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
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电话/85018520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金睿敏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 真

YA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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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都家浜景区
【游村图】从市区出发，沿平

廊公路驾车不到半小时，“都家
浜”三个古朴的大字就映入眼
帘。将车停到景区配套的停车场
后，记者就往村里走，一路上，四
围碧树红花错落有致，三面碧水
相拥环抱，颇有几分闹中取静、别
有洞天的世外桃源神韵。

都家浜隶属林埭镇祥中村，是
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自
然村落。村里共有几十户农家，基
本上是临河而居，白墙黛瓦的农家

庭院，清幽恬淡、诗韵秀美。
沿着幽幽曲径缓缓前行，眼

前是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呈南
北向穿村而过。河东岸百年黄檀
斜卧水面，粗犷遒劲，似乎在翘首
期盼八方宾客；河西岸有一棵枝
繁叶茂的香樟树，据说已有近百
年的历史。在这棵百年香樟树的
一侧，有几名老年游客，正在拍
照，而他们的欢声笑语则是都家
浜景区内的又一道风景线。

“我们这里的村民都是‘人在
景中住’，而迎接往来游客也成为
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祥中村村
民委员会副主任黄佳健介绍，都
家浜景区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

源之一，临景而居，这里的村民都
热情好客，遇到游客问路、采摘，
大家都会尽力帮助，而有了“村
民”这个元素，让都家浜的乡村游
体验更加丰富。

景区的“核心区域”共有两
处，东侧是一块休闲区，用于烧
烤、烧野米饭；西侧则是一个相配
套的运动场地，用于足球比赛、飞
盘竞技。“赏花看景、品尝美食、体
验精品民宿，这是游客打卡美丽
乡村的传统‘菜单’，但今年都家
浜景区换上了新‘菜单’，围炉煮
茶、露营季、游园会，都是我们的
新项目。”都家浜景区的项目运行
执行张育辛说。在这个春天，景

区真正迎来了“复苏”，每到周末，
烧烤炉都被预订一空，工作日则
是忙着接待小型老年团，每天忙
得不可开交。而运动场地更是每
晚爆满，足球、飞盘爱好者们自行
成团前来比赛锻炼。休闲、观光、
旅游、运动……都家浜景区将零
散的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得“路线
清晰”“主题明确”，各类节庆活动
接连不断，近郊短途的精品休闲
游吸引了众多游客。

随着建设的推进，酒肆、茶
馆、画廊等颇有文化元素的景点
也即将面世。“我们的目标是打造
宋韵特色的生态农趣都家浜，推
动本地农耕文化和生态资源融合

式发展，让都家浜成为一个不一
样的乡村景区。”黄佳健这样介绍
都家浜令人期待的发展愿景。

【游客说】李正敏：我们是十
人成行的老年自驾旅游团，一路
走来，见惯了江南水乡轻柔细雨、
水波荡漾的样子，而在这里有了
全新的体验。印象最深刻的是这
里有一幅幅经过精心绘制的3D绘
画，与花坛的真真假假浑然天成，
带给我们一场全新的视觉盛宴。

生态农趣都家浜生态农趣都家浜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纪亚千

本报讯 近日，平湖大润发
超市成功入围嘉兴市第二批“无
废细胞”建设名单并顺利建成“无
废超市”。

“无废超市”，顾名思义，就是
减少超市经营中产生的“废物”。
给它下个定义，就是通过提升超
市管理水平，达到有效利用垃圾、
降低垃圾生产、提供绿色服务和
产品、推动绿色低碳消费目的的
一种超市经营办法。从“无废城
市”到“无废细胞”，从“无废细胞”

到“无废超市”，这是平湖打造绿
色城市的一条新路径。

成为“无废超市”，靠的是
“绿实力”。在“无废超市”的建
设中，“绿实力”就是硬通货。作
为平湖市第一家“无废超市”，大
润发是怎样夯实“绿实力”的
呢？自嘉兴市“无废超市”创建
工作方案发布以来，大润发高度
重视，成立由店经理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对照标准要求自查自
纠。怎么才能不仅让大家都知
道“无废超市”，还要一起参与到

“无废超市”建设中呢？大润发

构建了全链条绿色服务体系。在
超市装修上，选择绿色环保材料，
辟出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在超市经营
宣传上，大润发积极营造“无废”
氛围，不仅主动制作宣传挂图、播
放创建视频、向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还通过员工培训、趣味有奖问
答、亲子活动等方式倡导“无废、
环保”理念，助力营造“小手拉大
手”的氛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

商场超市，是与百姓日常生
活最密切的场所之一，因此，

“无废超市”的打造可以说是打
通了绿色环保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记者走进大润发，最
直观地感受便是干净、绿色的购
物环境。超市内环境整洁、地面
干净、货架摆放整齐；熟食区、生
鲜区无污水、无异味；理货员穿
梭在货架间，或整理物品，或定
时清洁；头顶上的货物运输通道
工作不停，齿轮“咔哒”作响……

“我非常支持绿色消费，自从大
润发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袋
以来，我来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有
意识拎个篮子，既省下了买购物

袋的钱，也为‘无废超市’的建设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认为‘无
废’消费应该大力推行。”常客潘
其芳说。

怎样让“绿”的名气打得越
来越响？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
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无
废超市”创建工作，发挥大润发
的示范带动作用，发动符合条
件 的 超市积 极 申 报“ 无 废 细
胞”，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理
念，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力营
造“无废城市”共建共享的良好
氛围。

夯实无废超市“绿实力”
■见习记者 杨晨燕

早上市
增收益

近日，在钟埭街道大力村的进华家庭农场，大棚内套种的玉米开始采摘了。据了解，今年该农场做好玉米
种植的前期保温工作，上市时间提早了半个月，目前首批玉米零售价约每斤12元。

■摄影 王 强 蒋林璐 陈明远

本报讯 近日，平湖“非遗”受邀赴上海大世
界参加“第五届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浙江专
场展演。

此次展演，在平湖市非遗中心的精心挑选下，
共有 11个节目及 5个非遗美食产品和大众见面，
将我市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颇具代表性的非遗
项目带到了活动现场。展演现场，平湖派琵琶丰
满华丽、坚实淡远的演奏；平湖钹子书边唱边敲，
说唱并兼，余音袅袅；平湖九彩龙奔腾争跃，刚柔
相济；耘稻山歌清脆淳朴，别有韵味；非遗之歌沁
润人心，回味悠长……11个精彩纷呈的节目使得
现场喝彩声连连，高潮迭起。

在美食展示区，平湖糟蛋、赵氏糕点、半固态
发酵法白酒、白沙湾三矾头海蜇、咸蟹等特色非遗
产品，轻松抓住了来往群众的味蕾，让他们在欣赏
精彩的表演之余，加深了对平湖非遗美食的印象，
让展演入眼入心。

此次平湖“非遗”参加长三角非遗节的专场展
演，进一步推动了平湖“非遗”的对外文化交流，促
进了我市民间艺术的多元化和兼容并蓄发展。近
年来，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各项非遗交流展示
活动频频开展，平湖“非遗”之花开遍各地，成为平
湖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块金字招牌。

平湖“非遗”
赴长三角文化圈展演
■记者 黄雨欣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对下列门面房租赁权进行
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平湖市钟埭街道兴钟路西侧北幢大力村综合用
房南起底层第 5间-第 6间（门牌 264号-266号）房屋
租赁权，出租面积约 122 平方米，租期 3 年，起拍价
15.8万元/年，竞买保证金 5万元。

特别说明:1. 上述标的设有保留价；2. 上述标的

不得经营培训机构类等项目及高噪音、高污染影响

周边环境的项目，经营项目须经出租方同意方可报

名参拍；3.买受须按时支付租金、佣金、押金及中拍

平台使用费等费用（中拍平台使用费于 2021年 6月 1
日起向买受人收取软件使用费（成交后，需向中拍平

台另付 0.15%的软件使用费），具体标准及执行规则

请竞买人自行查看《平台收费规则》（查看网址：https:
//paimai.caa123.org.cn/pages/help/helpcenter_charge.ht ⁃
ml）。买受人拍卖成交后应支付该费用。该费用收

费方为中拍平台，与委托人、拍卖人无涉。）

二、拍卖方式:采用增价式网络拍卖方式。
三、展示、报名时间及地点：

咨询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3年 4月 27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现场报名时间：2023年 4月 24
日至 4月 27日 16时 30分止（休息日除外）；现场报名
地点：平湖市漕兑路 13号总商会大厦D座 23楼南。

四、报名程序：

请有意竞买人于 2023年 4月 27日 16时 30分前将
竞买保证金缴入本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嘉兴市正源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账号：7333310182600052065；开户
行：中信银行嘉兴平湖市支行）企业凭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及公章、个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如办理拍卖事宜不是本人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办理报名等
手续。咨询电话：0573-85310999；联系人：朱先生。

五、拍卖时间和竞价网址：

2023年 4月 28日 10时 30分整，在中拍平台 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嘉兴市正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4月 21日

平湖市兴钟路门面房租赁权
拍卖公告

本报讯 春暖花开日，读书
正当时。今年的 4月 23日，是第
28个世界读书日。昨天，记者从
市图书馆了解到，我市正在发挥
图书馆、智慧书房、农民读书会、
学校、家庭等阵地作用，在全社会
范围内，带动阅读热潮，推动精神
共富。而在形式方面，在不断推
进纸质阅读的同时，市图书馆还
积极创新“有声”阅读形式。本月
初，“金平湖”声音图书馆资源平
台上线，平台主打的“乡音弥漫”
声音书局更是开启本地传统文化

内容的“听”时代。
打开“平湖市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点击“数字资源”，选择“资
源平台”，在“金平湖”声音图书馆
栏目中，就能找到上线不久的“乡
音弥漫”声音书局。在市图书馆
馆长谢红叶的介绍下，记者在这
个声音书局中“闲逛”了一番，发
现其中有方言故事、平湖菜肴、平
湖古桥、二十四节气等8个板块，
包含1000多个音频。“蟹壳黄的由
来与朱元璋有一段故事，朱元璋
未做皇帝时，在平湖东乡的一家
烧饼店，品尝了店主为其儿子制
作的烧饼……”点开其中一段，轻
柔的背景音乐、柔和的女性声音倾

泻而出，音频的精美，令人惊喜。
“我们将纸质文献的内容转

化为音频，为此我们邀请了我市
一些普通话大咖以及方言达人进
行录制。其中，方言故事是最有特
色的一个部分，好评也最为广泛。”
谢红叶说，如今广大读者不但可以
利用手机收听，学生群体、老年群
体还能利用学校广播、悦心听读机
等载体体验“乡音”的魅力。另外，

“乡音弥漫”声音书局正式上线后，
还会以农民读书会为载体，满足农
村读者的有声阅读需求。过去，对
于一些古籍、地方文献有兴趣的读
者，阅读渠道不宽，而如今“乡音弥
漫”声音书局则能打通了这类书籍

的阅读“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我市图书馆在数字

阅读方面不断更新迭代。喜马拉
雅听读机、博看投屏……在智慧
书房内，市民随处可见新颖的视
听阅读设备，可自由调频，收听自
己喜爱的书单、节目，阅读体验不
断升级。同时，我市在 1个总馆
的基础上，已建成镇街道分馆 9
个、智慧书房 20家、健心客厅 12
家、礼堂书屋 36家、乡村书吧 19
家、图书流通点 66个、汽车图书
馆 1个，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普遍、均
等、免费、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逐
步覆盖全体市民。2022年，公共

图书馆年接待读者 190 余万人
次，年流通图书120万余册次，全
年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400余场，
参与读者近20万人次。

“‘乡音弥漫’声音书局以读
者为中心，而有声阅读优质的声
音、顿挫的语调有助于增进读者
对内容的认知，让阅读成为‘悦
读’。”谢红叶说，声音书局让获取
知识更加便捷，让阅读变得更加
温度。更为关键的是，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潜
心读书的时间颇为有限，而声音
书局能够满足人们即时阅读的需
求，可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
开启“听书”模式。

■记 者 钱澄蓉
见习记者 徐玉霞

“大观—台北故宫博物院
经典书画复本展”在我市开幕
上接C1版

上接C1版

我市开展“五一口号”
发布75周年纪念活动

如宋徽宗、米芾，元王蒙、黄公望，明清董其昌、文
征明等。本次展品虽为复本，但与真迹比例一致，
图形造象形肖逼似，笔线墨色渗化无异，绢纹纸帘
感质乱真，保留了原作者的个性神采及原手迹的
艺术魅力，堪称后人学习中国古代传统书画艺术
较为精准的高仿范本。

据了解，本次展览于4月20日开启，持续至5
月上旬，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届时将发挥书画院的
文化承载与传播功能，为大众普及书画知识，提供
近距离接触传统书画艺术的机会。

开幕式上，平湖市陆维钊书画院还与界首市博
物馆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公
共教育、人才培养、美术创作和艺术交流、文创产品开
发等领域开展各种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同心议事厅”参政议政品牌、“爱心盟芽”“开明公
益”“五彩农工”社会服务品牌等。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进“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
交接主题教育。在活动中，参赛的青年代表以都家
浜为起点，途经中共海北工委纪念馆、林埭镇综合
文化站，到达俞家浜。在15公里的骑行路程和充
满挑战的知识竞答中，各参赛代表充分展现了精诚
合作、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是矢志不渝传承民主
党派老一辈理想信念和高尚风范的又一次生动实
践。此外，活动还揭牌了同心服务团助学工作站。

乡音弥漫 音传古今

这里多了个有声阅读新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