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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居丹荔

【民生实事】体育设施社会
开放项目

【攻坚目标】今年，我市计划
在全面开放校园室外运动场所
的基础上，城区不少于10个校园
室内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在满
足开放条件的基础上，不少于 10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
施向社会开放。

【幸福路径】近年来，我市高
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出台了《平
湖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等政策文件，按照“科学锻
炼在社区、运动享受在街道、竞
赛观演在县级”的思路，打造了
高品质的“15分钟健身圈”。“今
年我们计划下发关于《体育设施
开放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让
市民在使用这些体育设施的时
候有章可循。”市文旅体局体育
科科长凌娜说，完善的制度保
障，有助于体育设施开放和使用
过程中的规范与文明。今年，我
市将加快出台相关体育场地的
管理制度，从而更加科学、规范
地做好体育场地、体育设施的开

放工作。
经过几年的场地建设，我市

体育设施已初具规模。截至目
前，全市拥有体育场地 3117个，
场地面积 255.7万平方米，人均
体育设施面积 3.72平方米。如
何科学合理地使用这些体育场
地及体育设施是关键。今年，我
市将加大智慧化投入，开发体育
设施使用相关的智慧系统，计划
在年内完成搭建并上线，日后市
民在前往公共体育场所前，就可
以提前查看、预约使用。如此一
来，市民可以更好地了解体育场

所及体育设施的开放使用情况，
避免有些场所扎推使用、有些场
所无人问津的窘境。

除了新场地的开发建设，近
年来，我市还积极稳妥推进机关
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
开放共享，有效缓解了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体育运动需求和体育
场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今年，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企事业单位的
体育场地设施开发工作，在进行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一对各开
放单位进行场地改建，更好满足
群众需求。”凌娜说。

【百姓期待】市民胡佩：住在
学校附近的我们，已经很习惯吃
好晚饭就去学校的操场溜达溜
达，大人散散步，小孩踢踢球。
不过现在室外的场地受天气影
响比较大，一旦天气不给力就不
太方便了，如果能够开放室内体
育场馆，那我们活动的地方就多
了很多，我对这个项目很期待、
很支持，希望能尽快开放。

全民共享体育运动之乐

移风易俗
倡树新风

本报讯 没有伴郎伴娘、没
有司仪跟妆、没有花哨的灯光音
响……上周末，一场“极简”婚礼
在独山港镇友邻中心举行。相比
一些流程冗长的婚礼流程，在这
场婚礼中，新郎黄先生和新娘卫
女士自己主持，共同讲述了相知
相爱的故事，并向大家致谢。这
场婚礼给现场宾客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新郎新娘自己制作的婚礼

小视频这几天也持续走红网络。
这场简约而不简单的婚礼，备受
社会各界点赞。

记者了解到，新郎新娘家境优
渥、思想前卫，他们选择“极简”婚
礼，与独山港镇的婚俗改革密不可
分。去年年中，卫女士开始着手准
备婚礼。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朋
友圈看到了镇里的一篇微信推文，
题为《婚俗改革让婚礼习俗更纯粹
更美好》，点开细读，她认为推文言
之有理，带给她很大启发。于是，卫
女士萌生了办极简婚礼的想法，不

要接亲环节、不邀伴郎伴娘、不请
“四大金刚”，放弃高档酒店，就把婚
宴放在家门口的友邻中心，自己上
台讲述两人的故事。其实一开始
长辈们十分犹豫，但随着村里“婚俗
改革”宣传氛围的变浓，长辈们也逐
渐转变了想法，支持这对新人的“新
思路”。卫女士表示，经过核算，这
场“极简”婚礼至少节约下了10多
万元的开销。

这场特别的婚礼已然结束，
但其带来的余热尚存，也给基层
干部群众带来了更多移风易俗的

思考。据了解，从2023年开始，独
山港镇就大力推动婚俗改革，制
订了《独山港镇婚俗改革试点工
作方案》；开展婚俗主题宣传日活
动，借助读书会、相亲会等活动，
宣讲婚俗改革内容；制作的三句
半《婚俗新风》节目在各个村巡
演；发布“平湖味・简约婚宴菜
单”……通过这些方式，独山港镇
大力引导群众举办简约适度的婚
俗礼仪，推动喜事新办简办，营造
良好社会风气。

“移风易俗一定是由下而上

的，只有基层群众认可和欢迎了，婚
俗改革才能见实效。”独山港镇民
政助理张纪平表示，打造乡宴中
心、制定3个档次的婚宴菜单、将新
型婚俗纳入村“股份分红+善治积
分”项目清单等，这些举措，正在逐
步改变群众传统观念，推动独山港
镇喜事新办简办渐成新风尚。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徐冰艳

简办不减爱 新风拂面来
独山港镇一场“极简”婚礼受点赞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某男孩，2022 年 9 月 10

日左右出生，2022年 9月 19
日被遗弃在平湖市独山港
镇海塘村河田 23 号北面树
林内的小道北侧树旁，被捡
拾时穿了淡蓝色带格子的
连体衣，外面裹着一条淡黄

色抱被，边上放了一个玻璃奶瓶,没有发现
其他证明身份的东西。请弃婴（儿童）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到
平湖市行政服务大厅公安窗口认领，逾期
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
儿童。联系电话：85127501。

平湖市公安局
2024年2月29日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殷艳婷

小心！
有人盯上你的“验证码”

本报讯 “请您在指定位置输入‘资金验证
码’。”近日这句话成为一起诈骗案件的关键诱饵。
市民张女士在误信一位自称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的微信好友后，按照对方的指示，共计转账 10余
次，被骗走了20余万元。

究竟是怎么样的骗术，让这位市民深信不
疑？起初，张女士在微信上收到一个自称是航
空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好友请求。对方告知张
女士，其购买的航班因多种原因无法正常起飞，
要给张女士办理退票，并进行赔偿。而张女士
因为近期正好购买了机票想要出行旅游，在对
方说出她的相关身份信息后便信以为真。在取
得张女士的信任后，对方首先引导张女士下载
了一个线上会议软件，随后通过会议软件的屏
幕共享功能，诱导张女士在一个“栏目中”输入
所谓的“资金验证码”，而这个“资金验证码”实
际上就是转账金额，使张女士在不知不觉中遭
受经济损失。

春节过后，有不少市民会选择反季旅游，
这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在此，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收到航班延误或者取
消的信息，务必通过航空公司、购票网站的官
方电话、网站等渠道进行核实，正规平台办理
退票不需要在退票前支付其他费用。此外，在
日常生活中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如密码、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也不要随意下载、使用
陌生 APP。面对不明来历的微信好友请求，特
别是涉及个人财产操作的，务必保持高度警
惕。对于任何要
求输入“验证码”
的情况，都要仔细
甄别，确保自己的
财产安全。

■谢付良

以更大力度推动
服务业提质增效

近日，嘉兴市2023年度服务业十强镇（街道）
榜单出炉，我市当湖街道列首位，这是继2020年、
2021年之后，当湖又一年列榜单第一。

服务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领域，更
是稳经济、促转型、保就业、惠民生的主要阵地。去
年，当湖街道服务业增加值171.09亿元；规（限）上服
务业营收303.13亿元，同比增长21.9%，其中规上服
务业营收182.8亿元，同比增长32.1%；服务业投资
（不含房地产）7.53亿元，同比增长14.6%……这一
串串数字不仅彰显了当湖服务业的韧性和活力，
更是平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印证。

服务业点多面广，具有产业性和民生性的
双重属性，一头连着地方经济，一头牵着民生
幸福,地位举足轻重。作为接轨上海的桥头堡、
虹桥金南翼的浙江第一站，随着这几年大建设
步伐的加快，日益便捷的大交通打开了平湖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催生了平湖服务业发展强
大的市场需求。可以这么说，今天的平湖，正
迎来服务业发展的新天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视、更有条件、更为迫切推动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
支持。去年，平湖立足市域基础条件和产业优
势，聚焦提升城市服务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通过出台若干政策意见，以更广范围、更大力
度，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同时通过成立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示范基
地，举办“数领高质量 链接长三角”现代服务业
推介会等，有力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发展再筑新高
地、再拓新局面。

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需要新兴业态的持续
活跃。这几年，平湖正积极构建现代服务业产业
体系，大力发展软件信息、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以
及医养康体等现代服务业，相继落户了一大批涵
盖兴趣消费、大数据、电商、直播等当前时代前景
最广阔、发展最火热行业领域的优质服务业项
目。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地，当湖街道更
是瞄准赛道招大育强，去年3D打印、载科机器人
等项目先后落地投产，国内领先的汽车后市场
SAAS平台神汽在线顺利入驻，盒马NB奥莱火热
开业，有效激活了区域商业生态链，迸发出强大
动力和发展活力。

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需要“锻长补短”扬
特色。把握项目招引的“硬核支撑”，强化电商、
软件信息等营利性服务业的强链补链，加快服
务业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高水平打造服务业示
范集聚区、专业特色楼宇等平台载体，全面优化
服 务 业 产 业 结
构和规模，为平
湖 的 经 济 发 展
释 放 巨 大 的 内
需潜力。

近日，在独山港镇的孙记家庭农场，一台行走式植保机在小麦田里进行除草作业。据介绍，采用该机械每天可
除草约200亩，喷洒药液也更加均匀，农场承包的200多亩麦田一天就能完成，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张丹燕

机械化 更高效

平湖连续四年获评省产粮大县平湖连续四年获评省产粮大县
守稳“米袋子” 筑牢“大粮仓”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来
到钟埭街道的得稻家庭农场，尽
管天气比较寒冷，农场里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工人
们有的在给小麦地除草，有的在
疏通沟渠的排水系统，确保小麦
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现在
是小麦的分蘖拔节期，这是小麦
生育期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时期，
也是决定每亩穗数和奠定大穗
的重要时期，每一项工作都不能
马虎。”得稻家庭农场负责人张
良杰介绍道。不仅仅是得稻家

庭农场，连日来，我市各地纷纷
抢抓时机春耕备耕，为全年粮食
生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在日
前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发布的
2023年度浙江省产粮大县榜单
中，共有 25 个粮食播种面积达
到 20万亩以上且总产量在 2亿
斤以上的县（市、区）获得“产粮
大县”荣誉，我市名列其中，居全
省第三、嘉兴第一，至此我市已
连续四年上榜省产粮大县，“浙
北粮仓”继续扛稳。据悉，2023
年我市农业生产完成播种面积
59.18 万亩，年度耕地面积达

36.54万亩。
抓好粮食生产安全工作，平

湖始终坚持多向发力。在政策
方面，我市制订出台的《平湖市

“ 米 香 ”振 兴 五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年）》在粮地提升、主
体培育、土地流转、服务能力、高
效种植、链条延伸等方面对粮食
产业进行大力扶持，解决了很多
种粮大户的“后顾之忧”。像得
稻家庭农场这样的主体，每年还
能享受种粮补贴，这也让农户们
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动力。粮
食要丰收，科技是关键。近几
年，我市围绕“机械强农”行动，

开展了“一县三基地”建设，推进
农机农艺融合，进一步强化农机
社会化服务、农艺与农机结合，
切实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同时
重点推广农业物联网设备、无人
驾驶、农业机器人等。在得稻家
庭农场，无人驾驶插秧机、水肥
一体化自动控制系统等早已被
用在生产过程中，得益于科技的

“辅助”，得稻家庭农场的百亩示
范方小麦产量更是刷新了浙江
省的最高纪录，平均亩产量高达
542.25公斤。

此外，我市还在粮食生产全
链融合上不断聚力，在省内率先

建立了由种业、农资、收储、粮农
等组成的稻米产业农合联，实现
了粮食生产一体化。例如新仓
镇的粮食全产业链项目，已经成
功实现了“一粒米的生长全周
期”，集生产、仓储、加工、销售为
一体，并在“耕、种、管、收、销”五
个环节上实现数字化管理。该
项目二期新建的育秧中心、检测
中心等，还能从源头为稻秧的质
量保驾护航。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水稻产加销一体化主体32个，
稻米产业农合联 1个，稻米品牌
14个，为群众的米袋子鼓起来提
供足够的安全感。

■记者 倪雨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