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故事

平和社力量
奋进红兔年

日前，市社会组织创益园举行

“平和社力量，奋进红兔年”元宵游

园会活动，关心关爱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凝心聚力促进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 ■摄影 王斌杰

为推进民政领域数字化改革赋能

刻画失能失智老人精准画像，搭建失
能失智老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利用“人
防+技防”的双重手段，守护失能失智老人
的居家安全……“让数据跑，不让老人
跑！”这个为居家养老设计的服务闭环，有
着应用于照料失智老人的现实价值，它也
是平湖市民政系统第三期青年干部数字
化改革铁军训练营的研讨成果之一：智慧
居家养老服务场景。

用“最强大脑”给出最佳解决方案。
2022年，市民政局立足推进民政领域数字
化改革，提高青年干部数字化业务水平和
知识储备，成立了民政系统第三期青年干
部数字化改革铁军训练营。训练营旨在
将优秀青年干部分别组建“婚姻一件事”

“党建统领助力浙里康养”“红领社治”“慈
善一件事”4个专项工作组，进行为期 3个
月的锻炼，促进青年干部业务能力的全面
提升和队伍素质的稳步提高。

“从‘深学’到‘实训’，我们在培养方
式的选择上颇下功夫，最终确定了以专业
授课、参访行动、课题调研、专项演练为活
动内容，实现民政数字化应用和人才梯队
从‘制’到‘治’再到‘智’的全方位转变。”
市民政局局长程佳俊介绍说。

开班第一课

专业学习强基础

从呱呱坠地到垂暮晚年，民政部门守
护着市民的全生命周期。民政工作千头
万绪、纷繁复杂，运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工
作难题，是平湖民政在当前的机遇和挑
战。去年 8月，在平湖市数字化改革工作
推进会召开不久，市民政局第三期青年干
部数字化改革铁军训练营就开启了第一
课。“数字化、智能化归根结底只是方法途
径，以人为本、服务人民才是最终目标，在
数字政府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青年干部
要善用新手段做实做优本职工作，用‘小
数字’撬动民政工作的‘大命题’。”程佳俊
开门见山，点出了青年干部数字化能力的
重要性。

如何找准数字化赛道，把握民政工

作中数字化改革的方向？在市纪委市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孙淑君和市委办
政研室副主任李玉芳带来的开班第一课
上，民政青年铁军获得了新的思路：孙淑
君分享了“浙车监督在线”数字化应用的
经验做法，理论加实践，案例讲解加措施
分析，阐释了主题要义，为民政系统建立
和完善数字化应用场景提供了借鉴参
考。李玉芳则从数字化改革“是什么”

“干什么”“怎么干”以及从事数字化改革
工作的体会和建议四个方面作了题为
《平湖市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和思考》的专
题讲课，为民政系统推进数字化改革工
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说起这次“赋能充电”，铁军训练营学
员江芸芸感触颇深：“日常工作中也接触
数字化工作，但尚未形成数字化的系统思
维。无论是应用实例还是理论知识，老师
们的讲课内容都让我耳目一新，很受启
发。”下一步，平湖民政将继续加强对青年
干部的数字化理论培训，扩展民政工作的
创新通道，为数字化改革增添新动能。

参访行动

互通互鉴察实情

“以前看先进的应用场景就像是别人
家的孩子，可望不可及，但听了兄弟单位
的介绍分享，从方案规划到应用落地，让
我们更加确定了完善旧场景、扩展新模块
的路子。”去年 9月，在调研参访舟山市普
陀区社会组织服务“一件事”应用系统的
过程中，“红领社治”专项工作组组员金叶
美有感而发，并表示将学习数字化工作中
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模式的
先进做法，探索在优化现有平台基础上研
发社会组织精准化服务应用。去年9月至

10月，民政铁军训练营的四个专项工作组
分头行动，前往宁波奉化、嘉善、舟山普陀
等措施优、成绩好的兄弟单位进行交流学
习，互学互鉴，切实提高我市数字化应用
场景的构建本领。

在调研参访嘉善县慈善总会，学习省
试点——“同善汇”数字慈善平台应用的
过程中，“慈善一件事”专项工作组表示，
将学习慈善供需一体化、对接精准化等先
进做法，运用到我市“慈善一件事”数字化
应用平台开发建设中去；嘉善智慧养老大
数据中心之行中，让“党建统领助力浙里
康养”专项工作组看到了嘉善打造的城乡
一体“颐养智享”应用的决心，后续将积极
探索基层党建、养老服务工作、数字化改
革三者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和关键举措，

“婚姻一件事”专项工作组在宁波奉化之
行中，感受了户外婚姻文化基地和地方特
色的传统婚俗，后续将优化婚姻登记机关
场地建设，融入本地特色，在婚姻登记机
关的布置方面增加本地色彩。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系列参访交流，
能把好经验好做法“搬”回家，通过数字化
改善甚至变革民政工作，连接信息、连接
资源、连接群众。”民政局青年干部数字化
改革铁军训练营副营长华锐介绍说。

调研+演练

学以致用见实效

“打开‘慈善一件事’驾驶舱，可以看
到需求精准匹配、在线捐赠、项目详情和
褒奖机制四大场景……”这是近日“慈善
一件事”专项组组员在铁军训练营第一场
实战实效演练中，围绕需求清单、应用场
景、预期成效、未来展望四个方面内容对

该组数字化应用场景所作的成果汇报。

作为训练营的最后一项任务，课题调
研和专项演练是检验前期学习成果、交流
学习经验的重要步骤。除了在实践中感
悟，不同小组、指导组长的“点拨”也是不
可缺少的一环。四个专项工作组通过小
组讨论、现场问答、点评发言，进一步对

“慈善一件事”数字化应用落地出谋划策、
探索实践。“党建统领助力浙里康养”专项
工作组组员陆佳凤说：“以前我只关注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慈善小组的汇报不仅
帮助我拓宽了视野，提升了格局，也为我
继续完善小组汇报内容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慈善一件事”指导组组长严健提出，
要打好基础、巩固底座，通过“慈善一件
事”数字化应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进一
步理顺慈善事业的体制机制。“数字化改革
突破点在于推动从技术理性向机制理性跨
越，实现从‘适应数字化、运用数字化’到

‘驾驭数字化、引领数字化’的转变。”严健
说。

据了解，在所有专项组完成成果展示
后，将举行评选表彰仪式，届时将评选出

“最佳应用”和“最具创新”等奖项，鼓励青
年铁军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和热情，投入到
民政事业中去。

“事实上，青年干部数字化改革铁军
训练营搭建了民政青年干部学习交流、相
互成长的平台。”程佳俊说。在这里，青年
干部带着求知的热情和为民的情怀，在一
次次“头脑风暴”中迸发出“民政智慧”。
未来，市民政局将继续强化青年干部数字
化能力培养，推进民政领域数字化改革，
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金平湖璀璨
明珠贡献民政力量。

■记者 潘慧敏 通讯员 周 兰

平湖民政强化青年干部数字化能力培养

名人辈出话石庄
石庄位于东泖之滨（今新埭镇兴旺村

东南部），原是宋江淮总管石都尉的赐庄
（皇帝赏赐给驸马石都尉的庄院）。向来有
石田饲鹤、石亭、石总管庙、石氏垄迹等遗
迹。到了元朝末年，有来自武康（今为湖州
市德清县武康镇）的沈氏寄居东泖石庄。

沈氏源出姬姓，是周文王第十子聃季
的后代。聃季封于汝南平舆（位于河南
省）的沈亭，为沈子国（爵位为“子”一级的
诸侯国），聃季为沈氏第一世。第二十六
世为沈郢，于周烈王二年（前 374年）迁于
菰城（浙江旧乌程县的别称，即今湖州
市）。第三十八世沈戎，东汉济阳太守，后
迁居吴兴乌程县余不乡。此乡后属永安
县，晋太康二年（281年），改永安为武康，
故沈氏又被称为吴兴武康人。沈氏族谱
上七十九世国祥，号也称“武康”，于元朝
末年从吴兴武康迁来，寄居石庄，其即为
石庄沈氏的始祖。

石庄沈氏之所以世居泖上，是因为该
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田地
不高不低，较少涝旱二灾。经过数代经
营，五世悦耕建造起富丽堂皇的宅第。

七世秦时有家业田产数百亩。为了
风水及家族灌溉农田等原因，八世沈两山
疏浚了河道，并移宅第的大门面对所浚河
道，将宅院改造扩建成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的美轮美奂的建筑群。九世精通堪舆（风
水）之术，又在房屋东面筑堰。倭寇来时，
只因其为诗书礼仪之家，故敬而远之。因
倭患逼人，九世和当时滨海许多大族一样
迁居当湖，居城南三登里。沈两山的曾
孙、十一世沈瑞鎜在《家园记略》中有如下
记述：

三泖碧湖的湖湾处，是古老的村庄石
庄，我的家园就在那里，是我的曾祖父两山
公重新建造的。曾祖父年轻时喜欢结交朋
友，晚年对元理（又称“玄理”，一种深奥的
道理）有兴趣。他将自己比作上天释放出
来的小民，不事权贵，不折辱自己，晚年时，
这种表现篷布，一直连接到门槛。三面安
放有青色的帘子，各种花草相映成辉。堂
后有养鱼池，池前面有假山。曾祖父常常
与来客在池边的小轩里或者弹奏乐器，或
者下棋。中午时分，曾祖父稍微饮点酒后
面色红润，便会轻拍门槛，池中的鱼儿会闻
声游过来。从后山漫步跨过一道小石梁，
可进入一座山洞，名“归云洞”，里面有好多
玲珑奇特的石头交相辉映。

登上山顶，就会看到雄奇的美人抱狮
峰。在这里驻足远眺，可以望见三泖之
水。从西北角绕出来，山背上是一大片树
林，其中都是青翠的松树、碧绿的梧桐。
经过树林以后，是一道横木搭成的便门，

上门写着“琅玕坞”三个字，里面是一大片
竹林，有三万多株竹子。每当赋成一首新
诗后，曾祖父便用刀刻在竹节之间。比如

“泉声带月鸣秋夜，竹影拖烟弄晚风”；又
如“竹林数子真吾党，头白能无了此生”。

竹林旁边筑有两条沟渠，一片菜地有
百畦之多，种植了甜美的瓜果、清香的蔬
菜等，曾祖父经常采摘时鲜蔬菜招待客
人。

从这里出“东圃门”，可以看到上百株
紫桂，桂花树前面有池塘，池中有一座凉
亭，名“来青亭”，亭子的前面又有梅花坞、
菊坞等。因此有诗云：“青草小航寻栗里，
黄昏淡月到林家。”从这里进入东面的回
廊，到了一座“小可轩”，里面设有蒲团，是
曾祖父午休打盹儿的地方。

自从倭寇侵犯本地以后，林泉竹树均
被毁坏。两座山的石头累累相叠，十成中
只剩下二三成矣。此后，美轮美奂的石庄
大宅院，精美玲珑的园林也销声匿迹。

石庄沈氏和清溪沈氏一样，同为明清
地方华望（很有名气的望族），影响不小。
明代有为文豪宕的沈懋孝，清代有《槜李
诗系》的编著者沈季友，其文学成就足以
使石庄沈氏名垂千秋。

根据方志史书记载，石庄沈氏较为有
名的人物有：

沈溱，字惠水，号东洲，明代正德间为
文思院大使，因事触怒太监刘瑾，系狱
中。蒙友人拼力相救，才得以捡回性命。
于是归隐东泖石庄里，子孙遂为平湖人。

沈宏光，字子懋，号肖山，两山子，年
轻时以诸生（秀才）北游雍地（陕西一带），
结交海内名士。

沈懋孝，字幼真，号晴峰，太宗支赵汉
外孙。

沈瑞鎜，字德载，号三楚，太学生。
沈棻，字子佩，号藕庵，清顺治十二年

（1655年）进士，授河南西平知县，惠政极
多，县志评价他“治声为中州第一”。

沈季友，字客子，号南凝。
石庄有东西之分。沈宏光长子沈懋

孝（1538—1614 年）继承大宗，祠堂名学
古，率子孙居住庄之东部，称东石庄。次
子沈懋壮与兄合居。三子沈懋嘉，另立祠
堂名种德，居于石庄西部，称西石庄。明
代倭寇自泖塘而上，频扰石庄，东石庄最
终难逃一劫，屋宇尽毁。西石庄也多次蒙
难，所幸房屋尚存，且距泖河稍远，东石庄
沈氏族人逃至西石庄合居。

清 康 熙 年 间 ，沈 氏 后 人 沈 季 友
（1652—1693年）合宗祠，修家谱，重建沈
氏学古堂，恢复部分房屋产业。及至晚
清，还留有很多石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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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快递资讯快递

平湖民政市三干会上
收获多项荣誉

■通讯员 方 颖

在近日召开的全市三级干部大会暨“创新奋
进年”动员大会上，市民政局再次荣获工作目标
绩效考评优秀部门，同时还收获了2022年度“平
湖铁军”先进集体二等奖、民生优享工程先进集
体、乡村振兴先进集体等荣誉，困难群众精准画
像获“十大改革创新”项目。

2022年，市民政局深入践行为民爱民理念，
高水平推进“暖心服务”十大民生品牌建设，困难
群体保障标准进一步提升，民政领域公共服务进
一步优化。同时，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一岗双
责”，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有力营造了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2023年，市民政局将根据“12510”民政工作
体系架构，提升社会救助精准高效，提升养老服务
保障水平，提升慈善事业社会影响，提升“五社联
动”扩面提质，提升优质服务共建共享。围绕推进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标民政领域五张“金名
片”，持续推动“暖心服务”十大民生品牌“提升之
年”建设，全方位推进民政事业实现新跨越。

“红色‘救’在身边”
暖心服务民生

■通讯员 平佳璐

去年以来，市民政局深入推动“红色‘救’在
身边”暖心服务民生品牌建设，通过加强城乡困
难群众走访和救助，进一步完善相关兜底保障措
施，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抓好新阶段疫情防控。结合新阶段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提前做好各项救助工作预案和准
备。加强已脱贫和边缘人口的监测，及时处置异
常预警，进一步简化救助审核审批流程，畅通线
上“浙里救”和线下镇街道、村社区救助申请渠
道，拓宽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

深化开展“三走”活动。基层助联体工作站
点通过探访、电话、微信等方式，对全市在册的低
保户、低保边缘户和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开展“全
覆盖”排查，全面掌握困难家庭当前的生活状况，
有效防范和及时发现困难对象意外风险，做到早
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将符合条件的救
助对象及时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及时足额发放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费等救助资金，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对遭遇突发急难事件造成临时
生活困难的，及时给予临时救助，情况紧急的给
予“先行救助”。发挥“助联体”机制平台作用，统
筹整合救助帮扶资源，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对
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我市社会工作成效
显著获嘉兴褒奖

■通讯员 周 兰

近日，嘉兴市民政局公布了 2022年度示范
型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及城乡社区工作治理新
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我市当湖街道社会工
作站、钟埭街道社会工作站和林埭镇社会工作站
3家社会工作站榜上有名。

此次表彰的个人中，钱鸿斌、郭强、朱峰、张
强、王丽美、张春夏 6人荣获城乡社区工作治理
新秀称号，朱海明、谢惠林、徐晓春、费珠凤、朱晓
燕5人荣获城乡社区工作领军人才称号，朱冬健
荣获城乡社区工作拔尖人才称号。

近年来，平湖民政围绕平和“社”力量和社区
“邻”治理两个暖心服务品牌，构建完善社区、社
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
源“五社联动”指导体系。不断深化全国农村社
区治理实验区和省级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治理成果，进一步丰富友邻善治、毗邻党
建、新睦邻、林聚邻等邻治理模式，大力实施社区
社会组织培优行动、本地社工人才督导培养计划
等项目；持续加大“五社”统筹考核力度，加快“五
社”要素赋能增效，突出“五社”联动探索实践，在
高质量推进现代社区建设和“两个先行”中作出
贡献。

接下来，我市社会工作将持续做深做实两个
暖心服务品牌，围绕市委、市政府总要求、新目
标、新任务，加快推进试点工作、深化“邻治理”品
牌、加快现代社区建设，积极打造具有民政辨识
度、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在奋力打造中国式现
代化的金平湖璀璨明珠进程中增添更多的民政
元素。

今年春节期间，平湖 96345社区服务中心始

终确保人员不空岗、工作不断档。累计受理市民

各类求助 1085件次，其中生活类求助 777件次，

占总求助量的71%，以水电抢修、开锁服务、管道

疏通、家电维修等内容为主。 ■摄影 陈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