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林旭东 徐 渊
通讯员 唐翊瑄

【核心理念】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优化营商环境最直观的体现。
今年 2 月，平湖创新推出“金平
湖·畅行券”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
补贴机制，充分发挥高速通行效
能，进一步提升全市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金平湖·畅行券”已有
申请注册用户两万三千多名，2
至 5月已兑现补贴 15万多车次，
补贴金额213万多元。

“金平湖·畅行券”的补贴对
象为个人名下使用 ETC记账卡
的非营运一类客车，并且补贴对

象还需要符合平湖籍车辆（登记
在平湖辖区的浙 F牌照）或车主
在平湖工作、创业、生活的非平湖
籍车辆或平湖认定的F类及以上
高层次人才的非平湖籍车辆三个
条件之一。补贴范围为平湖境内
的4个高速收费站以及嘉兴市范
围内的8个特定高速收费站。对
进出嘉善收费站和嘉兴东收费站
两站之间的补贴对象也可执行补
贴。“金平湖·畅行券”的补贴高效
精准，系统按月自动发放畅行券，
结算时，“金平湖·畅行券”发行系
统通过与 ETC中心实际收费数
据比对后，于次月15日前通过银
行转账兑现至车主注册的银行

卡，车主可以通过“金平湖·畅行
券”发行系统查询兑付情况。

“我们在‘金平湖·畅行券’的
基础上，推出《平湖市长三角地区
高端人才高速公路畅行券补贴办
法》，将补贴对象扩展为服务平湖
市的长三角地区高端高层次人
才，进一步营造最优营商环境，吸
引更多的高端高层次人才来平湖
施展才华，推动平湖经济社会更
好发展。”市交通运输局应急指挥
中心负责人周鸣吉说。

【样本扫描】“我每天上班都
需要往返平湖跟嘉兴市区，平时
不走高速的话，早晚高峰的道路
拥堵一直是我们上班路上的烦

恼。自从我知道‘金平湖·畅行
券’的推出后，我第一时间就选
择注册，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了
平湖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升
级。”在平湖市临港能源有限公
司工作的张鹏飞说，有了畅行券
以后，每个月可以节省高速费
1000多元，每天可以节省 1小时
的通勤时间。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潜移
默化地提升了平湖的营商环境。

“金平湖·畅行券”为企业员工提
供了一条便捷出行的方式，以此
吸引更多的人才选择平湖、落户
平湖。“‘金平湖·畅行券’的操作

简单，补贴也非常的及时精准，我
身边也有很多居住在嘉兴，工作
在平湖的人使用。”张鹏飞说。

【群众点赞】平湖市临港能源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鹏飞：“金平
湖·畅行券”既是一项民生事实，
也实打实地提升了平湖的营商环
境，自从使用“金平湖·畅行券”后
来平湖工作完全不用考虑通勤的
问题了，越来越觉得平湖是一座
宜居宜业的城市。

“畅行券”让营商环境更畅优

■记 者 居丹荔 郑晓丽
通讯员 李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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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市秋季入园（托）
体检工作拉开帷幕。当天，家
长们带着幼儿来到市妇幼保
健院参加内科、听力等体检。
据介绍，本次体检分批进行，
将持续到本月28日。

■摄影 王 强 屠尊彦

入园（托）体检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近日，平湖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
合会葡萄产业分会成立，发布了《平湖市葡萄产
业农合联章程》，并举行了葡萄产业农合联的揭
牌仪式，这标志着“平湖市葡萄产业农合联”正式
成立。

近年来，我市葡萄产业发展迅速，葡萄种植
户共 93户，种植面积 1853亩，其中连栋结构 270
亩，钢管型 1050亩，种植品种以阳光玫瑰、夏黑、
巨峰等为主。葡萄产业农合联是我市第6个产业
农合联，由我市涉及葡萄种植、销售的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涉农主体构成。目
前，共有 25家会员单位加入产业农合联，共同交
流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
做优平湖本土的葡萄产业。

平湖市葡萄产业农合联成立后，将积极培育
“农合联+龙头企业”的发展格局，以龙头企业为
主导，农合联会员为基础。通过统一采购农资、
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服务、统一品牌营销、
统一金融服务等手段，集中服务需求。围绕产
业发展提供更精准、更专业的服务，为广大葡萄
种植户搭建一个葡萄产业社会化服务和共建共
享的平台，为小农户与现代市场的对接提供更
多的机会，带领平湖市葡萄产业走上高质量发
展道路。

我市成立
葡萄产业农合联

■记 者 李雨婷
实习生 王怡歆 姚 真
通讯员 徐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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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雨婷

本报讯 近日，浙江2023年县城承载能力提
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试点名单公
布，平湖榜上有名。

2003 年 6 月，浙江省委启动实施“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这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
大决策。20年来，“千万工程”久久为功、扎实
推进，造就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
众。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实施县城承载能
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列
入“事关全局、牵一发动全身”的十项重大工程
之一。

平湖此次列入省级试点，有基础更有实力。
经过 20年的辛勤耕耘，平湖乡村的美丽之名已
声名远播。20年来，平湖持续开展农村厕所、污
水、垃圾“三大革命”，全域 213座农村公厕全部
实现规范化管理，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均达 100%。积极实
施化肥农药双减、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农作
物秸秆全量化利用等工程，并以此创新打造稻
田退水“零直排”模式，累计建成稻田退水“零直
排”工程项目 5.33万亩，总氮总磷下降约 28%。
当前，平湖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 8个，省级
特色精品村 25个，3A级景区村庄 15个，嘉兴市
级“优美庭院”示范村 64个，明月山塘、清风泖
河、果香俞家浜等一批具有特色主题的村落吸
引着无数人前往打卡。

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平湖化美丽资源为经
济新起点，乡村也成为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高
地。平湖成立了全省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
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短短几年时间平湖农开
区实现了“从无到有、他有我优”，已集聚现代化
农业企业 44 家、总投资近 50 亿元。农房变厂
房、资源变资产、种地变上班，周边农户通过获
取土地流转租金、打工薪金等实现人均增收 3万
元。实施“千万工程”的 20年来，平湖乡村经济
的内生动力多元化发展，培育星级农家乐 16家、
民宿 13家、休闲采摘基地 33个，各景区村庄在
业态导入、村庄运营方面成效显著。2022年，平
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573元，同比增长
6.1%，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60：1，连续 4年呈缩
小态势。

民生福祉是“千万工程”聚焦的重要方面。
平湖始终关注“一老一小”，致力于让乡村成为美
好生活的向往之地。平湖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
学校达标率嘉兴领先，农村等级幼儿园覆盖率达
100%，3A级以上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镇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两个“全覆盖”。“浙农
补”“善治宝”“善治积分贷”等数字化应用助力数
字乡村的实现，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回应民生
需求，平湖还实施农民住房改善行动，累计建设
公寓房14975套；实施农村道路网建设，完成农村
公路建设 481.935公里；在全省首创“飞地抱团”
模式，“飞活”土地506亩，资金15亿元，参建村均
增收69万元。

让乡村成为
美好生活向往之地
我市列入省深化“千万工程”试点

【八八战略·故事印记】韩其
芳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作为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员，他随着企业一路成长一路歌，
不仅见证了一家籍籍无名的小作
坊发展壮大、转型上市的拼搏历
程，也看到了民营企业在时代的
洪流中抢抓机遇、创新前行的奋
进之路。而他自己也随着企业的
凤凰涅槃实现了蝶变跃升，从一
名生活并不宽裕的拖拉机手成长
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幸福生
活照进现实，而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

“我是 1993年考入企业的，
那时还叫‘平湖电缆厂’，能进去
工作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韩其
芳回忆道。其实，晨光电缆的前
身还要从 1984年说起，那年，原
平湖县全塘乡创办了一家小作坊
企业——平湖电线厂。韩其芳入
职的时候，企业已经过了最初启
动资金短缺、生产车间简陋、生产
设备落后的最艰苦阶段，在跨出
承包经营步伐后，正在努力破解

不懂生产工艺、没有操作技术等
瓶颈，业务范围也由农民建房用
电线拓展至低压电缆，一切正蓄
势待发。

韩其芳进入企业后，正好赶
上了企业滚动式技改的浪潮。“我
们企业对于技改的力度很大，不
仅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交
联电缆生产线设备，还搭建平台，
让我们有机会跟着国外的工程师
学习设备的安装调试。”对于韩其
芳而言，这是绝佳的自我提升机
会，从中他学工艺、提技术，甚至
还破解了国外设备废线过多的难
题，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正是在
这个阶段，“晨光”牌电缆产品声
名鹊起。2000年，乘着国家鼓励
乡镇企业转制的东风，公司完成
企业转制，整体改制为浙江晨光
电缆有限公司，成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更是为
企业增添了无限可能。

“企业的转制为我们注入了
更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的自主
经营权和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韩其芳
说，回头看看企业的每一次迈步，
其实都踩在了风口上，特别是
2003 年，浙江省提出“八八战
略”，第一条便是进一步发挥浙江

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
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这一战略，让晨光电
缆大为振奋。

“大风至，迎风起。”晨光电缆
抓住国家经济建设大机遇，大阔
步迈向蕴含无限潜能的线缆产品
市场。一方面，跑市场，扩销路，
育品牌，成为了浙江电力系统重
点用户；另一方面钻技术，加强与
高等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满足用户多种需
求，积蓄竞争优势，扩大企业知名
度。韩其芳也正是在这时迎来了
人生的又一转折点。2006年，北
京奥运会向全国电缆企业发出邀
请，但提出的要求近乎“苛刻”，特
别是偏心度等标准连大型国企都
未达到。晨光能行吗？抱着“只
许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韩其
芳全身心地投入了电缆的升级
中，靠着平时的数据积累和多年
来的实践经验，他提出了“预校偏
心操作法”，成功生产出了符合北
京奥运会标准的电缆产品，成功
入选奥运会电缆供应商。

有了“北京奥运会电缆供应
商”这一金字招牌的加持，晨光
电缆的品牌名声更响了，发展势
头更为强劲。市场无限大，关键
在于能不能抓住机遇，而敢闯敢
干的晨光电缆向来是第一批“吃
螃蟹的人”。2006年，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鼓励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了当时

的一股热潮。完成发展积累的
晨光电缆迎头而上，当年 12 月
便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并更名为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为
做大做强企业，奠定了体制机制
优势。

奔着企业上市的目标，晨光
人也更为努力。在市场团队建设
上，由“一个人跑市场”变为“一个
团队共作战”，客户服务全面升
级，市场空间不断打开，不仅走进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大型国企，
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还走进了上
海世博会和沈阳全运会等一大批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不断上升。“市场不断
拓展，我们的科技团队也紧跟而
上。”韩其芳说，企业出台政策，积
极鼓励员工们参加专业培训、考
取专业资格证书，引进培育专业
技术人才。韩其芳的队伍也越来
越壮大，技能型人才队伍人数已
从最初的个位数扩大到目前的百
位数。他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研发的一系列电缆产品科技含量
高，均为行业领先，如高压超高压
交联聚乙烯绝缘复合平滑铝套电
缆等产品，攻克了国外卡脖子技
术、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助
力企业成功收获“专精特新”、省

“隐形冠军”企业等荣誉。

2022年 7月，晨光电缆在北
交所上市，企业成功走向资本市
场。韩其芳还记得，上市钟声敲
响的那一刻，内心的汹涌澎湃久
久没有散去，这不仅是企业发展
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他人生的重
要时刻。在晨光电缆的发展历
程中，他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
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员
工到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首届“浙江大工匠”、省“万人
计划”高技能拔尖人才、首届浙
江工匠、首届首席技师等荣誉于
一身的名技师，他既感幸福，更
感骄傲。

如今，熠熠生辉的晨光并没
有停下创新奋进的脚步，韩其芳
也依旧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
业，精益求精。沿着“八八战略”
指引的方向，平湖民营企业必将
筑梦前行，再创新辉煌。

【八八战略·采访札记】从晨
光电缆由一家小作坊壮大为上市
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奋斗
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的
华丽蝶变，也看到了员工与企业
一起奋斗成长的幸福，是劳有所
得、勤有所获。剖析这些幸福的
源泉，我们能感受到“八八战略”
的思想伟力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带来的巨大动力。

一家小作坊的一家小作坊的““变形记变形记””

本报讯 广陈八大古景、平
湖八景、江南水乡风情、花卉人
像……走进泗泾村的绒绣画名
师工作室，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
幅或是栩栩如生，或是活灵活现
的画作，宛如实物就在眼前。这
些，是广陈镇泗泾村农村妇女的
传统手工艺——绒绣画。

作为泗泾文化的一张“金名
片”，绒绣画在泗泾村可以说是家
喻户晓，早在2018年就被评为嘉
兴市“最美礼堂文化”。同时注册
了“泗泾绒绣”商标，并建成了绒

绣馆，聘请“最美礼堂人”冯玉珍
担任幸福助教，负责绒绣教学和
绣制。2021年成立了绒绣画名
师工作室，迄今已创作各类主题
鲜明、风格别致的绒线画艺术作
品500余件，泗泾村还发售了“我
们的村礼”绒绣画文创作品，包含
零钱包、钥匙扣、书签等200多件
产品。已经连续四年举办了“针
针绒绣代代相传，走进绒绣画”一
村一品活动，吸引了上千人前来
观摩体验。

除了泗泾村的绒绣画，作为
曾经的“渔村”，三红村的网船文
化节也已经连续开展多年，摸螺
蛳、钓鱼、美食节，每年的活动都

丰富多彩，成为了本村村民期待
的节庆；龙萌村则每年开展农民
生态运动会，摸鱼、插秧、割稻，随
着举办时间的不同，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参与面十分广泛。还
有高新村的红菱文化节，民主村
的入学启蒙礼……在广陈，每一
个村社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活
动，为村（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
了解、参与村（社区）文化活动的
阵地。

这些特色的文化活动，源自
2018年，农开区（广陈镇）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一村一品”建设。“当
时我们就要求每个村社区都结合
自身的特点，整合原有的资源，找

寻出属于自己的强村集体文化。”
广陈镇文化站站长黄益说，几年
的时间，区镇12个村（社区）结合
本村“一村一品”文化特色，形成
了12个宋韵文化村级活动，并于
每年开展相应活动，丰富群众生
活。去年，各村文化礼堂更是打
造了礼堂志愿服务项目“一村一
品”，逐渐培育了爱的断舍离、流
动理发屋等品牌志愿服务项目，
将志愿文化进一步传播。

如此深入挖掘、传承和保护

村社文化，传扬传统文化艺术，农
开区（广陈镇）的文化事业蓬勃发
展。前段时间，2023年“百村争
鸣”十大系列文化艺术村名单公
布，广陈镇的山塘村、泗泾村分别
入选。广泛传唱的钹子书，精细
秀美的绒绣画成功“出圈”，走到
了更多公众的视野中。下一步，
农开区（广陈镇）将继续挖掘并弘
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的认同感，
增强大家的文化自信，推进实现
文化先行。

广陈打造“一村一品”文化品牌

编者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20年以来，平湖大地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本报今起推出“‘八八战略’在身边·幸福印记”
专栏，通过一个个生动侧面，展示平湖在“八八战略”思想伟力指
引下取得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敬请读者关注。

深1度·城乡秀美

唱响新时代乡村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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