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作为推动新时代
“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的重要力量，我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奔赴基
层一线，将文化的春风送进绿野田间。他们在乡村种文化、育文
明、促共富、展示美，让农村真正成为农民身有所栖、心有所依的
精神文化家园。今起，本报推出“我和我的村——文化特派员的
故事”专栏，讲述文化特派员用心用情，努力把文化成果写在农
村大地的故事。敬请关注。

■记者 徐玉霞

【特派员】冯玉珍，广陈镇绒
绣画手艺人，现派驻泗泾村

【特别事】以针为笔传授绒
绣画技艺

这几天，上午7时许，我就来
到村里的绒绣馆。推开门，只见和
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绣绷
架子上。用绣绷架子绷好绣布后，
我就开始绣了，安安静静地坐着、
绣着，每当看着绣花针在指间游

走、羊绒线上下穿梭，我心里就感
觉特别宁静、特别踏实。

作为泗泾村人，如今我不仅
是村里的传统手艺人，还是文化
特派员。要说我与绒绣画的故
事，还得从 20世纪 90年代末说
起。那时，广陈有20余家羊毛衫
厂，羊毛衫事业蒸蒸日上，同时
带来的还有许多羊绒线边角
料。我便灵机一动，是否可以用
多余的羊绒线在衣服上绣成图
案，用于装饰呢？于是，我便开

始了绒绣画的创作之路。
20多年过去了，如何让这些

老底子的东西焕发新光彩？我
和村干部们集思广益、一起创
作。将原来以黑白风景画为主
的图案变为有着丰富色彩的精
美画面，将长短针绣、轮廓绣、交
错密绣等多样的绣法都应用到
画面中……有着多年刺绣经验
的我不断学习新的绣法、新的形
式，让绒绣画更生动、更立体。

以绒绣馆为阵地，每个月，
我还会在村里开展绒绣画授课
活动。一针一线，要讲究“短、
齐、平、顺”。因此，我会从绒绣
画的主要特点讲起，再到常用的
针法和绣制事项，并对参与的村
民进行一对一指导。绣制过程
中大家随画换线，因彩施色。

此外，根据节气，我也会为村
民们上一堂堂特色课程。在春节

时，开展了“绣祥龙、迎新年”活
动。在清明时节，以青团为主题
的绒绣画在村民的手下变得栩栩
如生。渐渐的，参与活动的村民
数量越来越多，年龄群体分布也
更加广泛，更多的人开始了解绒
绣画、爱上绒绣画，并不断为绒绣
画注入新活力，将绒绣画这项传
统手艺传承发扬下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建党百
年时，我与村民们一起绣制了 4
幅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画作。
一根针、一把羊绒线团、一块白
绢布，简简单单的工具在我们手
里渐渐幻化出生动的图案。从
绣品图案的选择到颜色的搭配，
再到绣制完成，共历时半月有
余，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
流淌在针尖、绘制于画布上。

看似简单的指尖技艺，却传
承着不俗的民间艺术文化。凭

着对刺绣艺术的热爱，加上不断
精进绒绣画技艺的一颗恒心，我
对绒绣画由单纯的喜爱逐渐转
化为自己的一份人生追求。至
今，我已绣了百余幅绒绣画作
品，内容包括广陈八大古景、平
湖八景、江南水乡风情、花卉人
像等。作为文化特派员，我将继
续以针作画，以线当墨，带动更
多的村民，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
绣出大千世界的繁华锦绣。

【村民说】张伊蕾：我是去年
开始接触绒绣画的，跟着冯玉珍
老师学，越学越觉得有意思。看
着绒绣画在自己手里慢慢成型，
非常有成就感，希望这样的技艺
能被更多人喜欢。

绣出村民眼中的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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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林旭东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林淑慧

本报讯 把蛋挞液倒入蛋挞
皮，放入烤箱烘烤15分钟，随着叮
的一声，黄橙橙诱人的蛋挞就出
炉了……昨天上午，荣晟环保残
疾人之家正式揭牌，是我市第 12
家残疾人之家，也是主城区首
家。现场，残疾员工金安安忙前
忙后，跟着老师一起制作甜点、咖
啡。“这是来了这里工作后新学会
的技能。”今年30岁的金安安肢体
三级残疾，无法从事复杂的工作，
此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今年 3

月，荣晟环保残疾人之家正式招
工，她第一时间报名入职，除了工
作，还学会了毛线钩织，中式面
点，西式烘焙等各项技能。

“在这里工作增加了收入，也
丰富了生活。”金安安直言，残疾人
之家的工作并不难，即使她双手不
便也能胜任，日常还会开展跳操、
手指舞等康复训练，给她的生活带
来了积极影响。

“我们的残疾人之家从去年开
始筹建，今年3月份正式面向社会
招聘，目前有39名员工。”荣晟环
保残疾人之家主任黄燕凤说，在这
里，残疾人主要从事动叶轮组装工

作，也有部分员工从事钻石画制
作。工作之余，他们还会组织残疾
人学习毛线钩织、面点制作等技
能，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

日常的工作学习丰富了残
疾人的生活，残疾人的康复训练
也同样没有落下。在这里，记者
注意到一个很大的康复训练室，
里面 OT综合训练台、成人双向
训练扶梯、ZF-ZHH型坐式踝关
节训练器等辅助训练器材，用于
残疾员工日常的康复训练。“我
们定期会邀请专业的医生上门
为员工做身体状况评估，制定专
门的康复计划，为他们安排专业

的康复训练。”黄燕凤说，荣晟环
保残疾人之家集康复指导、劳动
技能培训、文体娱乐、辅助性就
业庇护于一体，能够为残疾人提
供优质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残疾人之家还积极带
着大家走出去。“大家制作的钻
石画和毛线制品，我们会集中展
示，或是一起在南河头摆摊售
卖，有时候还会带着他们一起去
参与志愿服务。对于自主能力
较差的员工会带着他们学习坐
公交车，去银行存钱等基本生活
技能。”黄燕凤说，如此一来，残
疾人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发展，也

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残疾人之家是帮助残疾人就

业，改善残疾家庭生活的重要举
措，2011年，我市首家残疾人之家
成立，多年来不断推进残疾人之
家建设，2019年实现镇街道残疾
人之家全覆盖。“我们会继续挖掘
企业资源，鼓励企业建立残疾人
之家，通过合理布点帮助残疾人
朋友实现就近就业。”市残联劳服
所相关负责人说，希望通过更多
的残疾人之家建设，进一步改善
残疾员工生活，增加残疾员工收
入，增强残疾员工自信，在全社会
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城区首家残疾人之家昨揭牌
全市残疾人之家增至12家

■记者 林旭东 通讯员 朱 凤 郑凯欣

本报讯 近日，新仓镇“民声一键办”指挥中
心收到居民求助，称其与房东因水费、房租费发生
纠纷。“民声一键办”队员张顺华和凌国林立刻出
动，至现场了解情况，当事人称其租房仅3个月且
正常用水，房东却称其用了57吨水，共计285元水
费，两人因为水费问题而陷入争吵。对此，张顺华
在协助检查水表并无发现任何异常后，秉持“中间
人”态度，与双方沟通协商，后当事人当场支付商定
后的费用，本事件现场解决。

像这样的矛盾纠纷，新仓镇“民声一键办”队员
每天都会遇到不少，有的是邻里之间因为一块地产
生纷争，有的是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救助。新仓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110与12345两条热线成功“牵
手”后，这些事项都能分类一键流转，通过“派单、签
收、监督、反馈”的指令实现闭环运行。

“民声一键办”接听的是民“声”，解决的是民
“生”，凝聚的是民“心”。为进一步提升队伍的专业
性，新仓镇“民声一键办”指挥中心每月召开例会，每
周进行会商，围绕近期事件情况汇总，对未结案造成
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交流，探讨解决办法，确保事件
及时处理完毕，杜绝事件久拖不决现象的发生。

“民生一键办” 矛盾马上解

■见习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近日，曹桥街道稻田小龙虾养殖户
胡志刚收到了中国人保财险平湖支公司支付的
稻虾养殖保险赔偿金 6632.28元，这是我市首例
稻虾养殖保险赔偿的案例。

今年3月，为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
推动稻渔综合种养高质量发展，我市开始推行稻
虾养殖保险工作，参保对象为稻田养殖小龙虾和
澳洲淡水龙虾规模户，在市财政补助 50%的基础
上，养殖户只需承担小龙虾每亩 50元、澳洲淡水
小龙虾每亩 125元的保费，便能在养殖发生损失
时，最高可获得赔付小龙虾每亩 2000元、澳洲淡
水龙虾每亩5000元。这项惠农举措的落地，让养
殖户发展稻虾综合种养更有底气。截至目前，全
市签约参保面积达1658.6亩。

“保险公司的及时赔偿，极大地减轻了我的
经济压力，解决了后顾之忧。”胡志刚激动地说。
今年4月以来，由于天气阶段性昼夜温差变化大、
雨水多，在胡志刚参保的 84.3亩稻田养殖小龙虾
中，17.8亩的小龙虾感染烂鳃、黑鳃、肠炎等疾
病。人保财险平湖支公司在接到胡志刚的理赔
申请后，迅速启动了理赔程序。会同市农业农村
局渔业技术专家，经过详细查勘和评估，确认了
胡志刚的损失情况，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其
支付了相应的赔偿金。同时，市农业农村局渔技
专家上门“问诊”，帮胡志刚分析病害发生原因，
并就减少病害损失、做好后续稻虾养殖管理、降
低养殖风险提出技术措施。

一份“稻虾养殖保险”，对养殖户而言，就是一
颗“定心丸”。“稻虾养殖保险的推出，不仅完善了我
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还能有效降低稻虾养殖
风险，稳定综合种养的效益。”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王甘翔说。稻田养殖小龙虾一般
每年3月开始投苗，4月下旬起上市，但春季天气不
稳定，一旦发生强降雨等特殊情况，病害损失风险
较大。这份保险的出台，满足了养殖户的需求，也
为他们的收益加了一道“安全阀”。

我市首例稻虾养殖
保险赔偿落地

本报讯 平湖羽绒服再次
吸引了全国目光。5月 13日至 5
月 15日，2024平湖·中国服装城
5月原创严选羽绒服联合订货会
举行，在这个初夏又为平湖的羽
绒服市场“添了一把火”，来自全
国各地的 3000多名采批商前来
洽谈订货。

本次订货会汇聚了 60家知
名的羽绒服品牌，展示了上千款
风格各异的原创羽绒服产品，其
中超过 60%的品牌来自平湖本
土。参与此次订货会的商户，前
期经过了原创设计能力、产品品

质、款式新颖度等各方面的考核
和筛选，最终从服装城2300家档
口中脱颖而出。与通货相比，他
们推出的原创设计，不仅展现了
品牌的独特风格和个性，还能满
足消费者对新鲜感和个性化的
追求。艾梦雪、传奇、画戟等本
土原创羽绒服品牌均重磅推出
了自家设计的年度新款羽绒
服。一件件潮流时尚、性价比高
的原创羽绒服，在全国采批商面
前精彩亮相，其中简约化、新中
式成了许多原创商家的新款开
发路线。

订货会上的平湖品牌 ZIZ，
在订货会期间共展示了 20多个

新款羽绒服，仅前两天就收到了
近万件订单。ZIZ是平湖市蔓蔻
服饰有限公司的自主羽绒服品
牌，企业自 2015 年开始逐步转
型，从原来的粗放型生产转向自
主研发与品牌设计，不仅使得企
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显著增强，更
是得到了新老客户的信赖。“自
主研发品牌为企业带来了更多
效益，从订货会上也可以看出，
我们的订单正逐年递增，市场也
对我们企业自主品牌更加认
可。”企业负责人柯晓雷说。

在追求款式新颖的同时，
商家们坚持脚踏实地选好原辅
料，不仅在设计上独具匠心，而

且在面料选择、工艺制作等方
面也下足了功夫，满足当下消
费者对于时尚与舒适并重的需
求。在订货会现场，采批商们
对本次订货会上的羽绒服产品
表示满意，并积极下单订购。

“平湖·中国服装城一直是我们
采购高品质羽绒服的首选之
地。”现场采批商感慨于平湖羽
绒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未来
的销售前景充满期待。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开展 5
月原创严选羽绒服联合订货
会，前来参会的羽绒服品牌及
成交额都在逐年递增。”平湖·
中国服装城运营总监陈杰说，

第一次举办原创严选羽绒服联
合订货会时只有 40余家羽绒服
品牌参与，实现销售额 8000 万
元，而今年有 60家，实现销售额
2.1亿元。

“原创严选羽绒服联合订货
会，是一个展现平湖羽绒服创新
能力的载体，让全国各地的采批
商看到了平湖羽绒服正从价格
优势逐步转向设计优势，也激励
更多的平湖本土服装企业积极
转型，加大原创品牌的研发投
入。”陈杰说，今年夏天他们还将
举行一次羽绒服联合订货会，帮
助采批商提前锁定订单，也让品
牌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动向。

平湖羽绒服吸平湖羽绒服吸““睛睛””又吸又吸““金金””
5月原创严选订货会销售战绩达2.1亿元

昨天，在位于新仓老街上的粮仓沉浸式
剧场项目现场，外部建筑施工和内部装修在
同时推进。该片区为原新仓粮管所旧址，该
项目将从红色抗战主题和乡村振兴主题入
手，建设全域沉浸式戏剧空间、全域开放式文
化展示艺术空间等业态，打造时尚新地标。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老粮仓 新时尚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曹思佳

本报讯 “我只跑了一次就办好了落户手
续，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就职于嘉兴市九二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来自广西的甘芳全，成功将户
口迁入了平湖市人力资源市场集体户，成为首位
享受优惠落户政策的新平湖人。

以前，像甘芳全这样的高校毕业生，办理落
户的话要提供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所开具的“同
意挂靠集体户证明”，意味着要在户籍受理窗口
和人力资源市场两边跑。今年，市公安局与市人
社部门沟通协商后，取消了这一证明的开具，实
行业务办理后落户信息抄告机制，意味着只需要
跑一次就能一站式办理高校毕业生人才落户。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这样的创新，来
源于“高校毕业生毕业服务季”主题活动，此活动
旨在为高校毕业生进一步畅通落户渠道，服务保
障人才强市战略。眼下正是高校毕业季。为服
务好高校毕业生，市公安局特地制作了《高校毕
业生 2024年毕业落户指南》，为高校毕业生梳理
了相关的优惠落户政策、办理流程，户籍民警深
入企业第一时间开展宣传普及落户政策。“现在
的落户优惠政策很温暖，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户籍
不在本地的人。要是能落户，工作定居在平湖也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入职于浙江新发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的研究生吴炎炎在了解我市落户政
策后，对扎根平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办理落户只跑一次
我市推出高校毕业生落户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