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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倪雨伦

本报讯 5 月 28 日，市民徐先生在市涉外
管理服务中心的自助签注机成功办理赴港澳商
务签注，整个过程仅用了两分钟，这也是我市首
张赴港澳“智能速办”“全国通办”的香港商务
签注。

“太方便了！感谢你们的热情指导。”拿着
“热乎”的证件，徐先生对市出入境管理大队的贴
心高效服务赞不绝口。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以
前办理商务签注需要提前准备由公司出具的证
明、社保记录、备案证书等资料，然后再到出入境
管理窗口办理。如今办理步骤大幅减少，市民可
以即来即办即走，实现了“自助办理、立等可取”，
便捷又高效。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实施进一步便民
利企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的公告》，内地居
民申办赴香港、澳门商务签注，由原来只能向备
案地申请，拓展至可以向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窗口申请，申办多次商务签注的，还可以
使用智能签注设备快速办理。“只要公司在平湖，
并且工作人员已经在我们这里备案的，就可以在
全国各地的出入境自助机上办理签注，同时这个
商务签注由原来在香港停留7日改为了14日，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在那边从事商务活动。”市出入
境管理大队民警钮文佳说。

两分钟办结

市民赴港澳商务签注智能速办

■记 者 倪雨伦
通讯员 徐冰艳

【特派员】宋喜妹，杜布文创
制作人，现派驻独山港镇聚福村

【特别事】创作杜布衍生品，
吸引年轻人参与

杜布，颜色朴素、图案简单
而不太起眼，但在我眼中杜布是
难得的“宝贝”，它透气性好，保
暖性强，是纯天然的全棉布料，
它的用途广泛，可以制成衣服、
床单、布袋等。出于对杜布的喜
爱，我一有空就会做杜布手工制
品，看着一双双杜布鞋，一把把
杜布扇在我的手中诞生，心里满

是欢喜。
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我就

发现聚福村不少村民家里都有
杜布，还有几名老人会杜布织造
技艺，这让我感到惊喜。去年，
我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
聚福村的文化特派员。与其说
我是文化特派员，不如说是杜布
文化爱好者更贴切，因为杜布文
化在聚福村历史悠久。村里的
杜布非遗馆更是让我的课堂进
展顺利，它完整展示了杜布制作
的整个工艺流程，从棉花采摘，
到弹花搓条、纺纱、再到织布，每
个步骤都有详细介绍，摇车、织
布机等工具让人更加直观地感

受到了杜布文化魅力。
平日里，我们的文化课堂就

在杜布非遗馆内进行。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村民，我会安排不同
的教学内容，工作日的时候基本
都是村里的老人来参加，于是我
会带着他们一起制作杜布包、杜
布手工鞋。到了周末，来参加的
孩子比较多，我就会选择更简单
的杜布贴画、杜布扇来教学。老
人们在消磨时间的同时，做出了
很多实用的手工，孩子们在这里
锻炼了动手能力又交到了新朋
友，小小的杜布让大家都收获满
满。

怎么让传统的杜布变得更

潮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呢？这
个问题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
今年，我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模
式，那就是把杜布和舞蹈相结
合。长时间坐着做手工，听起来
确实无聊，但是把舞蹈和杜布时
装联系在一起，就完全不一样
了，让人感觉特别新奇。说干就
干，一边我和村民们一起制作杜
布旗袍，一边我又编排了合适的
舞蹈，再加上杜布扇点缀，优雅
的杜布舞蹈就产生了。

现在，每当杜布舞蹈课堂开
课，现场总是分外热闹，大家一
起穿上漂亮的旗袍，认真揣摩舞
蹈意境，反复练习舞蹈动作，在

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着杜布
文化衍生的艺术。更重要的是，
人群中多了不少年轻面孔，这说
明杜布文化也在年轻人中激起
了涟漪。

【村民说】倪照华：我们跟着
宋老师学会了做杜布贴画、杜布
手工鞋、杜布发夹，这些东西不
仅好看还很实用，我感觉很不
错。现在我又跟着宋老师学杜
布舞蹈，跳跳舞心情更舒畅了，
身体也更健康。

掀起老杜布的新潮流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陈超磊

本报讯 5月，位于新仓镇
石路村的“石全食美”共富工坊
创新升级，并正式营业。该共富
工坊通过商业化运营手段，将尺
糕、粽子等传统糕点以私人订
制、定向代工等模式生产，以此
带领周边村民致富。

“我们在4月底获得了营业执
照，坊工办理健康证后正式营
业。”新仓镇石路村党委副书记、

“石全食美”共富工坊负责人高亚
勤说，“石全食美”共富工坊采用

“本村经济合作社投资+村民协
同+平台运营”模式，以手工制造

糕点的形式加入共富工坊。商业
化运营的共富工坊，不再转接企
业的多余订单，如何将共富工坊
长久地运营下去，让村民更好增
收是“石全食美”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工坊常年招募代理人，积极
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村
民变身为‘新农人’，通过获得销
售订单来实现增收，每向外推销
一份尺糕可以获得5元的收益。”
高亚勤说，目前“石全食美”共富
工坊每天有尺糕订单近20份，粽
子订单近百份，接下来除了继续
做好糕点的创新，新增拇指包等
网红食品，把好物卖出去外，工坊
还计划聘请专业的经理人，朝着
专业化、可持续化发展，用共富工

坊推动乡村振兴。
“石全食美”共富工坊的成

功运作，不仅为周边的村民，特
别是低收入家庭女性、残疾女性
等群体提供了工作岗位，还将进
一步打响石路村纯手工无添加
糕点品牌。另外，“石全食美”共
富工坊还将共富触角延伸至本
地农户，村民所种植的糯米、大
米、赤豆、蚕豆、南瓜等农作物也
被工坊当作产品原材料予以收
购，为农作物的销售开辟了又一
途径。

如今在平湖，遍布城乡的共
富工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蓄积起无限造富新动能。今年 3
月份成立的独山港镇全公亭社

区“我爱我家”共富工坊，是一个
吸纳社区剩余劳动力，为低收入
群体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支持以
及创业增收的一站式综合性平
台。工坊以“平时共富工坊+周
末公益集市”的模式充分利用

“空间+时间”，为辖区居民送岗
位、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截
至目前，“我爱我家”共富工坊已
吸纳全职低收入、残疾员工3人，
灵活用工10多人，每月最高为村
民增收一千多元。作为一个综
合性平台，该共富工坊已经累计
帮助解决300多名居民实现定向
就业，其中通过工坊技能培训实
现再就业居民近百人。

共富工坊，是推动居民增

收、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今年，我市将共富共治作为六大
攻坚行动之一，推出了《关于深
入推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
设的实施意见》，打造具有平湖
辨识度的“金平湖·共富工坊”矩
阵，力争全市培育 100家市级示
范“共富工坊”，实现全市村（社
区）“共富工坊”全覆盖、六大类
型“共富工坊”品牌化运行全覆
盖。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共
富工坊”126家，为剩余劳动力和
低收入群体提供岗位超 6300
个，实现人均月增收 2934元，已
实现六大类型“共富工坊”全覆
盖，18家“共富工坊”获评嘉兴市
级示范。

““小工坊小工坊””托起托起““共富梦共富梦””
平湖已建成“共富工坊”126家，吸纳就业6300多人

■记 者 居丹荔 倪雨伦
通讯员 倪春军

本报讯 眼下正是夜宵顶
流“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
位于曹桥街道马厩村的稻虾缘
家庭农场内，一大早，老板葛培
忠就忙着捕捞起一笼笼的小龙
虾。“这是客户预定的，我们现在
捕捞，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了。”
葛培忠说，基地的150亩水稻田，
目前全部养殖小龙虾，每天按照
预定的数量现捞现送。

在田边细看，水田里，小龙
虾欢快畅游，时不时钻进泥里打
个转，虾尾拍打下，水面上冒出
一个个泡泡。而另一边的一小
块田中，又是另一番光景，细小

的虾苗挤挤挨挨，这里是 5月 18
日刚刚投放进去的 20万尾淡水
澳龙虾苗，目前正在卖力生长阶
段，等6月底水稻种下，它们就会
到水稻田中与水稻共同生长。

“这是我们 2020 年开始的
‘一稻两虾’种养新模式。”葛培
忠说，过好年在水田养殖小龙
虾，到6月份捕捞完成，田地翻耕
后种下水稻，并投放淡水澳龙虾
苗，实现稻虾共生。10月份，澳
龙开始捕捞，11月份，水稻开始
收割。全年下来，亩均产值将近
4000元，比原先翻倍。

亩均产值翻倍的背后，是市
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的鼎力扶
持。2017年前，葛培忠与其他种
植户一样，每年水稻、小麦轮番

种植，最传统的种植模式下，一
年到头收益并不高。2017年，在
基金会的建议下，葛培忠在全市
率先开展“稻虾综合种养”。“一
开始，我采取水稻和小龙虾轮番
种养的模式，利用时间茬口让水
田不得歇。”葛培忠说，然而小龙
虾季节性特征明显，天气热了之
后就很难再生长。如何利用水
稻种植的下半年时间，继续高效
利用土地资源，成了他和基金会
共同探索的方向。

“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思
路，淡水澳龙是适合热天生长
的，与水稻的生长时间相同。”葛
培忠说，2019年，在基金会的牵
头下，他前往广陈的平湖市鸿海
澳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观了

解他们的澳龙养殖模式，学习养
殖方式，并在2020年首次尝试养
殖澳龙，如今已养殖了4年时间，
并成功将自己的综合种养模式
推广到周边农户。

“澳龙的养殖比小龙虾难
很多，对环境的要求更高，水稻
田里还需要加入增氧设备，探
索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和时间，是基金会的支持给了
我信心。”葛培忠说，从 2017 年
开始，基金会每年的资金扶持
给了他“试错”的勇气。在种养
的过程中，基金会时不时地实
地督查，更为他种养模式的创
新提升带来了新思路。今年，
稻虾缘家庭农场申报的“一稻
两虾”高效种养模式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项目成为嘉兴市级
农技推广项目。

“传统的水稻种植效益不
高，因此我们支持农户进行稻
渔综合种养。”市农业技术推广
基金会理事长胡志梁说，在水
稻田里开展龙虾、河虾、鲫鱼、
黄鳝等产品养殖的生态循环农
业模式，实现了稻渔的和谐共
生，既丰富了农业生态，又提高
了产值，降低了成本。在基金
会的推动下，全市稻渔综合种
养模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转变。目前，在稻虾综
合种养模式之下，全市小龙虾
养殖面积已经超过 1万亩，澳龙
养殖面积已经超过 1千亩，农民
收益显著提升。

一田两用 稻渔兼得
平湖推广“水稻+”模式助农增收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冯 耀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上午，我市举行了 2024
年度AED投放启动仪式。AED新一轮投放，是
省、嘉兴、平湖三级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今
年我市全年计划新安装投放 160台 AED。AED
投放工作的启动，意味着全市AED数量将再扩
容。

AED被誉为“救命神器”，其能够自动识别需
要电击的异常心律并给予电击，使心脏及时恢复
正常跳动。使用AED急救成功率远高于徒手心
肺复苏，是迄今公认制止心搏骤停的最有效方
法。我市AED安装普及工作始于2019年，近年来
我市将AED投放与使用普及纳入民生工程，截至
2023年底，我市一共安装投放107台AED。今年，
AED新一轮投放完成后，我市AED投放密度将达
50台/10万人，远超全国 0.2台/10万人的平均水
平，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走在前列。届时，我市
将在国内率先实现学校、养老机构、便民服务中
心、农贸市场和主要文体旅游场所、主要商业综
合体全覆盖，并率先将AED布设于街头单元、流
动执法车辆、应急救援车辆等。在安装方面，新
投入的AED将安装在显眼位置，并使用统一标
识，方便群众发现和取用。

AED配置完成后，为使物尽其用，我市积极
开展全民急救技能培训工作。目前，面向AED安
装点位的工作人员培训已超过省定任务量的
80%，面向社会的培训，已完成 2000余人的急救
员培训和近 2万人次的普及培训，预计到年底将
分别达到5000人和5万人的规模。

“救命神器”AED上新
今年我市计划新装160台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某男孩，2020 年 11 月初出生，

2020 年 11 月下旬被遗弃在平湖市
广陈镇泗泾村北方家桥 11 号房屋
北面树林里，被捡拾时身上用一条
蓝色抱被包裹，内有一张纸条，写着
2020年 11月 5日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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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31日

昨天，在广陈镇龙萌村文化大舞台，村
民们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一步步学习扎染
技艺，通过折叠、捆扎等工序，将独特的纹理
与图案印染于布上，在邻里友好氛围中感受
扎染创作的乐趣。

■摄影 王 强 李凤超

聚焦基层应急消防
治理体系建设

（上接1版）
市级部门要高效指挥，镇街道要有力运作，村社
区要全员覆盖，加快完善城乡应急消防综合治理
工作运行机制；要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硬件支撑、
资金保障、队伍建设，夯实各项基础。要紧贴民
心，群策群力，切实增强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
建设的美誉度。要注重改革发展，找准群众最关
注的焦点、最想解决的问题，持续在改革创新上
挖深度；注重数字赋能，搭建搭实“一站统管、集
中指挥、高效运转”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数
字化平台，深化跨层级、跨系统、跨地域、跨业务
联动协同；注重宣传引导，及时宣传普及消防常
识，常态化组织培训演练，形成一呼百应、齐心协
力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工作新格局。

布里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