援队第一时间北上河南
开展救援，何红海则负责整个行动
的后台资源对接和协调指挥。“我

们的队员于22日清晨4点半到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白沙镇进行
救援，当天救援一直持续到晚上9
点，共转移群众100人左右，分发
物资7批次。”何红海说，白沙镇完
成转移后，他们又到其他地方开展
救援，本次行动共安置转移群众
445人，转运分发物资32批。河南
灾情严重，平湖也恰在此时遭遇台
风袭击，25日晚上，4名援豫队员
先行回到平湖开展救援，与在平湖
抗台的曙光志愿者会合。“这次救
灾行动我们的队员都十分积极，坚
守在抗台抗洪前线。”何红海说，他
们救援队在平也解决了10多起群
众的求助。

值得一提的是，何红海还积
极投身平湖地区及周边的突发事

件救援，积极推动地方减灾防灾
的普及教育，带头领办了“青少年
安全自护训练营”党员领办服务
项目，在全市各类学校开展灾害
现场的安全自救、逃生、应急处置
等技能培训，塑造地方公益志愿
救援的品牌形象。正如何红海所
说的“平时志愿，灾时救援，曙光
就在身边”。七年来，他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近 600场次，近 5000个
小时。时间在变，但他的初心始
终不变，一直走在公益的路上，志
愿服务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何红海：一直走在公益路上

■记者 王茹彤■记者 金睿敏 通讯员 赵泽曦

本报讯 近日，平湖“饿了么”（众仁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平湖分公司）的55位“骑手”代表齐聚
一堂，举行公司工会成立大会暨“蓝精灵”志愿服
务项目启动仪式，会上产生了平湖“饿了么”首届
工会，该工会也是嘉兴市首个“饿了么”工会。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依托互联网
平台就业的网约送餐员的数量不断增多，在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为灵活就
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个新兴领域的劳动者群体
正在茁壮成长。

当湖街道总工会持续聚焦新领域创新破题，
扎实做好新群体入会工作，暖心关爱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将工会服务前移，为新群体职工构筑起一
个又一个温暖港湾。“外卖小哥们很辛苦，要经受
住风吹雨淋，日晒霜打，因此我们工会组织要多关
心、多爱护，服务好这些外卖小哥，让他们能享受
到‘娘家人’的关爱。同时，我也希望外卖小哥能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反哺社会，为建设美丽平
湖贡献力量。”当湖街道党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
胡传英说。

我市成立嘉兴首个
“饿了么”工会

■记者 王茹彤 通讯员 纪亚千

本报讯 “两个人再靠近一点啊！对对对，看
我镜头！很好！”近日来自林埭镇保丰村的顾老伯
和沈阿婆终于拿到了崭新的婚姻登记证。据悉，
目前我市正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
登记工作。“终于有结婚证了，我们以前都没有的，
现在也算是合法了！很高兴啊！而且我们还不用
跑很远，在自己所在的镇街道就能办理，真的很方
便！”顾老伯拿着补领的婚姻登记证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此次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
登记工作除了在平湖市婚姻登记管理服务中心设
立主办点外，各镇街道也设立了临时巡回点，由市
民政局派驻婚姻登记员至各临时巡回点现场咨询
与办理，更好地方便群众办事。开展这项工作也
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持续深
化婚姻登记数字化改革，切实解决历史档案数据
的缺失问题，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市将在各镇街道开展为期1年的集中补领
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工作，计划至2022年6
月底，全面完成我市婚姻集中登记，不断完善婚姻
登记信息数据库。

补办结婚证
婚姻更圆满

本报讯 最近，新埭镇22岁
女生潘家熠因巧手制作粘土娃娃
受到关注，她还将制作粘土娃娃
这个爱好变成手艺，在网上做起
私人订制，成了手工技艺出众的

“网络大神”。
走进潘家熠的房间，第一眼

就会被展示架上各种可爱、萌趣、
精致的动漫娃娃所吸引，每一个
粘土娃娃都活灵活现，而这些都
出自潘家熠之手。这会儿，她正
在忙着制作一个客人来图定制的
动漫人物。

因为喜欢看动漫，高三快毕

业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潘家
熠接触到了粘土娃娃。“一开始做
的时候，因为是 2D的图片，你得
想象他的姿势，我就买了素体模
型，给他掰一下形状，让他做成那
个动作，再根据那个动作用粘土
先把素体整体捏出来，一般在腿
部插入铁丝，等彻底晾干，衣服做
好、头部做好，最后固定在底座上
面。”潘家熠说，简单造型的娃娃
一两天就可以搞定，造型复杂、花
纹繁琐的，则需要一个星期或是
更久的时间来制作。

“那个时候，看人家直播做这
个，就感觉挺有意思的，我小时候
也喜欢玩橡皮泥，然后就尝试着

去做做看。一开始做得也不是很
好，有想过放弃，因为兴趣，后来
有一次做了一个还不错的，然后
就坚持下来了。”潘家熠说，制作
粘土娃娃是一门精细活，要用手
或工具捏出人物的脸型、五官、身
体、衣服的轮廓，用颜料绘制脸部
的细节、衣服的花纹等，还要根据
人物的特点增加一些配饰，使娃
娃更加符合动漫中的形象。因为
粘土的基础色只有 12种，所以，
想要好看的颜色还需要用不同的
粘土揉在一起调色，是一件劳心
又费神的事。

“要做好一个粘土娃娃最
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耐心，不能

太着急，着急了，就会粘在一
块、坏掉。每每做成一个，拍照
发上去，有人点赞，有人发朋友
圈，成就感满满的。”最初，潘家
熠捏的粘土娃娃都是放在房间
里做摆件，或是作为礼物送朋
友。上了大学后，她尝试在网
上一边卖自己制作的粘土娃
娃 ，一 边 接 客 人 来 图 的 定 制
单。根据繁复程度，她制作的
粘土娃娃售价在 150 元到 400
多元不等，大学期间，靠制作销
售粘土娃娃，她每月能赚七八
百元，而随着卖出的娃娃增多，
她在网上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
好评。

“刚开始我们挺反对的，但是
我们也没办法，她就是喜欢，后来
我们一看，她做的粘土娃娃看起
来挺好的，我们也喜欢上了，因而
也支持她了。”潘家熠的妈妈施金
华说，“她就是耐心挺好的，一整
天在里面不出来的，除了吃饭就
是在做这个。”

今年 6月，潘家熠从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她说不管接
下来是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她
都不会停止捏粘土娃娃。今
后，她会将这门手艺作为自己
的副业来经营，和更多人分享
她制作粘土娃娃的心得和乐
趣。

■通讯员 谢付良

女生爱上泥巴 捏出网红萌娃

遗失声明
●沈云华（身份证号：330422196301084839）遗失嘉兴港
区房屋拆迁安置结算协议书2份，安置房为中山花苑17
幢 1单元 402室的协议编号为：020512004.1号；安置房
为中山花苑 17 幢 1 单元 1102 室的协议编号为 ：
020212004.2，声明作废。

本报讯 党建联盟、村企结对、飞地抱团……
独山港镇在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务实进取、勇敢
创新，充分发掘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积极为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基层智慧。

今年以来，独山港镇深入推进全域党建联盟引
领乡村组团式发展工作，其中由赵家桥村牵头，优
胜村、衙前村、金沙村共同组成的美丽经济党建联
盟被列入全市第一批试点联盟。同时，联合成立了
平湖市弘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化运营将
红色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加快形成整体智治、共
同富裕的新局面。将红色转角湾、航天科普馆、百
人坑遗址、浪漫花海等红色资源和旅游景点串点成
线，开发“从红船到飞船”红色研学线路，积极申报
浙江省中小学研学实践教学基地，加快开发销售小
油灯钥匙扣、红色小人书、航天周边文创产品，多维
度提升经济效益。7月份开通线上小程序预约以
来，已接待各类旅游、研学团队123批3776人次。

为充分调动非公企业在产业、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优势，今年以来，独山港镇48家企业根据区域分
布、依存关系、资源互补等因素，分别与18个村（社
区）建立了党建结对关系。在村企合作共建的危桥
改造、公共停车场、暖心路灯等18个惠民实事项目
中，48家企业慷慨解囊，积极回馈社会、反哺农村，合
计签约捐赠资金829万元。此外，还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飞地抱团”项目低收入家庭持股增收计划，当
前持股家庭526户，股金总额3029.87万元，低收入
家庭持股增收项目覆盖率98.54%，2020年度分红
295.4872万元，户均5618元，其中最高户1万元。

独山港铺就
美丽城镇共富路

■通讯员 周 涛

本报讯 “这个李子还挺好
的，我前两天买了一点尝尝，感
觉味道不错还很脆，而且价格也
比较实惠，这不，今天看到了就
打算再买点。”正在市区三港路
餐餐码头生鲜超市挑选青脆李
的市民许阿姨说。这些让她夸
赞的青脆李产自于今年平湖新
一轮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县——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
县。青脆李的成功销售也是平
湖与茂县东西协作助农，踏上

“共同富裕”路走出的一步棋。
今年，我市借助市农合联

（供销社）力量，多举措助销茂
县当地农产品，让茂县农产品

“触电”找市场，走出一条致富
新路。眼下正是茂县青脆李上
市的时节，在茂县采摘、收购、
分拣、品控、包装好的青脆李被
统一运送至嘉兴，再由平湖帮
忙销售。“我们将青脆李推荐到
嘉兴水果批发市场，除了在那
边销售外，还有一部分将被分
运到我市农产品展销配送公司
下属的 15家餐餐码头生鲜超市
进行销售。截至目前，我市半
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销售 2000斤
左右的青脆李了。”市农合联
（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说。据了

解，由市农合联（供销社）组织
的农产品贸易是公益性质，主
要目的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
道，稳定农业性增收。

为让市农合联（供销社）更好
地服务茂县乡村振兴，我市正积
极为结对地区开拓农产品的“销
售路”。除了依托15家餐餐码头
食品生鲜超市销售农产品外，还
特别新建设了两家金平湖鲜到家
旗舰店。一家为金平湖鲜到家乡
村旗舰店，位于广陈的山塘景区
内，预计于本月底开张，届时将销
售金平湖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
33家农业主体的平湖本地品牌
农产品和山海协作对口合作地区

的优质农产品。位于梅园路的金
平湖鲜到家城市旗舰店，内容更
加丰富，除了销售还将展示山海
协作对口合作地区的风情风貌。

“同时，我们还将利用金平湖鲜到
家线上平台，以线上订单方式协
助销售。”市农合联（供销社）相关
负责人说。

乘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
通过产品互通，让“共同富裕”
内容更丰富。“接下来我们将大
力向外推送‘浙农服’数字平
台，近期双方也已开始着手共
同组建公司，这项工作的落实
让‘浙农服’平台能够在四川
茂县落地，未来，‘浙农服’还会

推广到四川省各地。该平台能
够实现两地物资对流交易，届
时平湖产量大、对方有需求的
优质农产品也可以运出去销售
了。”市农合联（供销社）相关负
责人说。变“输血式扶贫”为

“造血式扶贫”，这些举措不仅
缩短了平湖和茂县两地之间的
贫富差距，更激活了茂县自身
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力争实
现跨越式发展。

一颗脆李的东西协作之旅一颗脆李的东西协作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