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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高 洁

数字化改革是通往现代化和
共同富裕的“船”和“桥”。今年以
来，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化改革工
作专班不断改革创新，积极探索
实践，破解了传统农业生产力低
下、农产品滞销、农民参加乡村治
理不积极等难题，大幅提高了涉
农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应用场景是数字化改革的核
心，是从需求痛点到改革切点的
桥梁。“在农业数字化改革过程
中，我们探索、推广了大批特色应
用场景，成立了多个工作专班，用

‘点对点’促进‘实打实’。”团队负
责人、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唐红
芳说。

围绕保障粮食安全“一件

事”，聚焦粮食补贴小切口，牵引
粮食安全大目标，破难组创新开
发了“浙农补”应用场景。农户只
需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移动端
实现补贴数据信息一键查询，补
贴资金一网通发放，不但将提交
申请到补贴发放从原先5个月左
右的时间缩短至 5个工作日，更
实现了农户“最多跑一次”和“一
次都不跑”。要想百姓“少跑路”，
破难组就必须让“数据跑”。“根据
省数字化改革相关要求，破难组
运用‘V’字模型，精准梳理‘三张
清单’需求，经过任务分解、综合
集成、迭代升级等步骤，对种粮补
贴流程、组织方式、手段工具等进
行全方位再造，简化流程、共同监
管、快速直达、精准发放。”唐红芳
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破
难组踏出的脚步驱动着农业数字
化改革阔步前行，今年 7月，“浙
农补”应用场景正式上线。“农户
可以从‘浙里办’APP进入‘浙农
补’应用，自行认领种植地块，后
台完成审核后，补贴资金通过一
卡通账户直接到账，操作十分简
单。”唐红芳一边介绍一边打开手
机，给记者展示了“浙农补”的操
作流程。现在操作方便的界面在
设计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唐红
芳告诉记者，“浙农补”测试阶段，
破难组通过一小部分主体试点，
面对面交流沟通，边试用边完善
边迭代优化，目的是让“浙农补”
好用、管用、实用。

“我们在和农户交流沟通的
时候还发现，大部分农户年龄较

大，为更好地方便农户使用，我们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增加了长辈
版功能，年龄大的就不用担心看
不清字体了。”唐红芳说。破难路
上，像这样的阻碍还有很多，成员
们相互配合，一步一个脚印地把
难题一一破解。在今年的嘉兴市
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改革场景应
用大赛上，“浙农补”荣获一等
奖。而破难组的脚步并没有就此
停止，“无感支付”是他们的下一
个目标，期待通过数字化，为百姓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据
悉，截至 12月中旬，“浙农补”应

用全市推广，服务农户 3.3万次，
共发放春季规模种粮、规模种植
油菜、旱粮生产等补贴 7983 万
元。

今年以来，在市农业农村局
数字化改革工作专班的不懈努力
下，打造了金平湖“1+1+N”数字
乡村大脑，即建立“1”个数字乡村
大数据平台、“1”个数字农业发展
先行区以及“浙农服”“浙农补”

“善治宝”等“N”个应用场景，让
越来越多的农户成为农业农村数
据采集的“传感器”，实现数据的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数字赋农实打实
——记市破难先锋、市农业农村局数字化改革工作专班

■记者 高 洁

在独山港镇赵家桥村，有这
样一位党代表，她既是一名共产
党员，也是村里的微网格长，还是
水韵赵家桥艺术表演队的队长。
由于她是一名退休老教师，所以
村民们都亲切地唤她一声“尹老
师”。她，就是尹菊芳。

尹菊芳在 1997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为民情怀促使着尹菊
芳在退休以后加入到了基层治理
的队伍中，成为了赵家桥村第十
九微网格的微网格长。“腿勤、嘴
勤、手勤、脑勤”，是尹菊芳常挂在

嘴边的话。也正如她所说的，尹
菊芳每天到微网格中转一转，到
田间地头走一走，多与村民聊聊
天，及时掌握他们的生活动态，并
将每天的工作记录下来，平时多
想想，多反思，怎样将微网格治理
得更好。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微网格
长，一定要把百姓的小事当作自
己的大事。”尹菊芳是这么说，也
是这么做的。“大家都是一个村
的，彼此都非常熟悉，有的时候在
街上碰到就会聊聊家常，或者在
我走访的时候，村民们也会向我
反映一些问题。”尹菊芳说，“比如

有村民觉得部分村路太窄，车辆
会车时比较困难，希望能把道路
拓宽一些。”村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也一直是尹菊芳关注的民生热
点，如何使老年人权益得到更好
保障，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
进一步提高，这是她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为此她深入了解各户家
庭的实际情况，做好排摸调研工
作，确保真实准确地反映群众“所
思、所想、所盼、所忧”。

除了把民情民意传递给党组
织，尹菊芳也不忘把党的声音送
到百姓心中。多才多艺的她和一
群志同道合的退休老教师组成了

水韵赵家桥艺术表演队，由她担任
队长，在周边各个村社区开展二
胡、舞蹈、钹子书等文艺表演，既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以

“接地气”的形式宣传防疫知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除了平日里的演
出，我们也会做一些志愿服务，比如
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表
演，给老人们带去欢乐。”尹菊芳说。

11月，在收听收看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
后，尹菊芳和队员认真学习了会
议公报，并结合“六讲六做”大宣
讲内容编写了一曲《新征程上铸
辉煌》。歌词简短精炼，配合二胡、

木笛、快板等传统器乐营造的活泼
轻快节奏，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
评。像这样的歌曲有很多，都是尹
菊芳根据当下的时事政治、社会热
点、文明风尚等编写的，比如宣传
疫情防控的《防疫歌》，结合全域秀
美工作编唱的快板《垃圾分类好处
多》和钹子书《唱唱家乡好风光》
等。不仅现场表演，她还将歌曲收
录在录音机里，每天走访的时候播
放，每走一步，宣传和宣讲就更进
一步，让党的声音更加深入人心。

“把百姓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记市党代表、赵家桥村微网格长尹菊芳

■记者 王茹彤

【幸福故事】“小钱，今天身体
感觉怎么样？”“四肢肌肉酸痛
吗？我来给你做个推拿。”……早
上 7点，平湖市兴平颐养园的蔡
师傅来到了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
重度失能人员小钱家中，为小钱
提供心理安慰、康复保健、生活照
料等居家护理服务。

记者初见小钱时，他沉稳地
坐在椅子上，笑着听母亲讲述自
己儿时的故事，很难想象，这个坐
姿端正的小伙竟是一位患有痉挛
性脑瘫的病人。“他从小生活不能
自理，每次面对陌生人他总是感
到异常紧张与焦虑。我们也带着
他跑了很多医院，这个病没办法
完全治愈，需要长期的护理康
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们
知晓了长期护理保险，马上决定
参加。”小钱妈妈欣慰地说道。看

着如今能够坦然面对陌生人、能
借助器具行走的儿子，小钱妈妈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小钱能有如此大的转变正是
得益于我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该制度以社会互助共济和政
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
对经评估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
的长期失能人员，为其提供基本
生活护理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
的医疗护理基本保障。据介绍，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范围包括
清洁照料、睡眠照料、饮食照料、
排泄照料等27个项目，根据失能
人员的不同需求，可以选择入住
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护理、入住定
点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接
受护理和定期上门居家护理等护
理服务方式。

小钱的故事是长期护理保险
待遇享受人群的一个缩影。近四
年来，长期护理保险得到了许多

百姓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失能人
员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和优
惠。“为了让参保人更快更好地享
受长护险待遇，今年长护险实现
线上智能化监管，通过地理定位、
人脸识别、语音通话等功能完成
护理服务全过程监管，着力打造
优质规范的长期护理服务，确保
符合要求的失能人员能够真正享
受到适合自己的长期护理保险护
理服务。”平湖市长期护理保险业
务管理中心负责人张颖说，除此
之外，为进一步满足长护险待遇
享受人员，今年新增长护险定点
机构5家。目前，我市共有长期护
理保险定点机构31家，其中医疗
机构 16家，养老机构 10家，居家
护理机构5家。截至目前共受理
失能评定申请5540人，完成初次
评定5498人。按政策要求满两年
的参保人期末评定811人、累计评
定为重度失能3952人、累计待遇

享受3559人，其中享受居家待遇
（社会组织或企业）共计2136人，
占总待遇享受的 60.02%。目前，
我市待遇享受率已达到 99.67%，
居嘉兴市首位。目前共完成待遇
拨付45批，累计待遇发放60644人
次，共计待遇拨付7014.34万元。

【平湖路径】2017年，长期护
理保险政策正式推出，2018年 2
月，长期护理保险正式在平湖“落
地”，建立健全长护险各环节工作
制度。4月，首次引入上门居家
护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护险

“平湖居家护理模式”。2019年，
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关
注度和知晓度，让长护险事业深
入人心。2020年，加强信息化建

设，打造便捷长护，打破数据壁
垒，实现线上稽核、线上结算，进
一步实现高效办公。同时开展与
长期护理保险相关的文化活动，
丰富长期护理保险内涵，评选出
33名2019年度、2020年度最美护
理员和优秀护理员。2021年，我
市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服
务，加大护理队伍建设，完善智能
化监管体系，打造标准化长护服
务。此外还进一步优化评定流
程，重新组建失能等级评定专家
库，合理科学规划评估路线，极大
程度缩短评估时效。全市实现长
护险统一经办，给失能人员提供
更扎实的保障，让更多百姓享受
优惠。

■见习记者 杨昊玥 通讯员 倪春军 凌真烈

本报讯 有一种情怀，叫志愿服务；有一股
力量，叫巾帼队伍。在曹桥街道，有这样一支特
殊的队伍，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身穿红马甲，
奔走活跃在村社的大街小巷，被曹桥街道群众亲
切的称呼为“曹阿姨”。

近年来，曹桥街道巾帼业主委员会以服务妇
女儿童和家庭为着眼点，自发组建起“曹阿姨”志
愿服务队，打造曹桥街道巾帼志愿服务模式和
品牌，为建设美丽城镇贡献自己的力量。早在
2017年，“曹阿姨”优美庭院志愿服务队便成立
了。为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今年“曹阿姨”志
愿服务队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分为 8支志愿
服务小分队：优美庭院小分队、家庭教育小分
队、文明倡导小分队、文化传承小分队、便民服务
小分队、爱心奉献小分队、平安家庭小分队和健
康促进小分队。

“曹阿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服务4年多，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他们热爱公益、宣传文明，
接收的是信任，传递的是温暖，为美丽城镇建设
发挥着余热。她们积极参与到“优美庭院”阵地
战，开展“增花添彩 扮靓庭院”把美丽带回家志
愿活动，亲手把美丽的鲜花送到周边农户家中，
装点庭院。“曹阿姨”还常态化开展美丽商铺创建
和垃圾分类等志愿工作，通过骑行、入户等方式，
进行反诈、两癌、禁毒等志愿宣传。充分利用“志
愿服务街”等平台收集群众需求，开展爱心义诊、
便民服务、微心愿等志愿服务等等。8支小分队
齐发力，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铺
洒在曹桥街道的每一寸土地。

“曹阿姨”从小微处着手，以巾帼力量绘就大
美曹桥。“大家都是主动请缨加入‘曹阿姨’，最近
重点是反诈和疫情防控的宣传，只要有需要我们
的地方，‘曹阿姨’会一直在路上。”曹桥街道九里
亭村妇联主席唐丹霞说。下一步，曹桥街道巾帼
业主委员会将进一步打造“曹阿姨”志愿服务队
伍，邻里相亲、守望相助，助推美丽城镇建设落实
落细，用智慧和汗水为美丽城镇建设写下暖心的
一笔。

“曹阿姨”巾帼力量
为大美曹桥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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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茹彤

本报讯 高空抛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头顶
安全”，也挑战着城市文明的底线。今年，高空抛
物正式入刑。近日，我市查处首例高空抛物案。

事发当天，独山港镇龙吟南区一幢居民楼下
突然传出“砰”一声巨响，一辆轿车被砸。现场，
轿车的车顶右侧部分有多处凹陷，车身和车窗玻
璃被划伤，车子旁边还有一台连着键盘的电脑，
电脑的零件散落一地。轿车的车主陈女士立即
报了警。

民警了解事情原委后，通过走访排查锁定 5
楼的住户刘某有重大嫌疑。据交代，刘某当天
晚上因心情不好喝多了酒，要玩电脑的时候，电
脑一直无法开机，他一时恼火，直接把整台电脑
连着键盘和鼠标从楼上丢了下去。当时丝毫没
有顾及该行为可能对其他住户或者楼下车辆造
成极大的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目前，
刘某因高空抛物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高空抛物行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希望广大市民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杜绝
高空抛物，共同维护“头顶上的安全”。

我市查处首例高空抛物案

““长期护理长期护理””就在身边就在身边

3A级景区村庄 13个，根据各镇
街道和行政村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文化内涵等特点，确立了一批
独具特色的创建主题。

在数字赋能下，我市今年又
围绕“1+1+N”数字乡村“大脑”，
建立市镇村三级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数字化监管云平台，在嘉
兴市首个千万元村沈家弄村试点
建设未来乡村，开发“善治宝”微
信小程序，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数字化监管云平台无缝对接，将
分类情况与积分激励相挂钩。如
今，走在平湖农村，白墙黛瓦的乡

村景致、精细刻画的村头小景、干
净整洁的乡间小路别有一番风
情，每家每户门前干净的垃圾桶
和墙上的垃圾分类宣传画，组成
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闻回放：2017年，启动平
湖市“飞地抱团”项目低收入家庭
持股增收计划，将全市城乡低保
户和低保边缘户纳入可持股家庭
基础名单，全市低收入家庭通过
多方筹措帮扶资金，入股至村级
集体经济“飞地抱团”项目，每年

获得稳定收益，到目前持股低收
入家庭 2951户、覆盖率 96.75%，
累计实现分红6000多万元，低收
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突破
2万元。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亮点综述：“十三五”以来，我
市以提高农民、扶持农民、富裕农
民为方向，通过发展曹桥新美劳
务公司等“集体+”新型合作经
济，丰富村庄经营，通过创新“集
体+农户”模式，优先安排经济薄
弱村、低收入农户参股，走共同富
裕道路。通过闲置农房盘活，在
杨庄浜村试点打造“新乡邻公

寓”，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
来推动富民增收与经济互促共
进。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55040 元，比上年增长
6.7%，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9903元，增长7.2%，实现了
居民收入快于经济增长的目标，
达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
富。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平湖推
出“飞地抱团”低收入家庭持股增
收行动，通过“家庭掏一点、集体
出一点、党员干部募一点、企业帮
一点、慈善捐一点、结对帮一点、
政府补一点”的方式，让低收入家

庭入股至“飞地抱团”强村项目
中，按每年入股资金的 10%给予
回报收益。为避免“帮错人、少帮
人”，还建立全过程动态监管模
式，通过设立对象准入、动态调整
以及退出审核等机制，提高持股
对象的精准度和受益面。不仅如
此，针对低收入家庭还进行了家
庭暖巢家居改造行动，由政府出
资帮助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环
境；针对低收入农户“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难题，平湖还推出了低
收入农户医疗补充政策性保险，
以确保低收入农户“看病心里不
慌、看后及时理赔”。

农民富：收入递增奔小康

乡村振兴：村强民富田园美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全国智能制
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中，平湖技师学院选手程磊
焱和崔凯冬两位老师在精密模具智能制造系统
应用技术赛项中获得一等奖，并将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

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是由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共同主办，是我国面向智能制造领域举
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国家
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本届大赛以“新智造、新技
能、新梦想”为主题，重点围绕智能制造本体技术
和应用场景，设置5个赛项，均为双人团体赛。经
过层层选拔，来自全国 25个省（区、市）及机械行
业的800余名选手参加决赛。

技能竞赛是培养、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的重要
途径，平湖市已连续 17年举办全市职业技能竞
赛，培养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全国、省市各级竞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

平湖技师学院两教师
斩获全国一等奖

■记者 华婷婷 通讯员 金晓弟

昨天，在广陈镇曹
港 村 ，农 户 正 在 田 间

“捞”荸荠。据悉，该地
种植的约90亩荸荠迎来
丰收季，农户们趁着近
期的好天气，采用冲刷、
打捞的方式提升工作效
率，抓紧采收。
■摄影 王 强 倪 颖

荸荠丰收
正当时

遗失声明
●平湖市曹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520050712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湖支行营业部，声明作废。

关于2021年省委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明查暗访
发现问题办结情况的公示

根据嘉兴市迎接2021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工作组的相关要求，我市现对 2021年省委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明查暗访发现问题的办结情况进行公示，
详情请见平湖政府网站（http://www.pinghu.gov.cn/）。

公示期限：2021年 12月 23日-2021年 12月 29日，
请公众监督。

监督电话：0573-85822230,85822232。
平湖市迎接2021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协调联络组

2021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