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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杨晨燕 通讯员 周 苗

本报讯 11月21日下午，平湖市快递行业协
会成立大会举行。

近年来，平湖市快递行业背靠优越的区位交
通、发达的电商直播产业，逐渐蜕变成为新经济的一
匹“黑马”。2022年完成快递业务量1.42亿件，业务
收入达11.23亿元。快递行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在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需求、促进地方社会就业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明
显。目前，全市共有快递法人企业7家、分支机构49
家、末端网点104家，从业人员超2000人。

平湖市快递行业协会会员涵盖快递公司、包
装耗材等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初步构建起了“全链
条”服务、“多要素”保障的强大“朋友圈”。协会成
立后，将着力服务市场、服务企业、服务用户，进一
步完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
监管模式，协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大力推进行业
降本增效，提升快递服务质量，维护市场秩序。

快递行业协会成立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陆晓平 沈佳健

本报讯 11月21日下午，嘉
兴市水稻机收减损作业技能大
比武在独山港镇万亩稻海举行，
来自嘉兴市各县（市、区）的农机
手代表展开了激烈角逐。

在温暖的阳光下，3台久保
田 108Q水稻联合收割机在广阔
的稻田中穿梭，参赛的农机手熟
练地驾驶着，快速穿梭在田间。
收割机的拨禾轮如同钢铁巨兽

的口，将金黄色的稻谷轻松吞
噬，经过精细的割轮和粉碎，将
稻谷收集到收割机的内部。一
片片稻田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收
割，只剩下稻草的根茎。

收割机最后通过卸粮管将
稻谷收集，预示着一组选手比赛
的结束，而专家裁判们也纷纷走
下田间测量留茬高度并计算损
失率，再结合作业速度等方面对
各参赛选手进行综合量化评
分。“这一届的参赛选手水平都
很高，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嘉兴

市农机管理服务站工程师、总裁
判长梅启华说，他们根据农业部
机收减损测量标准在每一名选
手的参赛田的正中间选取两块
30cm×30cm的地块，在参赛田的
四角选取 4块 1m×1m的地块，将
地块内遗留的每一粒稻谷拾取，
称重，以这样的方式测量选手们
的损失率。通俗地说，就是在一
片地块内稻谷越多，机器收割损
失得越多。

“现在我们的损失率基本
在 0.5%左右，比之前可是大大

降低。”对于裁判的认可，已经
从事机收作业 27年的农机手周
其仁感到十分自豪，他说，损失
率的降低一方面是机器的提档
升级；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人的
努力和经验，收割时的风力、收
割机的速度、拨禾轮的坡度等
要素都会影响到收割的损失
率。

“现在，秋粮正处于大面积
收割的关键时期，水稻在收割过
程中存在一定的机械收割损失，
做好水稻机收减损工作对于保

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产能、促
进农民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
农业行政执法队队长王杰说，近
年来市农业农村局持续推动水
稻机收减损各项措施落地，包括
加强农机手培训，提高他们的操
作技能和作业能力等，从而全面
降低机械收割减损率。全市水
稻种植面积近 24 万亩，亩产
1000斤以上，按降低 1个百分点
测算，全市至少能增收粮食 240
万斤。

田间大比武 减损谁最强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挖掘机在工地上来回穿梭，挖掘和
清理淤泥，为河道拓宽做好准备；工人们紧张有
序地搬运水泥预制块，并将其一块块地砌在河岸
边……近日，曹桥街道野马圩区清淤疏浚提升项
目现场，工人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施工，该项
目预计明年三四月完工。

“这一项目的完成将有助于提高曹桥街道野
马片区河道的行洪能力，还能改善水质和周边环
境。”市水利局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站站长
夏跃冬说，此次河道清淤疏浚项目是经过精心准
备的一项重要工程，将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加安
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广陈镇红征圩区工程同样也是今年的水利
工程之一，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正趁着冬季
大力推进中，已有5座水闸开工建设，防洪保护面
积2400亩。计划2024年6月份完工。

冬修水利，夏保安澜。据夏跃冬介绍，自今年
10月15日起，我市进入了非汛期。在这个时期，水
位逐渐下降，加上雨量相对较少，是进行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的最佳时机，可以避免汛期来临时的施工压
力和风险，通过水利工程建设，不仅能够提高水利工
程的防洪能力，还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当明年汛期来临之际，这些经过维修和加固
的水利工程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全市农业
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截至 11月中旬，全市已完成河道清淤疏浚
104公里、综合整治31公里。”夏跃冬说，平湖塘流
域水系综合治理曹桥一期完成 3.1公里、曹桥二
期完成 2.3公里，林埭一期完成 4.8公里，林埭二
期完成6.8公里。水利基础设施是支撑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根本保障，为美丽乡村擦亮了生态基
底，为美丽经济增添了优质资源。

冬修水利正当时

本报讯 近日，市财政局与
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签订了《省农担直属分支机构建
设协议书》，成为全省首批3个省
农担直属分支机构试点建设地
区之一。

据了解，省农担直属分支机
构建设是全省完善健全政策性
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的重大
举措，此次协议的签订，将更有
效推动我市财政和金融协同支
农工作，让农业经营者主体“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烦”问题迎刃

而解，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入
“三农”领域，助力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

余魁是我市的一名农创客，
也是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在绿迹农业，水
培、沙培、气雾培，整个生产过程
实现精准控制，通过水肥一体
机、环境传感器北斗高精度差分
地面站等智能化装备，实时采集
信息，控制生产环境，在余魁的
种植大棚里，最不缺的就是科
技。然而，农业产品的收益往往
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周期长、
见效缓、科研经费高，若是没有
政策性农业担保服务的支持，余

魁坦言，他可不敢这么甩开膀子
干。

相比于工业企业来说，像余
魁这样的农业经营主体想通过
贷款扩大生产，最大的难点就是
缺少抵押物。面对这种情况，为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纯信用、低门
槛的信贷服务就变得至关重
要。基层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
服务创新工作后，由于余魁是我
市财政支农主题培育名录内的
涉农主体，再加上省农担公司与
我市系统贯通，因此向农商银行
申请贷款时，余魁无需再额外提
供资料，银行也马上批准了其 50
万元的贷款，整套流程精简又快

速。贷款批下来，余魁终于松了
一口气。

不仅如此，我市还根据浙
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双
控”业务范围，结合本市实际，重
点支持粮食生产、生猪生产，芦
笋、西瓜、蘑菇等重点、特色农业
产业，支持一二三产融合、强村
富民、农业“双强”、数字乡村等
的发展，持续为农业产业扩大
规模提供充足有力的资金保
障。

自 2022年 9月末至 2023年
10月末，我市已累计新增农业信
贷规模 1.4 亿元，惠及农户 172
户，政银担在保余额 1.12亿元。

新增农创担10余户，累计在保余
额 240万元。“短短一年多，农业
信贷规模就已超过一亿元，这说
明了农业贷款的需求很大，广大
农业经营主体也感受到了政策
带来的实惠，依托‘政银担’多方
合作，资金进乡村的渠道更宽
了，农业贷款也更易得，实实在
在为农业经营主体下了一场‘及
时雨’。”市财政局农业科工作人
员蒋霞英说，未来，他们将进一
步加强农业信贷担保数字化平
台和系统对接，实现数字平台的
互联互通，提升农业担保基层服
务能力，让农业高质量发展之歌
唱得更加嘹亮。

金融助力金融助力““贷贷””动乡村振兴动乡村振兴
我市成为首批省农担直属分支机构建设试点

■记 者 杨晨燕
通讯员 李凤超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皓月社工服务中心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33500125033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百墅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昨天，新埭镇中心卫生院的煎药师们正忙着熬膏方。气温下降，又到了冬令进补的时候，该院“戈氏膏方”是“一人
一脉一方”，当前每天可达50贴，膏方熬制也迎来了高峰。 ■摄影 王 强 王 帆

寒意渐浓 膏方“升温”

跨越赶超奔未来
（上接1版）
又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密钥？义乌又是如何做好

“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文章？平
湖从中能学到什么？党政代表团在义乌国际商
贸城、义乌综合保税区、义乌铁路口岸（中欧班列
始发站）等考察点寻找答案。

“商贸城的招商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商
户商品的销售模式是怎样的？”……来到义乌国
际商贸城，大家为商贸城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鳞
次栉比的商铺所震撼。义乌国际商贸城现有营
业面积640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带动了210
万家中小微企业发展、3200万工人就业。大家边
走边看，并不时提问，了解这个市场在线上线下、
进口出口、内贸外贸融合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小
商品如何走向国内国外、带动形成大产业？这些
问题，党政代表团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构建的“区
区、区港、区场”协同发展的保税生态圈、义乌铁
路口岸聚力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找到了发展路径。

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其实平湖也一直在聚力。“虽然今年外贸呈现了
平稳增长的态势，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明年
的外贸会更加难。”市商务局局长赵振宁说，在学
习考察工作中，也为他带来了很多启示。如何稳
外贸？赵振宁已谋划了三部曲，一是立足平湖的
传统外贸产业适合做跨境的这一特点，加大对接
国外市场力度，全力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加大产
品出口力度；二是继续探索创新，加大 PTA的加
工贸易推进力度；三是做深传统外贸出口模式，
组织企业赴国内和境外参展，提升平湖产品知名
度，全力以赴稳外贸拓市场。

本报讯 街道社区内，精彩
纷呈的讲座让党的声音飞入寻
常百姓家；老年大学里，老年人
学习毛笔书法热情高涨；党群服
务中心内，儿童在专业老师的带
领下学习基础舞蹈动作……本
周，是我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我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习活动，进一步营造全民学习的
氛围。

在平湖，全民学习已融入百
姓生活，俨然成为一种愉悦的生
活方式，学习的场景时时刻刻都

在发生。市民主动积极想学，相
关部门努力帮学，“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是平湖学习氛围的真实
写照。

冯家骏是我市的一名退休
教师，平日里，他总是风雨无阻
前往老年大学学习，学习已经成
了他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
分。他在老年大学学习课程已
长达 20余年，如今的他已是 94
岁高龄，却依然雷打不动一周两
次前往老年大学。很多次，工作
人员询问他是否还要继续学习，
有没有出行不便的情况，他都坚
持要继续学习。“按照我们的规

定，他已经‘超龄’了，出于安全
考虑不建议他再来学习，但是他
学习意愿非常强烈，多次提出了
继续学习的申请。”平湖市老年
大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燕
说。

在城西的春秋书院，来自嘉
兴学院的大学生团队是该书院
的“轮值馆长”，由于地处学区，
一到周末，书院里到处是孩子们
的身影。经过商讨，大学生馆长
们推出了以“周末亲子时光”为
主题的学习活动，有趣的活动受
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活动名
额总是在短时间内被抢完，在这

里孩子们既掌握了知识又收获
了快乐。西林书院附近老年居
民多，于是书院的馆长面向中老
年读者，推出了“西林慧享生活
学堂”品牌，大家围坐一堂，聊生
活小技巧，学用手机拍美照，“散
课”之后赶回家接娃、做饭，生活
排得满满当当。这些美好的场
景，得益于“金平湖 慧阅读”社
会轮值馆长项目，近日，该项目
还获评省图学会第四届优秀图
书馆服务品牌最佳创意奖、2023
年度嘉兴市终身学习品牌等荣
誉。“我们通过阅读阵地，推出形
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让各个年龄

阶层的市民都参与进来。接下
来，我们将由点及面，结合村社
区、农民读书会等，打造更多特
色书房。”市图书馆馆长谢红叶
说。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学
习型城市建设，不断夯实终身
学习品牌，丰富终身学习的形
式内容，完善健全终身学习的
保障机制，为实现“人人是学习
之人，处处是学习之所，时时有
学习之机”创造条件，全力营造
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促进全
民终身学习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我市将全民学习融入百姓生活

■记者 倪雨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