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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姚心辉 徐冰艳

本报讯 昨天上午，细雨蒙
蒙、寒风拂面，但张江长三角科
技城机电装备创业创新中心小
微企业园内却暖意浓浓。老家
在安徽六安、阜阳的 31 名务工
人员正忙着将行李装上车。原
来，当天新埭镇总工会为镇里
的建筑工人提供了包车返乡服
务。上午 9时 20分，这辆“返乡
专车”正式发车，如果路途顺
利，这批工人可在当天晚上到
家。

“以前自己坐车回家，要抢
票，还要辗转换乘，现在专车送
我们回去，既方便又舒心。”参
与包车返乡的职工徐立秀高兴
地说。记者注意到，这批返乡
务工人员统一用上了崭新的行
李箱，这是市总工会提前送到
大家手中的新年礼物。当天，
市总工会还为大家送来了装满
零食的随车“新”意福袋，并给
大家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又温暖
的返乡送行仪式。“我外出打工
二十多年，到过很多地方，但平
湖最让我觉得温暖。”返乡职工
乔传武说，他们这群老乡元宵

节后会一起返平，继续扎根平
湖好好干。随着一声声祝福，
这批工人与大家挥手道别，踏
上返乡路。记者了解到，我市
还有不少基层工会将陆续组织
职工包车返乡。

昨天，同样启程回家的还有
浙江伴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职工张红全。他选择的方式是
自驾。“我们一家 4 口开一辆五
座车回家，既舒适又自由。”张红
全一边跟记者聊着，一边招呼家
人往后备箱装东西，羽绒服、箱
包，甚至还有本地小吃，这些都
是他们要带回老家的春节礼

物。张红全一家在平湖定居 9
年，2021年买了私家车，此后一
直是开车回老家过年。平湖到
甘肃，单程 1000多公里，张红全
夫妻俩轮流驾驶，在不堵车的情
况下要开二十七八个小时。“一
路会很累，但更多的是回家的期
待。”张红全笑着说，老家的亲戚
已经准备迎接他们四个人的回
归了。

“大部分外地职工是自驾返
乡，还有一部分是自行购票，搭
乘公共交通，对于这部分职工，
我们企业也提供了一些帮助。”
浙江伴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

事部经理金建平说，这两天企业
会集中包车，将这部分员工送往
高铁站、飞机场等，让职工的返
乡路走得更顺畅。这项服务已
免费为职工提供了多年，获得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

为满足广大职工个性化返
乡需求，我市各级工会、各企业
主体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服
务，市总工会还出台了返乡包
车补助、免费班车接送等春节

“暖心十条”举措，让外地职工
感受到来自平湖“娘家人”的温
暖，也让大家的返乡路走得更
顺利、更温暖。

平湖平湖““花式花式””服务温暖职工返乡路服务温暖职工返乡路
包车送回、专车送站……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李 赟

本报讯 近日，第四期青芒论坛科普短视频
推介比赛举行，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选的结
核科普视频——《有“痨”别烦恼》从 66份参赛作
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据悉，我市疾病防治健康科普宣传工作秉持
“走‘新’更入‘心’”原则，在传统宣传手段的基础
上，融合新媒体优势，结合各年龄段特点，开展不
同形式的宣传活动。针对发病特点和重点人群，
着力做好“一老一小”防控宣传，制作了一批通俗
易懂、脍炙人口的本地方言说唱节目，通过文艺
下基层、健康素养进农村活动在全市各社区演
出，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结核病相关知识水平，深
受老年人群喜爱。此次获奖的《有“痨”别烦恼》
以轻松幽默的相声开场，由结核门诊医生介绍结
核病的基本知识，末尾还加入了朗朗上口的结核
防治顺口溜，让观众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感受到
乐趣。目前，《有“痨”别烦恼》这一科普视频正通
过各平台在本地群众中推广，不断提升群众健康
素养水平，助力健康平湖建设。

我市健康科普宣传
走“新”入“心”

■记者 张宇青

本报讯 “您已列入异常经营名单。”“您的
营业数据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近日，市市
场监管部门在致电提醒经营者进行年度报告时，
收到了众多经营者的反馈，称有不法分子冒充年
报工作人员或者指定的第三方，以各种理由要求
他们完成年报，并收取90元至300元不等的处理
费用。这些不法分子中，有的提供代办服务并招
揽业务，有的则完全不提供服务，纯粹诈骗。

岁末年初正是经营者开展年度报告等相关
工作的时期，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于此类现象，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者
要提高警惕，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和要求，市市
场监管部门不曾也不会跟任何第三方服务机构
合作代办市场主体年报工作，也不会以电话或者
短信方式索要经营者个人信息、短信验证码、收
取费用等。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填报可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浙江）进行申报，
个体工商户则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浙江企业在线”微信公众号或“浙里办”
APP等报送年报。如有疑问，可直接联系市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核实。

此外，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期我市及
周边县市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频发，其中多起案
件的损失金额超过百万元。这类诈骗手法极具
迷惑性，因此需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这些犯罪
分子通常会冒充‘理财专家’或‘投资大师’，利用
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布各种关于期货、外汇、
股票交易等的投资信息，以此吸引网民的关注。”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殷艳婷说，一些网民往往
容易轻信这些犯罪分子所谓的“高收益、高返利、
高回报、稳赚不赔、系统漏洞”等诱人话术。一旦
他们被诱导进入骗子所设的虚拟交易平台进行
转账操作，这些犯罪分子就会以定期分红为诱
饵，在网民投入小额资金获得“分红返利”后，不
断要求他们追加投资或者介绍亲友进行投资。
而当犯罪分子获取了大额资金后，他们就会立即
关闭网站或使平台无法打开，以此达到骗取钱财
的目的。

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轻信那些“稳赚
不赔”的投资理财，
凡涉及资金往来，
务必提高警惕。如
遇到此类骗局，请
及时拨打96110。

年关将近，反诈“不打烊”

■记 者 荣怡婷
实习生 马炜文
通讯员 纪亚千

厚了“家底” 富了“村民”
平湖村集体经济“多点开花”结硕果

本报讯 “过去一年，我们
村集体经济收入迈上新台阶，前
期启动建设的共富体项目陆续产
出收益，给我们带来了超50万元
的分红。”说起2023年村集体经济
运行情况，林埭镇副镇长、徐家埭
村党委书记刘建群脸上满是喜
悦。从 2022年村年经常性收入
521万元，到 2023年的 714万元，
一年近两百万元的增长让刘建群
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无限潜力。

近年来，我市不断探索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方法、新

路径，通过“乡村旅游”“抱团取
暖”“众筹盘活”等多元共富模
式，让村集体经济发展“多点开
花”。

随着乡村产业的蓬勃兴旺，
多领域、多模式、多产业融合的
发展模式已成为平湖各村的常
态。作为省 3A级景区村庄，同
时也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近
年来徐家埭村通过创新“棒球+
农业+文旅”的“错位发展”，以

“棒球”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产
乡融合的强村富民之路。在这
里，一场场国家级、省级棒球赛
事挥杆舞动，一群群优秀“苗子”
破土而出，一个集“吃住行娱游
购”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应运而

生，在彰显“中国棒球第一村”独
特魅力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的
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了解，去年徐家埭村共举办大
小赛事 9场，年吸引游客数超 45
万人次。赛事经济“点燃”乡村
活力，有效带动了当地近 300名
群众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5.2万元。

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生命线。在刘建群看来，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样离不开

“项目”。为此，徐家埭村积极探
索就近抱团型的“共富体”建设，
鼓励周边 11个村共同参与共富
项目投资。“去年，我们启动建设
浙北共富粮仓产业项目、共富大

棚建设项目、保通共富码头项目
等 6个‘共富体’项目，将共富的

‘种子’撒播到全镇各村。”刘建
群说。在徐家埭村的牵头下，林
埭镇 11个村集体年经常性收入
均超160万元，“一村富带动村村
富”的局面初步形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徐家埭村的发展不是个
例。广陈镇山塘村以毗邻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持续擦亮农旅融
合文章，在加强浙沪农业开发、
全力打造“明月山塘”景区上不
断发力，持续推动村级集体经济
提质增效，帮助村民走上共富之
路；曹桥街道马厩村以赛艇为
媒，将发展体育事业与促进乡村

振兴相辅相成，不断探索“体育+
旅游”“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新
赛道，让“美丽经济”火起来……
如今，我市“多元化”的村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逐渐成熟，一个个景
区村庄、一个个共富项目成为

“聚宝盆”，村集体收入多了，农
民每年靠分红拿到的“红包”也
更厚了。数据显示，2023年，全
市 72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4733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50249元。

●平湖市一家一风范家居馆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水华（身份证号：330422196212084511）遗失嘉兴
港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1 份，协议编号：
020208065.1，声明作废。
●平湖市顶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平应急经字
〔2020〕A005号，声明作废。
●嘉兴泰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 “两年多的诊治，
我的心脏病、高血压得到了好转
和稳定，为此我建议贵院领导对
吴军燕医生给予表扬，表扬她对
病人耐心热情好如家人，表扬她
对病人病情仔细了解……”近
日，广陈镇卫生院办公室收到了
一位七旬老人送来的手写感谢
信，老人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表达
了她对广陈镇卫生院全科门诊
吴军燕医生的感激之情。

送来感谢信的老人姓陈，是
上海徐汇人。2021年，陈阿婆和

丈夫定居平湖，就住在广陈镇卫
生院对面的东方甸园小区。两
位老人今年都已77岁，再加上陈
阿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需要
定期复查配药，医院成为了他们
的常跑之地。两年多来，夫妻俩
每次感到身体不适，都会到全科
门诊吴军燕医生处就诊。一次
次的问诊，让两位老人与吴军燕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最让两位
老人印象深刻的，是陈阿婆 2023
年1月突发心脏病的经历。“当时
我血压高得厉害，心脏怦怦跳个
不停，幸好吴医生及时帮我转到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治
疗。”每每回想起这件事，两位老

人都心有余悸，并对吴军燕的及
时转诊和市一院的高效救治表
示由衷的感谢。

对待病人热情耐心，走起路
来风风火火，工作起来不知疲
惫，这是同事对吴军燕的普遍印
象。从1998年参加工作至今，吴
军燕始终奋战在广陈镇卫生院
临床一线，从责任医生到医院业
务骨干，每一个岗位她都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乡村人看病来得
都比较早，为了减少大家等待的
时间，几年来吴军燕坚持每天提
早上班。因心系患者，她放弃应
有的休息时间，几乎每天“驻扎”
在医院里坚守岗位，日均门诊量

达到90人次。
“吴医师呀，不仅能帮我们

看好病，还很热心，一直在微信
上给我们科普健康知识，陪我们
聊天，就像我们自己的小辈一样
亲切。”说起吴军燕，不仅是她的
同事和领导，广陈镇许多百姓都
会不自觉地竖起大拇指为她点
赞。坐诊全科门诊十年，吴军燕
深受群众信赖，许多居民碰到头
疼脑热、腰酸背痛等情况，总会
第一时间想到并向她咨询。为
此，吴军燕特地在办公桌上放了
一个桌签，上面印着她的微信二
维码。“病人需要的话，直接扫码
就能添加我的微信，微信上沟通

交流起来也方便。”吴军燕说。
日积月累下，吴军燕的微信

账号“小燕子”已经添加了 3600
多名好友，其中2000多名都是患
者，且仍在不断增加中。平均每
天都有 10至 20名患者通过微信
向吴军燕进行健康咨询，她都会
一丝不苟地逐一回复。“作为一
名基层医生，做好居民健康的

‘守门人’，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是我最
大的心愿。”吴军燕说。

她的微信加了2000多名“患者好友”
■记 者 高 洁
通讯员 李凤超

平湖城投创新运营
释放资产价值

（上接1版）
为了夯实资产运营基础，为存量资产注入更

多动力，城投集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双轮驱
动”策略。走出去就是依托银泰百货优质的品牌
资源库，准确定位平湖商业特色，奔赴各地品牌
商家，提升入驻商家与平湖商业模式的契合度；
请进来就是通过宣传推介，邀请全国各地的品牌
商家前来彩虹广场看场地、谋合作，目前已有近
300余个品牌商家来看场地。商业综合体公区装
修作为项目建设的重要环节，城投稳步推进装修
改造计划与业态定位方案同步进行。

“站在新的起点上，集团上下将围绕创新攻
坚主线，在城市综合运营管理、国有资产高效运
转等全环节，狠抓落实推进度，凝聚合力提质效，
确保今年下半年银泰项目正式开业。”盛跃说。

昨天，在市文化馆内，来自平湖的舞蹈演员
们正在排练音乐情景剧《“新”火相传》，为即将
在新仓镇秦沙村文化礼堂举行的“我们的村晚”
嘉兴市春节联欢晚会做准备。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村晚”排练

唤醒沉睡的艺术瑰宝
我市启动平湖花鼓戏抢救性保护工作

本报讯 “何仙姑手里有只
接 莲 心 ”“ 叫 纯 阳 拔 剑 斩 妖
精”……近期，我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部门正在全力以赴开
展平湖花鼓戏的抢救性保护工
作，这几句诗般的叙述、婉转的
曲调，唤醒了不少老平湖人的文
化记忆。

“平湖花鼓戏是唯一具有平
湖文化属性的地方小戏剧种。”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嘉兴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家
马其林介绍，平湖花鼓戏也被称
为西乡花鼓戏，其影响曾遍布平

湖和松江一带。这种戏剧的声
腔，深深地扎根于平湖方言，同
时融入了摊簧调和民歌小调的
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它的唱腔优美动听，以至于民间
有谚语说“后生勿听花鼓戏，老
来死在秆棵里”，以此来形容它
的魅力与曾经的辉煌。

据介绍，平湖花鼓戏虽然已
先后被认定为平湖市、嘉兴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一直
处于原始档案残缺、老艺人稀少
且萍踪难觅的状态。平湖花鼓
戏最初发端于清乾隆年间平湖
棉花种植区的“花歌调”，兴盛于
十九世纪中叶，但在抗战时期走

向衰弱。我市曲艺团在 1959年
成立平湖花鼓戏演出队，但随曲
艺团撤建制而散。1979年，市文
化部门恢复登记民间艺人，再次
成立花鼓戏小组，但1987年小组
解散，从业艺人再一次流散民
间。到现在，平湖花鼓戏仅存少
量残本，老艺人仅存3名，分别年
至六旬、七旬和八旬，演员和乐
队后继乏人。

正是由于平湖花鼓戏所面
临的严峻形势和珍贵的历史文
化价值，市文旅体局决定将其抢
救性保护工作列为 2024年度的
工作计划，并为此拨付了专项经
费。“前不久，我们对平湖花鼓戏

的第八代传人胡小平进行了非
遗口述史和唱段视频的采集工
作。”马其林告诉记者，尽管胡小
平已经 30多年没有从事这一行
业，但她的演唱依然优美动听，
是货真价实的花鼓戏老艺人。
同时，胡小平还保留着盖有平湖
县文化局演出业务章、由浙江省
文化厅统一规制的《浙江省个体
艺人营业演出许可证》和一册红
塑料封面的手写花鼓戏唱本，内
含《庵堂相会》《绣荷包》等传统
曲目，为“复活”花鼓戏的工作提
供了助力。

然而，仅仅对这些内容进行
挖掘和整理还远远不够，如何通

过这些现有的资料让平湖花鼓
戏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技艺的
传承至关重要。马其林说，他们
计划向社会招聘学员，聘请老艺
人和戏曲专家对学员进行培训，
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在沿
用市文化馆民乐队的基础上，补
足乐队配置。

“我们计划在梳理平湖花鼓
戏的历史脉络和核心要素的基
础上，于今年年底推出一部全新
的平湖花鼓戏作品。”马其林说，
通过老戏剧新剧目的形式来唤
醒那些沉睡在岁月里的艺术瑰
宝，让平湖花鼓戏的独特魅力与
文化价值重新回归。

■记者 张宇青

日前，林埭镇祥中村一蔬菜基地内，蔬菜种
植大户正组织工人抢收青菜。路边，几辆大货车
整装以待，准备将青菜运往上海等地。

■摄影 查云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