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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港集团平湖独山
港码头上，一台台装卸设备正
有序将集装箱装车运输。据
悉，今年前三季度，独山港区货
物吞吐量达到了 3813 万吨。
当前，港区各码头一派繁忙景
象，力争实现全年红。

■摄影 王 强 张其良
张丹燕

港口码头
奋战全年红

■记者 王茹彤

本报讯 简单明了的“信息
驾驶舱”，方便快捷的“一体机”，
周到贴心的线下服务……在市民
政局西侧，平湖市社会大救助服
务中心正在进行最后的试运营工
作，这也是我市救助服务共同体
创建行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点。

平湖市社会大救助服务中心
从今年 5月开始筹备，计划本月
正式对外营业，它的落成是救助
服务共同体创建行动的具体体
现，也让更多困难群众找到了寻
求帮助的“大门”，给需要救助的

困难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
了这个中心，那些不会使用智能
设备的困难群众也能申请救助服
务，我们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帮忙
申请，有问题也可以面对面询问
解答，后期随着更多社会组织进
驻后，将会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救
助服务项目。”市民政局社会救助
与慈善事业促进科工作人员说。

除了线下社会救助服务中
心，线上平湖市智慧救助信息系
统是救助服务共同体创建行动的
主战场。今年以来，不少困难群
众依托平湖市智慧救助信息系
统，获得了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

感，家住广陈镇山塘村的姚阿姨
就深有体会。“我们家之前申请了
低保，平时电费、水费等都能享受
到优惠政策，家里还有个正在上
中学的孩子，教育方面也得到了
救助，日子好转了不少，生活也很
幸福。”姚阿姨说。像姚阿姨一样
的人还不少，据了解，今年新增低
保户122户、低保边缘户50户、特
困户26户，救助服务共同体创建
行动得以实现“救助更精准、帮扶
更专业”离不开线上线下一体建
设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提
供救助服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从原先的“人找政策”变成
了“政策找人”。通过平湖市智慧
救助信息系统，归集多类救助相
关数据，实现横向部门或单位数
据共享、业务协同，纵向和省大救
助信息系统对接，强化数据共享、
主动发现等功能。“每月医疗支出
超5000元的名单会有预警，经过
筛选后，我们镇街道民政办的工
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了解具体家
庭情况，预判其是否符合申请低
保条件，如果符合，再通过救助一
件事线上惠民联办，帮助其一站
式线上集成办理相对应的救助联
办事项。”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与慈

善事业促进科工作人员说。
随着救助服务共同体创建行

动的开展，多部门依照托底线、救
急难、可持续的要求，着力整合资
源、完善政策、创新机制，逐步构建
起城乡一体、分工负责、相互衔接、
运作规范的社会“大救助”体系，实
现从分散型救助向联合型救助转
变，更好满足困难群众的多样化
救助需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平湖创建救助服务共同体——

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

■记 者 高 洁
通讯员 张其良 张丹燕

张 露

本报讯 落叶萧萧，小城秋
意无边。可在独山港经济开发区
沿海附近，却是一片生机，激情澎
湃。10月 29日 16时 58分，随着
起重指挥的一声口令，重达 19.6
吨、长 71.5米的 2号风机最后一
片叶片与机舱轮毂精准对接，这
也意味着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
项目第 74台风机全部完成吊装
任务，为下一步实现全容量并网
发电迈出了最重要一步。

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位
于杭州湾平湖海域，风电场中心
点离岸 20千米，南北长 14千米，
东西宽 4.3千米，涉海总面积 48

平方千米。据悉，总投资53.39亿
元的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项
目于2018年12月正式启动建设，
项目总装机容量301.2兆瓦，所安
装的74台风机中包括4兆瓦的哈
电风能风机等4种机型。

去年 5月 2日，59号风力发
电机组开始吊装，正式拉开了该
项目风机安装的序幕。一直到今
年10月29日，最后一台风机吊装
完成，预计本月，浙能嘉兴1号海
上风电项目将全部实现并网发
电。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还实现了浙江省 7兆瓦
海上风机“零”的突破。10月 25
日下午，重达 183吨的 31号海上
风机叶轮与机舱发电机精准对
接，7兆瓦容量的海上试验风机

成功在平湖海域的浙能嘉兴1号
海上风电场“落户”。此风机刷新
了我省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纪录，
为浙江地区海上风机选型及推广
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此次 7兆瓦大功率
试验风机是迄今为止浙江省最大
的一台海上风机，276吨的机舱
相当于35头成年非洲象的重量，
在茫茫大海上要把这样的“庞然
大物”吊到百米高的地方，并完成
精准对接，绝非易事。工作人员
不仅要跟海风、涌浪、工期抢时
间，还要仔细谨慎地验算每一个
吊装的环节，确保吊装任务顺利
完成。经过一个下午的准备后，
在浓浓夜色中，风机被成功吊起
并顺利安装到塔筒顶端。

除了机舱的安装对接，叶片

组装也极具考验。每片叶片长达
91米，组装一片需要花费 4个小
时。组接完毕后，整个风轮直径
达186米，扫风面积相当于3.8个
标准足球场大小。在100多名工
作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风机叶轮
与机舱发电机精准对接，7兆瓦
容量的海上试验风机成功“入列”
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

“整个项目从吊装开始到吊
装结束，历时17个月。项目建成
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8.7亿千
瓦时的发电量，相当于36万户家
庭全年的基本用电量，基本可满
足平湖市区居民一年的用电需
求，可节省标煤28.2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57.6万吨。”浙能嘉兴
1号项目EPC总承包项目经理吴
伟伟说。

记者从市发改局了解到，华
能嘉兴2号海上风电项目目前也
已经进入并网阶段，计划今年年
底全部实现并网发电。“浙能嘉兴
1号和华能嘉兴 2号两个海上风
电项目正式投产以后，预计每年
可提供约18亿千瓦时的发电量，
可节省标煤约50万吨。届时，我
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 60万
千瓦，我市海上风电规模也将走
在全省前列。同时，可再生能源
占比将大幅度提高，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市发改局能
源科科长钱洪亮说。

海上风电场海上风电场““风头正劲风头正劲””
浙能嘉兴1号海上风电74台风机吊装成功

本报讯 “以前这座桥两旁
的护栏不具备防撞功能，私家车
驶过都要小心翼翼的，而且建造
年代久远，桥两边的钢筋都裸露
在外。现在可好了，桥面重新浇
筑了，护栏也重新安装了，大家出
行也顺畅了，危桥变‘安心桥’
咯。”当湖街道通界村村民沈玉松
的家就在前进大桥旁，对几个月
前刚改造过的大桥，他笑得合不
拢嘴。

据悉，当湖街道通界村前进
大桥全长 47.4m，桥宽 7.3m，是通

界村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
也是平湖市区通往斜桥的主干
道。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
展，交通量剧增，32岁“高龄”的
前进大桥已不能满足超负荷运载
了。于是今年 6月初，当湖街道
秉承着“不能让老百姓行走在危
桥上”的信念联同各部门，经过近
两个月的昼夜奋战，不仅修补了
前进大桥的裂缝和露筋，而且将
两侧护栏全部更换为无缝钢管护
栏，使得前进大桥的安全性能和

“颜值”都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前进大桥的“涅槃重生”不是

个例，而是当湖街道大力推进“四
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缩影。“很

多农村桥梁大多建于上世纪末本
世纪初，由于当初设计标准偏低，
建筑工艺粗糙，经过二三十年的
风吹雨淋，导致桥梁都有不同程
度的破损，尤其是许多农村桥梁
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加入护栏或者
是没有将护栏防撞功能考虑在
内，使得村民出行安全得不到保
障。”当湖街道城市管理办项目负
责人夏剑峰告诉记者，一座危桥
虽小，但如果不加以改造，不仅会
对沿线村民的出行安全带来极大
的不便和隐患，而且还会严重影
响到农村路网畅通，成为阻碍农
村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因此危
桥改造刻不容缓。

一座安全、便捷的桥，是群众
的期盼，更是城镇发展的出发
点。今年，危旧桥梁改建被列为
四大初心行动，也被列入今年政
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以此为契
机，当湖街道不断加快“四好农村
路”建设工作，进一步牢筑人民幸
福基石，夯实民生基础保障。截
至目前，当湖街道的黄家浜村红
新桥、春泉河三号桥、黄家浜村南
阳桥、通界村前进大桥 4座危桥

已成功“解危”，通过竣工验收，恢
复正常通车。“今年，街道计划对
6座危桥进行改造提升，其中剩
下的 2 座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竣工验
收。”当湖街道城市管理办副主任
陈爱忠说，每座桥都是一桥一方
案，根据桥梁的实际情况进行针
对性改造提升，届时将打造出一
座座精品桥、安心桥，让村民出行
变得更安全、更便捷。

当湖危桥改造架起百姓“安心桥”
■记 者 金睿敏
通讯员 赵泽曦

今平湖客户端

■记者 金睿敏

本报讯 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农业农村部等6个部委办局发布《关于公布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当湖
街道通界村榜上有名。

通界村地处当湖街道西南部，位于南市新区
几何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人文环境，
使得它先后获得全国人口计生自治示范村、省

“森林村庄”、省中心村、省级全面小康农村新社
区、省卫生村、省民主法治村、省善治示范村、省
引领型农村社区、嘉兴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嘉兴
市“三治融合”示范村、嘉兴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
村、嘉兴市“优美庭院”示范村等荣誉。

近年来，通界村更是依托“股份+积分”模式
全力探索村域善治，在党建领航、村民自治、法治
建设、乡风培育、乡村发展、社会安定等方面走上
了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之路，谱写了人民幸福生
活的全新篇章。如今，走在通界村里，一支支志
愿者队伍正在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检查，社区干
部正深入田间地头发放普法宣传资料……居住
在通界村，听碧水潺潺，看蓝天白云，村民宜居宜
业宜游。

通界村上榜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

■记者 居丹荔

■记者 华婷婷 通讯员 倪春军 凌真烈

本报讯 农民住房改善是民生实事、民生大
事。近年来，曹桥街道在充分认识农民住房改善
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的基础上，结合共同富裕
先行地建设，科学谋划农民住房改善工作方向，
稳步推进农民住房改善工作进程。

曹桥街道加大公寓房资金投入和建设力度，
用实招最大程度地将农户吸引到公寓房安置的
轨道上来。2020年，曹桥街道横河北村 6幢 120
套公寓房通过竣工验收并顺利交付使用，实现了
曹桥街道公寓房安置的从“无”到“有”。2021年，
曹桥街道首个商品房配建安置小区154套商品安
置房工程于 7月结顶；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南侧地块第二个商品房配建安置小区现已开
工建设，共216套；曹桥街道首个小高层纯公寓安
置房小区建筑设计方案已基本敲定并即将开工
建设，共492套；实现了曹桥街道公寓房安置的从

“有”到“优”。目前，曹桥街道宅基地置换公寓房
工作正有序推进中，已受理农户置换申请86户。

除了公寓房的安置，曹桥街道的新社区集聚
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中。今年，曹桥街道克服空
间、土地指标、建设资金等多重困难，确保新增的
140户农户进新社区建房。新社区建房按照户型
统一、色彩统一、配套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管
理，全程落实监理，确保建房质量和安全。

此外，曹桥街道还出台了《曹桥街道传统自
然村落保留点农民建房管理实施办法》，让自然
村落保留点建房通道全面畅通。《实施办法》明确
了适用范围、建房标准、管理措施，加强风貌管
控、现场管理、环境管护，严格“四到场”制度，执
行“正负面清单”，坚持联审联办，让审批更合理
有序、民居更显江南风韵。截至目前，曹桥街道
累计受理申请保留点建房 166户，通过联审 135
户，目前在建88户。

曹桥多点发力
推进农民住房改善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平安办发布 2021年 9
月份各市、县（市、区）平安指数。全省90个县（市、
区）中，平湖市位列全省第15位、嘉兴第1位。

平安指数是衡量平安建设状况各项客观指
标的综合相对数，共有8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
标、123个三级指标，包括社会政治安全、社会治
安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以及社会稳
定、刑事安全、治安安全、有效火警接警数、道路
交通万车事故死亡率等指标。

今年以来，平湖市在成功夺取省平安县（市、
区）创建“十六连冠”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平安建
设进入全省前列”的工作目标，扎实推进行业系
统平安建设，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营
造了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生产安全、消防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油（气）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等10大类公共安全领域，推进平安
十大专项攻坚行动，并开展重点单位驻点督查、
部门行业专项督查、一般面上巡回督查“三督
查”，全力把好安全“重点关”，坚决筑牢平安基
石。同时，我市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
以县级矛调中心为牵引、镇街道四个平台为支
撑、村社区全科网格为底座的整体智治体系，全
方位深化“网格警事”警源治理、“息事无讼”诉源
治理、“事心双解”访源治理“三源共治”工作，万
人成讼率在嘉兴位居前列。此外，我市积极开展

“平安宣传进万家 平安建设你我他”“你我同心
反诈同行”等平安主题宣传活动，利用电子大屏、
标语悬挂、宣传册发放、两微一端等多种形式，进
行平安建设主题宣传，在营造良好的平安建设氛
围的同时，使广
大群众自觉成
为平安建设的
拥护者和参与
者。

省平安办9月平安指数发布

平湖位列嘉兴第一

共建共享
平安平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