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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记者 胡佳英 通讯员 徐冰艳 陈明远

文化礼堂志愿服务乐助人

多渠道架起助农桥多渠道架起助农桥

本报讯 这几天中午时分，钟埭街道大力村“银
杏花”文化礼堂志愿服务队队员张玉英都会骑着电瓶
车，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一元助餐”户杨祥珍手
上，让老人及时吃上午餐。据了解，大力村目前有4户

“一元助餐”户，眼下疫情形势严峻，原本的送餐服务
暂时取消。为了保证老人在特殊时期生活质量不打
折，“银杏花”文化礼堂志愿服务队及时站出来，主动
承担起送餐服务。

日常生活要照料，节日关怀也不能少。刚刚过去
的清明节，“银杏花”文化礼堂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手
工制作了豆沙馅、肉菜馅等不同口味的青团，并为孤
寡老人和出行不便的老人送上了这份“春日限定”。
而在新群社区，文化礼堂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同样扎
根在为民服务的一线。沈忠英是新群文化礼堂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她主动报名志愿
服务，及时下沉基层一线，协助开展测温扫码、秩序维
护等基础工作。

为孤寡老人送餐、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进行知识普及和政策宣讲……在钟埭街道，60多支文
化礼堂志愿服务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活跃在
社会基层，以贴心、暖心、细心的举措，成为扎根基层
的有生力量，受到了百姓的称赞。

【第14计】多渠道助农
【谋略】通过各大抗疫求助

平台多渠道帮助农户进行运输
和销售，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问
题，保障了农民的“钱袋子”。

【实战】“我们今天上午采
摘的 1000多篮约 3000斤双孢
蘑菇运不出去了，这可怎么办
呀！”4月3日上午，曹桥街道隆
鑫家庭农场负责人徐燕急坏
了。这 1000多篮蘑菇里，除了
有自己基地里的 300多篮，还

有她帮助其他 5户农户统一收
购的 700多篮。在获悉徐燕的
难题后，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帮
助她通过各大抗疫求助平台发
起求助。

发起求助后没多久，市妇
联主席何鸣宇第一时间联系上
了徐燕。“你这里滞销的蘑菇量
有多少，需不需要我们提供运
输帮助？”徐燕立即把自己的情
况一一告知。随即何鸣宇在

“妇联帮帮团”对接工作群中发
出了求助信息“平湖曹桥街道
有一批双孢蘑菇滞销，大家可
以接龙购买！”一时间，女企业

家协会、戴梦得生鲜等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

发出求助信息不到一小
时，1000多篮蘑菇迅速就被两
家来自嘉兴的爱心企业收
购。“真的是太感谢了，没想到

‘妇联帮帮团’这么给力。”得
知这个消息，徐燕心中的一块
大石终于放下了。下午 3 时
多，防疫物资专用的运输车辆
来到曹桥街道隆鑫家庭农场，
1000 多篮蘑菇被顺利送往嘉
兴。记者从曹桥街道了解到，
实际上，这两天除了双孢蘑
菇，当地还有花菜、芦笋等多

种农产品滞销的情况。曹桥
街道孔家堰村种菜大户多，连
日来滞销情况也很严重。“正
好遇到花菜上市期，每天有
5000斤左右的量，放在地里不
管三天就要烂掉。”该村种菜
大户朱建平说，他因为防疫需
要正在集中隔离，想着地里的
花菜没人管也是急上心头。
在获悉他的情况后，同样通过
各大抗疫求助平台，“妇联帮
帮团”、平湖餐餐乐公司等多
个渠道帮助其进行运输和销
售。“昨天一天就销了 7000多
斤，目前滞销积压的情况已经

大为好转了。”朱建平告诉记
者，目前他在基地里专门开辟
了一个无接触式的取货点，每
天采收完毕就统一堆放，统一
运输。“真的挺感谢这次帮到
我的各路爱心人士，解决了我
的大难题。”朱建平说。

“一方面是媒体帮助我们
宣传；另一方面是各路爱心企
业家的采购，解决了很多农户
的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他们也在全市发出倡
导让平湖人吃平湖蔬菜，目前
我市农产品滞销的情况已大为
好转。

■记 者 何金妹
通讯员 夏竞舟

蔬菜保供 防疫不松
■见习记者 荣怡婷 黄雨欣

本报讯 近日，记者发现不
少市民的朋友圈里晒着平湖本
地产的优质瓜果蔬菜，还有美丽
的鲜花装扮家园。“平时倒是没
怎么吃过平湖蘑菇，这次在助农
平台买了3斤，真的蛮好吃的。”
家住市区海德城的胡女士说，平
时去菜市场买菜，很少看到本地
蘑菇，因为听说本地的蘑菇都很
热销，基本被商户直接订走，供
不应求的。

胡女士说，作为平湖人，她
积极参加“助农售菜”活动，争

当“农小二”，所以这几天，她还
在助农平台上购买了本地的草
莓、小土豆、非洲菊等。像胡女
士一样，在各个助农群里，记者
看到，市民对本地瓜果蔬菜都
赞不绝口。只见一名微信名为

“机灵妈”的网友把自己购买的
鸡做成了盐焗鸡发在了群里，
并称赞鸡好价格又便宜，不一
会儿记者就看到有几十名市民
团购了该鸡。

平湖市民在线上购买得
欢，平湖的果蔬种植户也忙得
不亦乐乎。“本来还愁着这么多
的土豆怎么卖出去，谁知道这
两天参加了各个群里的团购，

已经卖空了。”浙江绿迹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余魁说，这
两天基地上的苦菊和大蒜也参
与了助农团购，陆陆续续都将
送到平湖市民的餐桌。同时，
这几天在我市餐餐码头生鲜超
市的蔬菜销售区域，不少蔬菜
都挂上了爱心专柜的标志牌，
爱心专柜的直销蔬菜，大部分
采购于本地的合作基地。这些
基地平时会外销到嘉兴、上海
等地，但因为疫情，农产品很快
出现了积压滞销的现象。为
此，我市农产品展销配送有限
公司加大采购量，并在门店以
促销的形式，带动产品销售量，

市民也可以就近购买到平湖本
地的蔬菜。

“市民吃着最新鲜的优质果
蔬，感受着本地果蔬的魅力，这
也凸显了我市果蔬产业的建设
成果。”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
中心副主任吴平说，这几年，我
市通过加强产业规划，加大产业
升级，强化科技服务，促进科技
兴农，为农户提供零距离服务。
同时，强化对农民实用技术的培
训，加大科研力度，开展试验示
范加大科技合作，抓好示范主
体，培育农业领军以及深化浙沪
毗邻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交流。
另外，做好农业保险服务工作，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预警、
业务指导和执法检查，抓好农业
招商，提升果蔬产业等多方面来
做好我市蔬菜产业生产工作。
据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我市
蔬 菜 及 食 用 菌 的 播 种 面 积
45298亩，食用菌的产量有 2529
吨，草莓面积有850亩，335亩甜
瓜即将上市。预计一季度蔬菜
的产量有 32000多吨，每天日产
量 360多吨。清明节前后的蔬
菜品种有菜心、甘蓝、黄瓜等 20
多个品种，种类丰富，涵盖了我
市市民日常所需的绝大部分蔬
菜品种，能够保障我市市民“菜
篮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记 者 何金妹
通讯员 夏竞舟

线上线下助农 滞销变成热销

●李平洲遗失房屋坐落于乍浦皇都佳苑19幢2单
元 1102 室 的 契 证 ，原 契 证 编 号 ：
3304012015039188，声明作废。
●合肥燃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2MA2UQ9FN8Y，
核准日期：2020年12月2日，声明作废。
●浙江多凌拉链制造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第13计】下沉企业服务
【谋略】为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困难，新仓镇主动
下沉，深入企业，通过“一对一”

“点对点”等服务方式，切实指
导好企业日常防疫、进口物品
管控等工作，并加大疫情期间
对企业的用工指导以及政策规
定解读、无缝衔接企业需求，护
航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实战】近日，在位于新仓
镇的平湖东和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所有机器正

开足了马力生产，员工们戴着
口罩、保持一定距离聚精会神
地工作。“目前我们企业的生产
已经完全恢复，产值也恢复到
了80%以上。”平湖东和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阪庸平说，
公司能够又快又好地恢复生
产，新仓镇“店小二”式的全周
期服务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帮
助。

以真心换真心，新仓镇的
“温度”保障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也让企业对政府更加信赖、更加
感激。“衷心感谢政府对我们企
业的鼎力支持，是你们及时协
调、贴心服务给予企业最坚定的

信心，让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推进
复工复产。”阪庸平说。在为东
和汽车部件解决完物流的难题
后，阪庸平为新仓镇人民政府送
来了一面印有“疫情无情人有
情 助企纾困显真心”的锦旗，感
谢他们在企业复工复产中提供
的指导与帮助。

据了解，平湖东和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座椅
内垫和安全气囊，是汽车整车
生产中的重要一环。在开工之
初，新仓镇立刻成立企业复工
复产服务突击队，上门指导企
业如何做好日常防疫等工作，
确保了企业复工复产的顺利进

行。“镇里的工作小组几乎参与
了我们复工复产的全周期，为
我们提供上门指导、宣传惠企
政策，督促我们常态化做好‘扫
码+测温+戴口罩’、厂区消杀防
疫和厂区环境卫生整治等工
作，投入生产后又对我们出口
的物资进行检验等。”平湖东和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部长郭燕说，除了政府的指导
外，他们企业还提前准备好了
大量防疫物资和原材料，严格
落实“双码”、48小时核酸证明
等检查、坚决落实各项政府指
导的防疫措施，以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顺利进行。在全面复工

复产之后，物流运输成了东和
汽车部件最紧迫的问题。在接
到企业的“求助”后，新仓镇复
工复产服务突击队第一时间进
行组织协调，为企业办理通行
证，确保了企业订单按时交付。

平湖东和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的疫期复产之路也正是新仓
众多企业复工复产的缩影。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新仓镇始
终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两手抓”“两手硬”，以做好服
务员的姿态结合企业实际，积
极主动指导企业做好各项工
作，强化服务和监督，为企业复
工复产保驾护航。

““无缝衔接无缝衔接””下沉指导下沉指导

昨天，在钟埭街道大力村一蔬菜基地，志
愿者们拿着镰刀、篮筐等采收工具正帮忙采收
蔬菜。据介绍，该基地的种植户及基地工人受
疫情影响进行了集中隔离，基地上10个大棚的
蔬菜无人收割。得知情况后，街道的志愿者们
第一时间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助收蔬菜、畅通
销售渠道，减少经济损失。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陈明远

田间“红马甲”

科学防疫·你我同行

本报讯 因疫情防控需要，平湖市农副产品综合
批发市场按下“暂停键”。为保障全市蔬菜供应需求，
我市在体育馆搭建起临时蔬菜批发交易区。各方人
员在保供稳价、进货采购的同时，防疫工作也不容忽
视。

市场方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通过建立“人防+物
防+技防”三位一体的防控机制，织密织牢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硬核”防护网。在核心区域，通过
架设防疫铁丝网，加固防疫屏障，守好市场“小门”。
组建防疫小组，严格督查交易区的巡逻工作，严厉打
击哄抬物价等现象；严格规范出入登记，对每位来往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嘉行码、核酸报告等的检
查，一旦发现异常需及时上报。采取单进单出的出入
方式，避免人员交叉接触。必要时可延长交易时间，
拓宽服务深度和广度，满足大众采购需求。交易后要
组织人员对场馆进行全方位消杀，把好市场安全关
口。除了为居民提供放心的采购环境，市场在货源方
面也需进行严格把控，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验，确保
食材正规、安全。

作为批发商，首先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在进入
交易场所时，要配合测量体温，出示嘉行码、核酸检
测证明。蔬菜批发商需要每日进行核酸检测，确保
身体状况良好。在交易过程中，要做好个人防护，确
保交易安全。全程佩戴口罩，与采购方交流需要保
持一定的距离，并尽量减少交流；佩戴手套，避免与
蔬菜直接接触，交易使用的一次性塑料袋要进行消
毒。对于市外蔬菜（来源于低风险地区），蔬菜运输
车辆进入交易场所要进行全方位消毒，外地来平车
辆需凭“平和码”方可进入，并在指定区域规范停
放。司机全程不下车，卸载货物之后立刻离场，确保
实现闭环管理。

采购方进入临时批发市场，务必配合做好测
温、扫码等防疫工作。全程佩戴好口罩，应避免拉
下口罩交谈等，尤其是与摊主沟通时，双方都不应
摘下口罩；挑选食材时，也不要摘下口罩闻食材。
如需咳嗽或喷嚏，不要摘下口罩，待方便时及时换
新。采购过程中，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直接
用手触碰食材等，切记不能用手直接接触眼、口、
鼻。购买食材时，尽量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安全社
交距离，对照购物清单，快速挑选物资，缩短停留时
间。尽量不去人群聚集的摊位，排队时注意保持安
全距离，尽量选择无接触付款等方式进行结算。采
购后，及时做好清洗工作，使用流水或是免洗洗手
液按照“七步洗手法”清洗双手，用消毒湿巾或其他
消毒剂消毒所购物品外包装。

当前，我市蔬菜批发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疫
情“大考”，各方人员需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做好防疫
工作，为我市蔬菜销售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交易环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