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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亚运漫趣——国
际体育幽默画展”在平湖玺
印篆刻博物馆内展出。展览
共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漫画
家创作的40多幅优秀作品，
通过风趣幽默的形式传达积
极健康的体育精神。展览将
持续到本月20日。

■摄影 王 强

“漫”说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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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雨婷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3中国·平湖西瓜灯
文化节组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市领导毛捷、沈
志凤、宋怡玲、杨金平、陈明朗、许静出席。

2023 中国·平湖西瓜灯文化节以“创新奋
进·明珠璀璨”为主题，共分为“扬帆绘新篇”“旌
旗漫山海”“秋月耀平湖”3个篇章，将于 9月 21
日至 9月 25日举行。会上，组委会办公室及各
活动牵头部门、保障部门交流了节庆活动筹备
情况、保障安排，并就活动筹备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进行了沟通协调，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目前，西瓜灯文化节各项活动正在有序筹
备中。

市委副书记、2023中国·平湖西瓜灯文化节
组委会第一副主任毛捷充分肯定了各项活动的
筹备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简约、安全、精彩”的
工作目标，把西瓜灯文化节办好、办出彩。要以

“凡事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加强细节把
控，反复推敲活动细节，周密部署每个环节，确保
活动简约而不简单；要强化“安全第一”意识，细
化活动方案，落实安全责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
有序；要加强统筹谋划，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展现
平湖的新变化、新面貌。要围绕“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的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和主体要互相
协同配合，加强沟通、主动担当，齐心协力，共同
打好“大兵团”作
战，把西瓜灯文化
节办成精品、办出
影响力。

西瓜灯文化节组委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

■记 者 黄雨欣
通讯员 张春美

本报讯 “本项目预计今年
10 月底完成建设，届时农资配
送、庄稼医院、农产品展销、品牌
运营、电商服务、信用担保等各类
服务组织将进驻服务中心。”市供
销社为农服务中心主任杨慎涛所
说的这个服务中心，位于市供销
社一楼和二楼，目前正在紧张建
设中。

我市于今年年初出台《平湖
市创新发展“新仓经验”深化农村

“三位一体”改革实施县实施方
案》，并依据方案升级完善市级

“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建成
之后，集合为农服务中心、数字化
运行中心、电商运行中心的平湖

“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将呈

现我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全新面
貌。

市级“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
心的建成，将进一步健全农事服
务中心网络，也是我市不断完善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生动写
照。日前，我市入选全省首批农
业社会化服务先行引领县名单，
系嘉兴市唯一。近年来，市供销
社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作为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在产业主体引育、
服务体系打造、服务内容供给上
持续发力。

除了市级的为农服务中
心，5个区域农事服务中心进一
步补足“服务链条”，持续在基层
农户当中开展农事服务。其中
于去年落成一期的新仓现代化
农事服务中心，也正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二期建设当中，二期已流
转 1 万余亩土地，扩大规模，并
不断完善数字化设施建设，建
设千亩无人化未来数字农场示
范区，实现精准高效的现代化
农事服务。

服务农业，关键还是要做大
做强产业。我市先后成立了6个
特色产业农合联，涉及水产、草
莓、稻米、葡萄等 6个领域，吸收
会员 164名。今年 7月我市新成
立的葡萄产业农合联，共有25家
会员单位加入，通过推广“夏果+
冬菌”的葡萄种植新模式，帮助会
员单位解决“人闲、地闲、设施闲”
的三闲问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产品价格，最终实现高产增收。
据了解该产业农合联龙头企业浙
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还在探索实施“春粮+夏果+冬

菌”种植模式，今年实施了 22亩
新模式种植示范田，通过春季种
植玉米等粮食作物、夏季种植水
果、冬季种植羊肚菌等，预计全年
实现亩产值 6万元，进一步提高
农户经济收益。在稻米产业方
面，今年我市还开启了订单式水
稻生产，通过签订优质水稻收入
保单，提前签订直供上海的水稻
订单，一方面增加了种粮主体的
种粮收益；另一方面提前锁定了
水稻的收购渠道和收购价，水稻
产量减少还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
定获得损失赔付，免除后顾之
忧。通过产业农合联的联结，各
个产业呈现出一派高质量发展的
好“丰”景。

农业社会化服务，落脚点
还是惠农，这也是我市强化服
务供给始终锚定的方向。“我市

不断加强农业金融信用服务，
持续推进农村普惠互助金融和

‘政银担’担保服务，先后建立 6
家农村资金互助会，累计为社员
提供贷款担保 22090万元，省农
担平湖办事处成立近一年共完
成担保 10552 万元。”市供销社
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杨海忠
说。同时，市供销社还充分发挥
系统在种子、农药、农业技术指
导、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为农服
务优势，为农户们在耕、种、管、
收、销等全环节提供精准化服
务。下一步，市供销社将结合
基层社恢复重建、产业农合联
和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
统筹涉农服务资源，创新服务
方式，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不断做强农业产业，服务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市级平台呼之欲出

市供销社精准打造全过程“服务链”

■记 者 黄雨欣
见习记者 张宇青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
记仲旭东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走
进钟埭街道（平湖经开）人大代
表联络站，听取人大代表、选民
群众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助推
企业发展”主题的意见建议。仲
旭东强调，要攻坚克难、久久为
功，切实发挥人大代表联络站的
桥梁纽带作用，以优异的营商环

境、“妈妈式”的助企服务，精心
呵护企业成长，为企业发展提供
更贴心的服务和更坚实的保
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金华
出席活动。

座谈会上，来自平湖经开的
市人大代表、选民群众围绕主题
踊跃发言，并在加大传统产业引
导帮扶力度、鼓励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完善资金配套政策、强化技
术性人才培育、优化企业办事服
务流程、促进本地企业内部循环

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仲旭东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

议表示感谢，认为所提意见建议
质量高、切口准，并表示市委、市
政府将认真研究，将大家的意见
建议列入企业服务清单，形成闭
环解决机制，为企业发展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仲旭东指出，企业是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细胞，是平湖经济发
展的基石。企业兴则平湖兴，企
业好则平湖好。面对当前经济发

展形势，仲旭东强调，要坚定信
心、创新求变。充分释放各级政
策红利，打好政府服务“组合拳”，
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抓住机遇，抢
占汽车电子、新能源、航天航空等
产业新赛道，形成新的增长极。
要精心呵护、遮风挡雨。政策上
要精准推送、高效兑现，确保惠企
政策落到实处；审批上要严格把
关、快捷高效，实现企业办事无
忧、办事顺畅；法律上要充分保
障、集成服务，让企业家安心经

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要成长
有我、增值服务。推动政府服务
向增值服务、赋能服务转变跃升，
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个性服务、
衍生服务，帮助企业打造自主品
牌、提升设计能力、开拓订单市
场，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要
亲清互动、亲密联络。人大代表
要不忘初心使命，深入基层、倾听
需求，为党委政府研究制定政策
举措提供参考，助力营造亲清政
商环境。

仲旭东走进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并强调

优化升级营商环境优化升级营商环境 助推企业跃升发展助推企业跃升发展

■记者 徐玉霞 通讯员 蔡丹萍

本报讯 为建立健全我市老旧住宅小区提
升改造管理机制，近日我市出台《平湖市老旧住
宅小区改造管理办法（试行）》，包括适用条件、改
造内容及主体、改造资金等内容。它以“居民自
主、政府支持、协同推进”的原则开展，进一步发
挥小区业主主体作用。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事关百姓民生。2018年，
我市出台《平湖市中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标准化
改造工作方案》，经过两年时间，共改造了81个老
旧小区，惠及10万多名群众。“如今，《平湖市老旧
住宅小区改造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将小区
居民的角色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市建
设局城乡建设科科长朱雷鸣说。

明确老旧住宅小区范围是推动办法落地的
第一步。该办法规定老旧住宅小区的改造，适用
于符合2005年9月1日前交付的已成立业委会的
住宅小区，或按照《平湖市住宅区物业维修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缴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未享受过老旧小区改造的已成立业委会的住宅
小区。

具体改造内容由小区居民决定。该办法规
定老旧住宅小区的改造内容包括道路改造及新
增、停车位改造及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改
造及新增、污水零直排设施建设、无障碍设施改
造及新增、海绵设施建设等 20余项内容。其中，
污水零直排设施建设为必选改造项目，未选或未
经该改造项目的老旧住宅小区不得享受该办法
补助。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改造及新增、房屋修
缮、危险附属物、废弃物拆除、“一老一小”设施改
造及新增、加装电梯项为优先改造项目。其他项
目为自选项目，由小区业主根据需要选择项目实
施改造。

小区全体居民业主是老旧住宅小区改造
的建设主体。“小区业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开展
意见征求、工程设计、预算编制等工作。经业
主大会同意，小区业委会可将老旧住宅小区改
造项目委托小区物业公司等具有法人资质的
单位实施全过程代建。”朱雷鸣说。老旧住宅
小区改造的管理主体为属地镇（街道）或其指
定的单位，负责指导建设主体同步实施工程设
计、项目实施和项目验收，负责实施项目评审、
预算审核、项目报批、现场监理、跟踪审计、工
程结算审核等工作。审核主体为老旧住宅小
区改造联席会议，由市建设局会同发改、财政、
自然资源和规划、审计等相关部门和属地镇
（街道）共同组成，开展项目审核、资金拨付、
政策协调等工作。

该办法自2023
年 9 月 18 日起实
施，文件有效期为
三年。

权 威 解 读解 读
本栏目被评为嘉兴市十大精品栏目

让小区业主真正发挥
主体作用

■记 者 杨晨燕
通讯员 时 逸

本报讯 走在独山港镇万亩
方集中整治区里，绿色的稻浪一
望无垠，和蔚蓝天空融为一体，清
风徐徐吹来，稻浪翻涌，平整的稻
田散发出勃勃生机。

“这片土地是今年整治提升
的，搬迁了400多户农户，经过低
效园地、废弃坑塘整治耕地功能
恢复和集中连片复垦等，化零为
整，激活补充耕地资源，实现了永
久基本田集中连片1.2万亩，原本
散落的小田已经连成大面积的良
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整
理中心主任陆大卫欣喜地告诉记

者，目前这块地上的水稻长势良
好，今年7月插下的水稻秧，再过
1个多月就要成熟了。

近年来，我市以土地综合整
治为抓手，围绕农房集聚、企业腾
退、农田整治三大领域，大力推进
土地重整、空间重塑、产业重构，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努力探索破
解发展用地难题，释放农村土地
资源和空间要素红利。2018年
至今，全市累计开展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 10个，区域面积 26.91万
亩，涉及各类子项目215个，在刚
刚公布的 2022年度全省土地综
合整治工程绩效评价情况中，我
市 2022年度全省土地综合整治
工程年度绩效更是获得了嘉兴第

二，全省第九的好成绩。
一个个亮眼的数据、一项项

硬核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全域统
筹”的指挥棒。为了让土地综合
整治“这阵风”吹得更猛烈，我市
成立了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
形成了一套“1+1+1”的综合保障
体系，并将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列
入《平湖市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
聚变共富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同时，在谋划全域规
划时，综合资金投入、农民意愿、
连片程度和环境影响等因素开展
具体工作，真正做到“诚意满满”。

因地制宜是让土地综合整治
这项工程“这阵风”劲吹不停息的
关键所在。曹桥孔家堰村项目围

绕野丁公路美丽西线风情建设，
突出“堰上人家”文化底蕴，打造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江南水乡
平原村落；新埭镇项目围绕泖水
田居特色，打造万亩千吨农业平
台，实现格局优、农业兴、农民富、
生态美、治理顺的目标；广陈镇龙
萌村杨树港围绕“农旅+”，充分
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和金融支农惠农政策，建设提升
现代农业园区等产业平台和综合
开发平台，产业的入驻让当地村
民的腰包更“鼓”了。“这一个个项

目虽特色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
的目的，那就是突出生态目标与
综合效益，实现土地综合整治高
质量发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张巍巍说。

耕地“连”起来、产业“聚”起
来、农民“富”起来、乡村“兴”起
来……在平湖，土地综合整治正
在成为农村发展的新引擎，以四
两拨千斤之势，发挥出土地的最
大效应，为高质量振兴乡村、实
现共同富裕注入更加强劲、更加
澎湃的活力。

土地综合整治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嘉兴市交通学校

诚信、廉教、优质服务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地址：平湖市当湖街道乍王线大胜段88号（吾悦广场南）

友 情 提 醒 ：关 注 天 气 ，注 意 交 通 安 全
招生热线：85087171（驾培）、85087980（全日制）

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偏
东风 3到 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31℃，明
天早晨最低气温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