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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雨伦

本报讯 “现在村里有多少人从事稻虾养
殖？”“总共有几名赛艇教练？”……昨天上午，在
嘉兴与平湖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一位
特殊的访客来到了曹桥街道马厩村，把村里的赛
艇俱乐部、乡村低碳科普馆、桥文化记忆馆等走
了个遍，并与村干部、村民热切交流，详细了解马
厩村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文旅体资源开发情况。

这位访客就是谢宜，他来自省文化广电和旅
游厅，也是入选首批名单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派
驻点，正是曹桥街道马厩村。

5月 8日，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
仪式举行，100名省级文化特派员集体亮相。高
水平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特长是这批文化特派员
的“标配”，他们将深入基层，聚焦宣传文化工
作，肩负起“1+1+N”的重要文化使命，重点指导 1
个行政村，结对 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
化礼堂，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
化品牌打造等N项工作任务，为乡村振兴注入全
新活力。

近年来，马厩村巧用丰富的生态资源、水乡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探索发展乡村健身休闲
产业，引入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以赛艇运动为
核心，打造文旅体融合发展的特色乡村文化产
业 IP。

而谢宜作为文旅领域的专业人才，有着丰厚
的知识储备和独到的思维见解，他的研究方向和
马厩村的发展十分契合，可以说是一场精准匹配
的“双向奔赴”。

“马厩村文化和产业基础良好，未来一定会
有新突破。”在了解到村里的具体情况后谢宜感
慨道，他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特长，一方面深挖
马厩村特色文化，做好顶层设计，推出更多可以
实现马厩村长远发展的项目；另一方面，做好资
源嫁接，依托省戏曲专家库、省图书馆等平台，整
合相关文化艺术资源下沉一线，让艺术的力量赋
能乡村振兴。

下一步，平湖市将积极整合部门单位各项资
源，建立高效的联动协作机制，搭好特派员联系
群众、部门的沟通桥梁，在配合工作的同时讲好
文化特派员故事，展示文化特派员风采，努力打
造全省文化特派员工作的优质项目、特色品牌。

省级文化特派员进村报到

■记者 徐玉霞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协开展主席会议专
项集体民主监督活动，围绕《关于系统构筑独山
港区集疏运体系 努力打造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
主干港的建议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市政协主席王建坤、副主席沈幼锋出席活动，副
市长陈之超应邀参加。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位于当湖街道的虹霓大
桥和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的B21B22码头，实地查看
项目建设进展，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会上，与会
人员听取了市交通运输局、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相
关汇报；市政协经济委就前期相关调研情况作了
汇报，并对建议案建议采纳落实情况作了评估；
部分政协委员重点围绕目前独山港区集疏运体
系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协商发言，相关部门给予
积极回应。

王建坤指出，近年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
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独山港区集疏运体系建设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港口码头、内河航道、疏港公
路等方面均有阶段性的突破。

就下一步工作，王建坤强调，要进一步做好
“统”的文章。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港口经济
发展，高度重视交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
用；统筹“三张清单”，深化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推动各方面工作高效协同、无缝衔
接；统揽项目推进，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主动
担起责任，进一步加大相关项目推进力度。要进
一步做好“融”的文章。推动“区域”融通，更加积
极主动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多
网”融汇，提升“交通网”保障水平，提升“服务网”
支撑水平，提升“智慧网”赋能水平；推动“三港”
融合，推动港口、港产、港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
业态丰富、产业适配、要素集聚、宜居宜业的港产
城格局。要进一步做好“聚”的文章。聚合上下
联动优势，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联系，多跑、多
汇报，多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和更多的资源；聚
合政企联动优势，用足用好企业的资源，加强政
企合作；聚合“两政”联动优势，市政协要立足职
能优势，推动政协和政府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助力独山港区集疏运体系建设和港口经济
发展，持续助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市政协举行主席会议
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活动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张春美

本报讯 昨天凌晨，“外嫁”
新疆沙雅县的平湖马铃瓜运抵平
湖，共计3.5吨。这是我市第二年
在新疆成功种植平湖西瓜。

卸车搬运、二次检验、分配称
重、重新包装……昨天早上 6时
许，在市供销社三位一体为农服
务中心，记者看到一派忙碌的景
象，市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和农技
专家正在对这批瓜进行验收分
装。前几天赴沙雅县指导采摘的
本地农技专家时勤根也在现场，

一手捧瓜、一手轻拍，他仔细听着
西瓜发出的“咚咚”声，根据声响
细微变化，判定西瓜的成熟度。

“我们在西瓜8分熟时组织采摘，
经过80多个小时运输后，达到口
感正佳的 9分熟。”时勤根说，农
技专家会对每一个瓜进行二次挑
选，剔除未熟、过熟及破裂的，以
保证品质。

在这批带有新疆和平湖双重
元素的马铃瓜礼盒内，都有一个
特制的号码扣，每一个都有唯一
编号。“这是今年新疆出产马铃瓜
特有的身份标识，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形式，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这

些西瓜的产地与意义。”市供销社
（农合联）副主任杨海忠说。

瓜好不好，还得用事实说话、
听市民评价。昨天，我市农技专家
们还现场验瓜，从甜度测试上看，
基本在12.8度左右。“本地种植甜
度一般在11度到12度，天气理想
的状态下也可以达到13度左右，
但是极大受限于采摘前的天气情
况。”时勤根说，新疆天气干燥少
雨，因此瓜的品质要平稳得多。验
瓜后，工作人员便邀请往来市民提
前尝鲜。“甜、脆、多汁，口感不错。”
市民钱永良品尝后说，他对马铃瓜
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 10岁的时

候，这次吃到的瓜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甜度已经接近过去的瓜，脆感
和皮薄更胜过去。

据了解，这批马铃瓜在到货
前，已经接受企业单位团购，基本
被预订一空，这两天会配送到
位。接下去还有3批次将陆续到
货，最大一批计划在 9月底西瓜
灯文化节期间上市。

今年，我市与沙雅县的 2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沙雅
县惠民兴农专业合作社是其中之
一。“这批西瓜的收购价在每斤
3.5元，过去基地上的果蔬产品每
斤仅 1元多，这头茬马铃瓜就让

我们比过去增收了 1.4万元。”该
合作社的瓜农潘红涛说，头茬瓜
出产于大棚，接下去气温上升，符
合露天种植条件，合作社将扩大
种植面积。据悉，今年我市将在
新疆沙雅县种植300亩瓜田。“按
照这个收购价格，每年种3批、收
获 6茬瓜计算，满产后每亩大棚
预计可营收7万元左右。露天种
植根据种植批次数量、产量等，也
将实现收益提升。”杨海忠说，随
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升，亩产量
也将逐渐攀高，沙雅县的农户可
以通过种植马铃瓜实现致富，而
本地市民也能一饱口福。

平湖马铃瓜新疆产
首批瓜昨运抵我市，带动沙雅县2家合作社增收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本报讯 好项目、大项目汇
聚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动力。
昨天，在 2024 平湖新仓投资推
介会暨二季度集中签约仪式上，
年产 7GW高效N型单晶TOPCon
太阳能电池、年产 18000吨氟材
料及改性新材料、长三角蓝莓种
源科技园、科技小院等 15 个项
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超 27 亿
元。其中有制造业项目 6个、服
务业项目 3个、农业项目 3个、人
才项目 2 个、基金项目 1 个，项
目涵盖新仓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形成以工业为主导、农
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
面。项目落地建成后，将推动

新仓镇产业集群的壮大，进一
步优化新仓镇产业结构、提升
综合承载能力，促进新仓镇高
质量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是新仓的主
导产业，也是新仓镇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和“顶梁柱”。在此次
集中签约活动中，依旧是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唱主角”。年产
7GW高效N型单晶TOPCon太阳
能电池项目计划总投资 22.19亿
元，项目拟分两阶段实行，全部
投产后预计实现产值 45 亿元。
上海鲁聚聚合物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氟聚合物材料生产，是
国内氟聚合物行业细分领域龙
头企业，本次签约落户的年产
18000吨氟材料及改性新材料项
目计划总投资 1.8亿元，预计年

产值不低于 3 亿元。“新仓新材
料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完善，在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更多同
行业的合作伙伴，更能在新仓不
断发展壮大。”上海鲁聚聚合物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攀说，新
仓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政策保障和优质的服务支持，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作为“新仓经验”的发源地，
新仓始终将创新发展“新仓经
验”为己任，高度重视农业产业
发展。在这次签约活动中，长三
角蓝莓种源科技园项目、浙江平
湖水稻科技小院、扁桃（巴旦木）
特色农业建设项目等农业项目
令人眼前一亮。长三角蓝莓种
源科技园项目以蓝莓种植为切
入点，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延

伸，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扁桃
（巴旦木）特色农业建设项目则
以“扁桃+乡村旅游+生态观光”
为链接进行乡村振兴农业一体
化、综合性开发。农业项目的签
约落地全方位助力新仓擘画完
美呈现写在大地上的新时代“新
仓经验”。

服务业作为平湖经济新的增
长极，新仓镇在这次签约中与老
街运营文旅项目、物流供应链项
目、外贸回归项目等现代化服务
业“牵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此外，人才项目和基金合作
项目的签约，为新仓镇搭起经济

“唱戏”的舞台，点燃产业腾飞的
引擎。

签约是项目发展的起点。“我
们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项
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痛点，助
推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新仓镇
副镇长宋磊说，新仓将继续坚持

“3+3+3”产业定位和“十大产业
链”部署，抢抓机遇做优一产、做
强二产、做大三产，锚定三产联
动，优化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发
展，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奋力打
造共同富裕标杆镇，为打造中国
式现代化的金平湖璀璨明珠贡献
更多新仓力量。

招“新”引“优”汇聚澎湃动能
新仓15个项目集中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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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 3到
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29℃，明天早晨最
低气温18℃。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冯 渊 李凤超

□“禾”你在一起 平湖“艇”你

本报讯 昨天上午，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平湖市现代农业产业
学院成立大会暨“新农人”培训活
动在农开区（广陈镇）举行。该学
院成立后将立足广陈、面向全市，
为平湖“三农”发展培养具备现代
科技知识和管理技能的专业人
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平湖市现代农业产业学院
成立后，我们第一批派出了嘉职
院 4个二级学院的骨干力量，组

建 8支不同专业的创新团队，共
有34名高层次专家，他们将深入
平湖农业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成
果推广等服务工作。”嘉职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程旺大说。一名
农技专家，就是一份振兴力量。
当天，平湖市现代农业产业学院
就举行了以粮食作物化肥定额制
为主题的学院首课，来自广陈全
镇的粮食种植大户、农业专业人
员纷纷赶来聆听专家老师讲解。
台上讲得仔细、台下听得认真。

“有了专家给我们上课，让我对相
关农业技术掌握得更加精准。我

对粮食种植也更有底气了。”三红
村种粮大户陈其观说，学到的知
识非常实用，让他对接下来的育
苗、移栽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在场的农户也表示，有了这
样一个学院，对他们而言就等于
无缝链接了农技专家、农业资源。

现代农业产业学院的成立，
对广陈镇农业经济发展而言，是
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将以平台
成立为契机，与嘉职院共同探索
农业科学、农业人才、农业现代化
的新篇章，助力现代农业产业学
院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高地、农

业人才培养的摇篮。”广陈镇副镇
长王斌说。

广陈镇与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成立现代农业产业学院，是
高等教育与地方产业的一次深度
融合，也是地方借“智”腾飞、借

“势”发展的创新举措。从镇街道
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平
湖市现代农业产业学院，到市级
层面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杭
电平湖数字技术创新研究院，再
从农业产业合作，到上海交大平
湖智能光电研究院、浙江工业大
学平湖新材料研究院等先进装备

制造、高端新材料等工业产业合
作，平湖市、镇街道两级产学研合
作平台“多点开花”，产业合作领
域“全面覆盖”，构建起平湖人才
汇聚、资源集聚的良好发展态
势。截至目前，平湖市、镇街道两
级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
平台共有10余家，通过产学研合
作，实现联合攻关，积极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为全市积极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和人才
保障。

产学研合作平台“多点开花”

平湖平湖““借脑引智借脑引智””推动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深1度

平湖有“才” 璀璨前行
》》》》》》详见二版

导 读

昨天，在独山港镇衙前村一麦田内，谷物联合全喂入式收割机、履带式全喂入谷物收割打捆机等一台台
设备相互配合，将大麦收割上来的同时，完成秸秆捆扎。秸秆集中打捆离田，既从源头上排除秸秆焚烧隐
患，又提高了秸秆利用率，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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