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范依蔚

本报讯 惠农助农，引摊入
市。5月 20日，我市主城区瓜果
自产自销疏导点开张，设有葛家
路恒大名都北门口、平善大道曹
桥路口、池海路兴和苑对面等 9
个点位，29个摊位，经营时间为5
月20日至9月30日。

每年，我市都会根据城市
发展变化和群众需求，对瓜果
自产自销疏导点数量和布局进

行调整优化。相较去年，今年
新增 2个点位。前期，市综合行
政执法队直属分队召开瓜果自
产自销农户的碰头会，对点位
经营时间、位置等进行了详细
介绍，并着重强调了规范摆放
的相关要求，所有农户现场签
订承诺书，以保证经营规范，保
障市容市貌整洁、不影响市民
交通出行。

春晖路龙盛蓝郡围墙西侧
人行道是今年新增的试点点位
之一。昨天上午 9时 30分，当记

者来到该点位时，摊主杨丽飞正
在接待顾客。“我是第一次来摊
位上售卖瓜果，今天出摊没多久
就已经卖了四五个西瓜了。”杨
丽飞说，她在当湖街道金家村已
经种植西瓜五六年，以前主要是
走批发途径，今年尝试申请摊位
自产自销，前天出摊首日就收获
了1000多元的营业额。

对居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
来说，家门口的瓜果摊给他们带
来了便利与实惠。“我和老伴都
80多岁了，以前买西瓜要走10多

分钟到水果店去买，实在有些拎
不动，现在小区门口就可以买
到，而且还比水果店便宜。”龙盛
蓝郡居民赵一飞说。

相比新点位，居民熟知的
葛家路恒大名都北门口点位更
是热闹非凡。“我每年都在这里
摆摊，今年是第五年了。”摊主
史燕平说，她在平湖种植西瓜
已有 11 个年头，现在夏天摊位
的收入接近她总收入的一半，
生意红火时，每天能达到三四
千元的营业额。由于多年的经

营，附近的居民对她非常熟悉，
对她的西瓜品质和诚信经营更
是赞不绝口。

“瓜果自产自销疏导点的设
立，既是为了确保市民能够购
买到新鲜美味的本地瓜果，也
帮助农户解决夏季瓜果销售难
题。”市综合行政执法队直属分
队副分队长李燕说，城市管理堵
不如疏，市综合执法局通过瓜果
自产自销疏导点这一桥梁，满
足了市民的消费需求，也助力
了瓜农增收。

让市民在家门口吃瓜
城区瓜果自产自销疏导点开张

本报讯 “小修小补”看似不起眼，却是生活
所需。为让“小修小补”为群众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近日，广陈镇邀请一批老手艺人入驻前港农
贸市场的共富摊位。

一手按住面料一端，一手捏着镊子向前送，
随着缝纫机响起的“嗒嗒”声，不消几分钟，需
要剪裤脚的裤子就修剪好了。记者看到缝补师
傅老陈正在摊位上忙碌着，“老陈师傅手艺一
绝，收费还不贵，修修补补只收几块钱。”一旁
等候的居民不住地夸奖。据老陈师傅介绍，多
的时候每天要接十几单修补的活，根据难易程
度收取不同的价格。“大家图个方便，我也能发
挥余热、挣点零花钱。”老陈师傅说。

“这个共富摊位开得好啊，平常要找一个补
鞋摊位，真不容易，现在可方便多了。”看到有人
询问，坐在一旁等候补鞋的居民林大爷主动搭
话。他表示，老一辈人节俭惯了，鞋子坏了也不
舍得扔，总想着修好了还能继续穿，自己就住在
前港社区，听邻居介绍这里支起了“小修小补”
的共富摊后，特地前来修补鞋子。

据了解，去年8月，前港农贸市场设立了共富摊
位，运行至今赢得好评一片。“共富摊位刚开设时，吸
引了众多农民前来摆摊销售农产品。”市市场监管局
广陈所副所长黄海浩说，有意向的居民可以在村社
区做好备案登记，由农贸市场负责审核登记后，即可
在规定时间内开展共富摊位的经营活动。共富摊位
不收取租赁费，每个摊位只根据实际情况，每日收取
1元卫生管理费。今年春节后，应周边居民呼声，

“小修小补”便民服务入驻了共富摊位。
如此多元的共富摊位，真正将共富项目办到

了群众的心坎里，实现了双赢。对附近居民特别
是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得到了自己所需的传统修
补服务；对修补摊主来说，共富摊位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能够凭手艺吃饭的就业选择。据介绍，这
里的共富摊位共有十多个，旺季可实现“满负
荷”运转，平时每天也都有七八个摊位在经营。

“摊位虽小，承载的社会价值却不容小觑。”黄海
浩说，作为管理方，他们还将不断吸纳群众意
见，丰富共富摊位经营范围，为群众提供便利。

共富摊位惠群众
“小修小补”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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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杨 旸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夏晓蕾

【特派员】潘国平，市书法家
协会会员，现派驻当湖街道南市
社区

【特别事】带居民一起执笔
挥墨

几个长书桌，一柜子的书
籍，满墙的书画作品便组成了南
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
室。每周四傍晚，在匆匆吃过晚
饭后，我都会来到这里为社区的
居民提供书法指导。

去年12月，我收到市里要选
派文化特派员的消息。我想着
自己学习书法已经30多年了，有

一定的书法基础，既然群众有需
要，那我一定义不容辞。

初到南市社区时，临近新
春，开展写春联、写“福”字等活
动十分“应景”，传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同时，也为居民们带来了
文化福礼，送去新春祝福。因
此，我不仅出现在南市社区的党
群服务中心内，我还去到了小
区、学校等地写春联、送福字，收
获了许多居民的好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南
市社区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令
我感到欣喜的是，社区不仅在
2017 年时被评为“浙江省书法
（村）社区”，且早在 2012年就成
立了墨香学堂书法社，这是一

张多么珍贵的文化名片。在这
样一个社区教书法，我感到了
压力，但也给足了我动力，我希
望通过自己的课程让更多的人
写出一手好字。

在我和社区干部的共同努
力下，终于在今年 3月 7日，墨香
学堂书法社又一次重新起航。
在开班第一课上，我见到了我的
学员们。他们之中有学生，有成
人，还有不少是已经退休的老
人。20余人的班级内，每个人的
书法基础各不相同。

我站在讲台上，从学习书
法的益处开始讲起，再到写字
姿势、如何握笔等基本功。根
据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我分别安排了书法理论知识的
学习以及实战技巧的演练，让
学员们对书法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学员们纷纷拿起毛笔，沉
浸在书法世界的“初体验”里，
写得有模有样。

开班两个月以来，学员们或
多或少的进步，都让我感到自
豪。他们还会将自己平日里练
习的毛笔字拿过来，让我看看有
什么问题。大家对学习书法的
兴趣也日益浓厚，也带动了其他
居民，中途又有几位学员加入。

在我看来，书法不仅是一种
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感
的表达方式。看着学员们的进
步，我也意识到，我的任务不仅

是展示书法的魅力，还需要深入
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源，打造独特
的文化品牌。对于文化特派员
工作，我也有自己的目标，要继
续深挖南市社区的书法力量，让
书法走出“家门”，让更多人了解
书法、爱上书法。

【居民说】潘建群：我平时就
喜欢写写毛笔字，当我听说社区
里来了文化特派员，开设书法课
时，就第一时间报了名。在老师
的指导下，我对书法的理解更深
了，毛笔字也写得越来越好。

笔墨生花润人心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李佳伊 彭依兵

本报讯 “收到通知的相关人员，按邀请员
发出的群聊申请加群占位红利赛道，在申请期
间，请严格遵守相关指示进行操作。”近日，独山
港镇发生一起针对老年人的网络诈骗案件。61
岁的张阿姨因轻信“国家发放乡村扶贫款通知文
件”，不慎陷入骗局，被骗走4万余元。

原来，张阿姨在收到一份不明来源的快递
后，发现里面装有一张印有“国家乡村振兴局关
于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重点工作的通
知”的纸张，并附有一个二维码。在好奇心驱使
下，张阿姨扫描了二维码，并下载了几款聊天软
件。随后，她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的指示，进行
了所谓的“扶贫款领取”操作。

在操作过程中，对方称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缴
纳一定费用。张阿姨信以为真，先后两次前往银
行转账，共计 4万余元。然而，在转账过程中，对
方却以银行卡号错误、资金冻结等理由，要求张
阿姨继续转账。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劝
阻，这才让张阿姨幡然醒悟，避免了更多损失。

张阿姨之所以轻信这份“文件”，是因为其中提
到“领取扶贫款项产生任何费用可向对接人员申请
报销，直至顺利领取到扶贫款项”。然而，这恰恰是
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他们利用老年人对国家政策
不熟悉的特点，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警方提醒：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不轻信不明
来源的信息和文
件，在涉及金钱交
易时，一定要保持
警惕，切勿轻易转
账或汇款。

轻信“扶贫款领取”
反被骗4万余元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叶梦珏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周末，
天高云淡。金稼园农庄内又如之
前的每个周末一样，阵阵炊烟升
起，伴随着野米饭的焦香，大人们
相聚畅聊生活点滴，孩子们尽情奔
跑玩耍，享受着这一份热烈时光。

金稼园的热闹在平湖并非
个例，这段时间，在平湖乡村，各
大农庄都有着相似的场景。带
来这一番热闹的是乡野美食“顶
流”——野米饭。

对平湖人来说，野米饭是一
种生活的仪式感。

去年，平湖举办首届四季野
米饭节，评选了 9家平湖野米饭
示范基地，聘请十大文旅网红推
荐官，打响了平湖野米饭品牌。
随着大众对野米饭的喜爱，今
年，平湖的大部分景区、美丽乡
村以及农庄，几乎都推出了烧野

米饭的项目，食材、炉具一应俱
全，价格也较为亲民。截至目
前，全市烧制野米饭的点位已增
长到 49个，累计灶头 1000余个。
在气候适宜的四五月份，甚至还
会出现一灶难约的现象，烧一锅
野米饭俨然成为平湖人度过周
末最热门的方式。

因为野米饭，平湖的乡村聚
起了人气。随着野米饭的火热，
平湖的乡村也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公众的视野。2023年，我市共
接待游客 877.13万人次，同比上
升 28.8%。今年，平湖的旅游人
气更高了，仅“五一假期期间，全
市各景区和 3A级景区村庄共接
待游客 58.22万人次，同比增长
45.26%。平湖“中国棒球第一
村”、赛艇小镇、钟溪樱花里、游
购小镇、航空小镇等，均在省内
有一定的知名度。

今年，平湖更是抢抓这一份文
旅经济的红利，创新推出“平湖周

末”，探索以周末为主要消费时间
的旅游产品系列，针对江浙沪一带
周末微度假的休闲娱乐需求，提供
便捷、轻松、主题鲜明的旅游体验。

因为野米饭，平湖的乡村产
业实现了跨越。一锅热气腾腾
的野米饭，地点十分有讲究。户
外，风景秀美，业态丰富，是公众
普遍的需求，也恰恰是平湖乡村
发展的方向。这些年，平湖深入
践行新时代“千万工程”，坚持文
体协同，促进三产互动互融，全
面推进乡村建设，打造了集游乐
观光、采摘垂钓、运动休闲于一
体的综合性旅游村落，形成了时
时美丽、处处精致、人人钟爱的
乡村旅游新环境。目前全市共
有 3A级景区村庄 16个，测评连
续12次列嘉兴第一。

同时还围绕“一镇一主题”
“一村一艺”特色，推出了乡村旅
游、休闲农庄、运动小镇、旅游度
假区等旅游产品体系，打造乡村

文旅 IP，避免乡村景区规划“脸谱
化”，增强平湖旅游竞争力。新埭
镇就围绕“游购小镇”主题，结合
全市旅游资源，串联精品点位，推
出涵盖吃、住、游、购等内容的休
闲时尚购物游线、奇遇山海亲子
游线等产品，受到市场一致好
评。另有林埭镇徐家埭村，用一
颗棒球就击出了村强民富“全垒
打”，曹桥街道马厩村以赛艇文化
发出邀请函，独山港镇赵家桥带
人体验航天科普的魅力……

因为野米饭，平湖的村民迎
来了增收。随着游客的大量涌
入，乡村的餐饮、住宿、交通等配
套设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升，
促进乡村文化传播传承的同时，
也为乡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广陈镇山塘村，各大农家乐
内，每逢节假日，店内都得不止
一次地翻桌才能满足游客用餐
需求；曹桥街道马厩村，本村村
民在赛艇小镇摆摊出售特色小

吃……以野米饭为“引”，村民生
活更红火。

而平湖也围绕“平湖周末”
品牌，创新推出四季野米饭活
动。今年 4月，“平湖周末·村游
四季”乡村旅游主题品牌正式发
布，“野趣炊烟·春米飘香”春季
野米饭活动也正式启动，在热气
腾腾的锅气中感受春天，5月 19
日，春季野米饭活动的子活动也
顺利开展，以“野米饭+龙虾”为
主题，将龙虾垂钓比赛与帐篷露
营、共富集市、龙虾野米饭制作、
赛艇体验活动等相结合，配套发
布了平湖市虾客寻味地图，丰富
平湖的美食版图。

接下来，“瓜韵清凉·夏宴诗
画”夏季野米饭活动、“鲜香海
宴·乐享秋韵”秋季野米饭活动、

“冬寒粉香·煲暖人心”冬季野米
饭活动等都将陆续开展。一年
四季野米饭，串起乡村文旅发展
新模式，鼓起村民钱袋子。

一锅野米饭一锅野米饭，，香飘振兴路香飘振兴路

弹好“秸”尽所能“变奏曲”
（上接1版）
而秸秆碳化后，通过科学配比，被制成了各项专用
肥；利用秸秆制成生物质燃料，为粮食烘干供热，实
现了从粮食生产到烘干的秸秆循环利用，许多农户
为此享受到了“变废为宝”的红利。更值得一提的
是，最近几年平湖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PM2.5平均
浓度和PM10平均浓度连续多年均为嘉兴最优。

弹好“秸”尽所能“变奏曲”，提升群众生态意识
是支撑。近年来，我市不断注入政策、科技力量，探
索秸秆增值利用经营管理新模式，以“三高三全”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高位推动全覆盖，织密秸秆支撑
保障体系“一张网”；高效运转全链条，构建秸秆循
环综合利用“一条链”；高频联动全方位，盘活秸秆
利用功能拓展“一盘棋”。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加大
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责任意识和生态意识，与政
府同频共振；同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业基地、家
庭农场以及社会投资参与开发秸秆综合利用资源
转化升值，推动秸秆回收利用长效机制的形成。

昨天，在城区福臻路上，道路两旁大片夹竹桃迎风绽放、风姿卓约，或花枝高昂，或花朵低
垂，随风摇曳，成为初夏的一抹亮丽风景。

■摄影 王 强

初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