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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李凤超

本报讯 “再过上 20 到 25
天，长出的幼苗就可以进行移栽
了，到时候，草莓也差不多采收完
毕。”这几天，广陈镇超秀家庭农
场种植户潘菊良正忙着将一枚枚
颗粒饱满的甜瓜种子均匀地播撒
到营养土中。潘菊良说，阳春三
月，大棚草莓的采摘已经接近尾
声，而甜瓜正到了种植的大好时
节。

潘菊良这次种下的甜瓜品种
为“蜜天下”，一直以来，他的种植
时间都是在过年前后，而那时，草
莓也正值丰收，甜瓜只能另外择

棚栽种。今年，潘菊良在甜瓜的
种植上改良了方式，除了过年前
后的种植外，他还在春季进行育
苗，并利用草莓大棚套种甜瓜的
高效栽培模式。在当季草莓采收
完毕后，充分利用种植草莓时起
垄的土地，将刚出苗的甜瓜移栽
进垄，从而在草莓后茬口完成续
栽甜瓜苗的工作。巧妙运用时间
差，既降低了种植成本，又让甜瓜
接棒了草莓，有效解决了大棚的

“空窗期”问题。
“基本到本月底或下月初，草

莓就要全部结束种植。往年，草
莓采摘结束后，这些大棚就会空
下来几个月的时间。而今年，我
打算在草莓采摘结束后栽种甜

瓜。”潘菊良说，在当前季节，甜瓜
从育苗到移栽，再到最后的成熟
采收，整体大概需要 90 天的时
间，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草莓棚的

“空窗期”。往年，因为作物生长
周期的原因，潘菊良并没有将这段
时间进行有效利用，导致了大棚资
源的浪费。而今年，育苗轮种的模
式，使得闲置的土地被充分利用了
起来，不仅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
率，也为老潘带来了增收。

而对于甜瓜品质的问题，潘
菊良也早有研究。对比冬日种
植，现在推迟到 3 月育苗，不仅
没有影响甜瓜的正常生长，反而
让种下的甜瓜受到春季温度的
影响，生长速度更快，结出的果

实也更大，每个重量可达 4至 6
斤。按市场行情估算，预计每亩
能够多为老潘带来一万余元的
收入。“之前在冬季种下的瓜，一
般只能长到 2斤多，而在春季育
苗后种下的瓜，却都能长到 4斤
以上。”潘菊良说，虽然从售卖价
格上对比，早瓜的价格更高一
些，但是有了重量上的优势，加
上春季育苗的成本也比冬季要
低上许多，如此一来，每亩地的
整体收益并不比冬季种植的差，

也为他新一季的丰产增收打下
了基础。

记者手记：老潘一次种植方
式的改良，打破了传统温室中单
一栽培草莓的形式，在有限的空
间内创造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同一片土地上，打好时间差，收
获更多的农产品，既节约土地资
源，又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而
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
这是发展高效农业的有效方式之
一。

大棚莓瓜套种套出“金娃娃”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近日，朱先生带着一面印有“扶危
解难救助情 感谢人民好交警”的锦旗来到市交
警大队，感谢他们在危难时刻出手相助，及时护
送自己怀孕的妻子安全到达医院。

3月11日上午，当湖中队接指挥中心指令称，
有群众求助称一孕妇腹痛难忍，需要立即送往嘉
兴市妇幼保健院就医，请求交警帮助送医。接警
后，当湖中队辅警陆健和陆斌两人立即驾驶警车
前往梅园路与胜利路路口，与求助人会合。他们
将孕妇扶坐上警车后，立即开启警灯，拉响警笛
向医院“狂飙”。

在保证孕妇安全的前提下，他们用最短的时
间、最安全的保障，第一时间将孕妇送至嘉兴市
妇幼保健院，并协助医护人员，将孕妇安全送至
急诊室进行相关检查。孕妇脱离危险后，其丈夫
朱先生又来到交警大队，亲手将锦旗送到两位辅
警手中，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万分感谢。

交警“狂飙”
护送腹痛孕妇就医

为企服务

近日，独山港派出所将联勤驿站
搬到了该镇高新技术产业园。据了
解，该驿站由原来的核酸检测点改造
而来，通过功能改造、配备人员，为附
近企业提供反诈宣传、人员登记等服
务。
■摄影 王 强 张丹燕 徐冰艳

●嘉兴漫旅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明家庭
巡礼

本报讯 近日，当湖街道沐阳社区创新启动
了网格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党员、网格长、微网格
长、业委会成员等多方力量作用，开展“网格联动
—文明共建”小区环境交叉式检查、相互“找茬”
活动。在“找茬”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他们用照片
加文字的形式反馈至物业，由社区督促物业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反馈。

记者来到沐阳社区时，社区干部王珏明正在
进行“回头看”工作，他指着地下车库一处干净
的空地，向记者说道：“之前交叉检查时发现这
里有废品堆放占道问题，据了解是因为这里有一
名居民是收废品的，所以收集的废品被他临时堆
放在了地下车库的人行道上，不仅影响到了小区
整体环境，而且对其他住户的出行也带来了不
便。于是我们及时劝导，该住户也承诺积极配合
我们的工作，今天我就是来看看‘善后’工作的
进展。”据了解，接下来沐阳社区“找茬”活动将
常态化实施。

此外，当湖街道如意社区还联合综合执法、
当湖物业开展“三乱”整治联合行动，对南阳新村
乱种植、乱堆放等进行集中环境整治。整治队伍
对绿地内违章乱种、枯枝、死树、碎石、乱砖、废弃
塑料桶、泡沫箱等进行彻底清理。为确保此次联
合行动安全、有序、高效完成，当湖物业前期主动
与业主面对面沟通，劝导业主限期整改，积极争
取小区业主的理解和支持，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环
境卫生的整治和维持。

环境整治靠大家。进入 3月份以来，当湖街
道各社区充分动员各方面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环
境整治行动，扮“靓”美好家园，巩固文明城市成
果。

网格联动
扮“靓”美好家园

■见习记者 倪雨伦
通 讯 员 张其良 潘华根

精准“画像”的绘制是为精准帮扶
提供服务。根据家庭致困原因，
建立一户一策具体救助帮扶建
议，开辟了精准匹配、供需对接的
新思路。政府部门不再是“单兵
作战”，而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

用，从慈善帮扶、企业参与到社工
服务的融入，着力破解了救助主
体单一、救助方式简单等难题，支
持困难家庭提升自我解困、自我
发展能力。

40多岁的沈丽（化名）患有
重症，离婚后与就读大学的女儿

一起生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较
少，生活困难。民政部门结合“画
像”评估沈丽的救助需求，为该家
庭办理低保，并给予 15000元的
临时救助，医保、教育等单位还给
予了她们医疗救助、电视费减免、
助学结对支持等帮扶救助。此

外，沈丽的女儿今年即将大学毕
业，人社部门也将根据情况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赋能服务，帮助其
长技能、好就业。

自“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
画像”数字化应用场景上线以来，
已完成全省 497962户 727586人

的“户画像”，联合助联体项目累
计帮扶共计 1029261人。此外，

“精平扶”作为嘉兴市困难群众
“共富十助”专项行动“数字助力”
行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市将
进一步推广该应用场景，助推构
建精准高效社会救助格局。

上接C1版

本报讯 在当湖街道通界村
里有一户大家庭，他们四世同堂、
父慈子孝、兄弟相亲、妯娌和睦，这
一家人将最普通的日子，过成了村
里人都羡慕的样子，这正是钱其
仁、钱其华家庭，而他们一家人也
在村里悄悄带起一股文明乡风。

哥哥钱其仁今年61岁，是一

名共产党员，在一家机械厂工作，
居住在通界花苑74号；弟弟钱其
华今年 57岁，是一名货车司机，
居住在通界花苑 73号。兄弟俩
自幼情深，老房子征迁后在通界
花苑自建房屋，新建的房子仍然
紧挨着对方的。兄弟俩各自拥有
自己的小家庭后，依旧共同孝敬
老人，热心助人，邻里和睦，而在
别人眼中，他们是一个密不可分
的大家庭，说起他们也无一不竖
起大拇指。

记者从采访中看到，即使只
有一墙之隔，但是在兄弟俩的家
中，各自为老人准备了独立房间，
里面都配有老人适用的卫生间，

装修风格不同，收拾得干净整洁
这点却如出一辙。每年老人都要

“搬”几次家，被小儿子从73号接
到74号，或被大儿子从74号接回
73号，“所谓搬家，也是人动，衣
物被褥不动，其实住在哪边都一
样，但是主要还是考虑让老人能
换换环境。”弟弟钱其华表示。兄
弟俩的父亲在过世前，曾卧床两
年半，那段时间里，兄弟俩分工合
作，分摊护理和接送就医工作。
两个媳妇一个在家带孙女、一个
还在企业上班，也有商有量地给
老人送饭送水，孙子孙女也能做
到每天探望问候。

钱其仁、钱其华家庭的“好”

不仅限于家门内，对乡里乡亲也
同样热心。帮腿脚不便的邻居带
药；看见村里老太过马路扶一把；
邻居家清理房前屋后环境，上去
搭把手；花花草草种得好，总要分
享给别人一些……这些钱其仁、
钱其华口中的“小事”却“暖”到了
不少人。兄弟俩带着家人，主动
配合村里工作，积极参与文明创
建、平安家庭、优美庭院等创建活
动，参与美丽乡村、秸秆禁烧、污
水入网等工作。在他们的带动引
领下，周围邻居们也纷纷“看齐”，
在村里营造起来一股良好风尚。

为大家服务，钱其仁、钱其华
从来都不计较个人得失。2020

年初疫情暴发，他们兄弟俩舍小
家为大家，一同报名成为防疫卡
点志愿者，前后值守了十几个夜
晚，毫无怨言。在疫情影响的几
年里，组织消杀、防疫宣传、捐赠
善款、核酸采样……这样的工作
他们都带头干，“哥哥是党员，我
跟着哥哥干，只有村里好了，我们
家里才能好。”钱其华说。

好家风可以传承。如今不只
是钱其仁的儿子儿媳妇，钱其华
的女儿女婿也学着父辈的样子，
孝顺、亲和，就连孙辈也待人有
礼、温暖热忱。他们一家用平凡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诠释了家与爱
的真谛。

兄弟互爱共筑幸福之家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顾加平

近日，林埭镇中心幼儿园举行“品味非遗 寻
味金平湖”活动，孩子们跟着老师一起制作品尝
咸菜饼、桂花圆子羹、眉毛饺等传统美食，感受家
乡非遗文化底蕴。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精平扶”全省推广上线的速度与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