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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通讯员 胡人杰

“家庭药箱”送健康

本报讯 “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感谢你们
送的药箱，还帮我把家里这么多药整理好，以后再也
不会拿错药或找不到药了。”近日，家住当湖街道松
枫社区的徐奶奶，对“药事服务队”的成员感激地说。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家庭囤药也逐渐
普遍。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药学会，组织
民生药事服务站药师、家庭医生、社区志愿者等
组成的药事服务队前往松枫社区、钟埭街道钟埭
社区等开展送药箱上门服务活动。

活动中，服务人员发现有些慢性病老年患者
每天要服用七八种药品，老人也反映有时会出现
服错药、找不到药的情形，因此家庭药箱的配备
就显得非常必要。它可以帮助群众区分存放药
品、有效期定期检查，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如心
肌梗死、哮喘发作、烫伤等发生时间，避免患者家
属找不到药的情况。

在送药箱的同时，药事服务队还把患者服用
的药品进行梳理、分类，帮助检查药品的有效期，
清理过期药品，科普正确使用药品及药品储存方
法，详细告知药箱各区药物的摆放与作用，并开
展了测量血压等药事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赠
送药箱服务112家次。

关于注销平湖市南门菜场市场
名称登记证的公告

鉴于当前南门菜场生意清淡，菜场功能发挥已接
近丧失，经公司研究决定，对南门菜场予以关停，正式
关停时间为2024年7月5日。现决定将平湖市南门菜
场的商品市场名称登记证3304821001号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平湖市新世纪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9日

■谢付良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的关键期，新埭镇鱼圻塘
村的种粮户张伟忙着翻耕田地，为接下来700亩
水稻机械化插秧做准备。张伟今年计划种植晚
稻1600多亩，比去年增加了1200亩左右。

从不到400亩到1600多亩，从小农户迈向规
模化经营，张伟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是靠政府
的政策扶持，靠镇里耕、种、管、收、销等全环节强
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平湖素有“鱼米之乡”的
美誉，也是浙江的粮食大县，粮食产量尤其是稻谷产量
在全省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下区域经济发展与
粮食生产争地，农民增收与种粮效益抉择，优化就业与
稳定粮食生产间矛盾日趋突出的情况下，如何来夯实
粮食根基，为端牢端稳“中国饭碗”贡献平湖力量？

政策扶持，激活粮食生产“内生力”。农民是
粮食生产的主体，只有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才能保障粮食安全。多年来，在粮食购销
体制市场化和政策层面重视粮食安全、开展种粮
直补与考核的双重影响下，平湖的粮食生产保持
了稳定。特别是去年推出的“优质稻米收入保
险”，进一步增强了种粮农民抵御水稻种植自然
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让许多粮农吃上了

“定心丸”，也给平湖的“米袋子”上了一道“双保
险”，有效助力平湖“米香”振兴计划深入实施。

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引擎”，让更多“小农户”
衔接“大生产”。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只有让农民
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作为“新仓经验”的
发源地，这些年来，平湖通过高站位布局“三农”服务
网络，精准打造全过程“服务链”，基本建立形成了服
务生产、供销、信用的全方位、立体式为农服务体系。
像农业大镇新埭镇，去年依托市镇两级的强村公司、
市供销社的集体企业，三方共同合作组建了一家社会
化服务运行公司，通过试点“强村公司+龙头企业+职
业农民”生产模式，全力推进集“种、收、烘、储、加、销、
旅”于一体的粮食产业示范园区建设，目前已与全镇
各村签订土地流转面积2.58万亩，涉及种粮农户有
109户，落实“五优联动”优质晚稻订单16540亩。

事实证明，从生产、营销、要素保障等环节开
展的全链条社会化服务，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破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
难题，实现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
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湖粮仓”、推进现代农业的
高质量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农民
增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期待平湖持续把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作为培育壮大乡村产业的切入点，进一步统筹涉
农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体系，补齐
服务短板，让更
多“小农户”迈向

“大农业”，“托”
起乡村振兴新希
望。

让“小农户”迈向“大农业”

昨天，在林埭镇的妙农
家庭农场内，种植的早熟品
种——金灿水蜜桃迎来首次
采摘。夏天来临，水果季也
正式开启。接下来，农场内
的浪漫红颜葡萄、火龙果等
水果也将陆续上市。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蜜”约盛夏

■记 者 倪雨伦
通讯员 纪亚千

【特派员】陆亚华，国学文化
传播者，现派驻林埭镇保丰村

【特别事】传播国学文化，滋
养孩子心灵

国学文化，在提升个人修
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民
族凝聚力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一直以来，我都对国学文化

“情有独钟”，早在 2016年，村里
开设保丰学塾时，我就自告奋
勇，成为学塾的一名老师，一声

“陆老师”让我一坚持就是八
年。八年间我带领着孩子和家
长们一起学习国学文化，在学习

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每周日上午，孩子和家长们

都会风雨无阻来到学塾，我们一
起诵读弟子规，了解历史文化，领
略名家风采，偶尔也会外出研学，
去红色纪念馆、博物馆等，在实践
中进一步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对我而言，这不是一项简单
的工作，而是一件让我感到幸福
和快乐的事。起初，经过一段时
间学习，不少家长反馈，他们在孩
子身上看到了变化，有的孩子从
内向腼腆变得更大胆了，有的孩
子从注意力不集中变得更有定力
了。我感到欣喜又激动，这也让
我更加坚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
后来，不少家长也加入到我们的

队伍中，他们在看到孩子的成长
后，也想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孩
子受到国学文化的滋养，于是，我
们的义工教师队伍从一开始的几
人壮大到了如今的五十多人。从
改变一个孩子，进而改变一个家
庭，国学文化让他们的生活更加
幸福，家风更加良好。

今年，我担任了保丰村的文
化特派员，我感到身上的担子又
沉了一些，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同时也是让国学文化在保丰村
继续发扬的新机会。经过深思
熟虑，我决定开展一些新活动，
让国学文化的传播面更广。就
在前不久的端午节，我带领孩子
和家长们跟村里的老人互动，我

们一起裹粽子、做手工，孩子们
还精心准备了表演节目，给村里
的老人送上祝福。这样一来，既
可以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养成尊
老、爱老的习惯，也给独居老人
带来更多温暖和关怀，让整个村
子的氛围更温馨更融洽。

接下来，我还将带领孩子们
一起关注特殊人群的需求，去博
宏残疾人之家举办公益活动，为
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孩
子们从关心身边人到关注弱势
群体，在他们的心里播下爱的种
子。目前，我已经在和孩子们一
起着手准备，孩子们听到要去帮
助特殊人群，都很开心，他们会
给我一些小建议，也会认真准备

要需要用到的工具，他们把送爱
心送温暖这件事牢牢记在了心
里。在他们期待的眼神里，我看
到了国学文化的力量，更看到了
国学文化的传承。

【村民说】李春妮：我的孩子
在陆老师的悉心栽培下成长得越
来越出色，学习习惯、生活习惯、
待人处世各方面都进步飞快，我
很感激陆老师的付出。现在我也
成为了一名义工老师，看着越来
越多的孩子在国学文化的影响下
变得更优秀，我感到很自豪。

用国学文化点亮童心

本报讯 眼下正是西瓜大
量上市期，西瓜价格却迎来“大
跳水”，大多在几毛钱一斤到3元
一斤不等，比起往年同期有所下
降。然而，平湖自有品牌“天露”
西瓜，以及特色马铃瓜，目前仍
卖到 5元到 10元一斤，这是什么
原因呢？

昨天，记者走进我市的水果
批发市场，就见一大筐一大筐的
西瓜摆放在露天场地上，批发价
格按照品质和品种，每斤从几毛
钱到1元多不等。“今年西瓜太多

了，价格比起往年同期大概下降
了一半。”一水果批发商说。

在市区永丰路上的一家水果
店，本地 8424西瓜每斤售价 1.5
元，麒麟西瓜每斤2.5元。“往年头
茬的8424西瓜，价格基本在每斤
3元到5元，今年价格直接腰斩。”
老板王琴告诉记者，让她摸不着
头脑的是，与市场西瓜“大跳水”
的情况相比，平湖本地品种“天
露”西瓜和马铃瓜的价格却居高
不下，且有稳定的客户群体，虽然
因为价格较高店内没有大面积铺
货，但他们也会接受客户预订后
前往种瓜基地拿货，礼盒装高端

大气，深厚客户青睐。
如王琴所说，平湖各大农业

基地上，本地自有品种“天露”西
瓜和马铃瓜，价格都在每斤 5元
以上，礼盒装价格更是达到了每
斤10元左右。

“今年受天气影响，北方的
设施西瓜上市时间有所推迟，与
我们南方地区的露地头茬西瓜
上市时间几乎重叠，导致现阶段
市场上西瓜供大于求，无论是批
发还是零售，平均价格较往年均
下降了30%以上。”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平说，西
瓜种植面积过大，而品质差别不

大，是市场西瓜价格走低的关键
因素，这也是走高品质路线的

“平湖西瓜”突出重围、价格稳定
的突破口。

今年，平湖各大基地种植的
平湖自有西瓜品种616.8亩，包含
马铃瓜、“天露”西瓜两个品类的
多个品种，无论是口感细腻绵软
的马铃瓜，还是脆嫩爽口的天露
系列，均外观品质好、大小均匀、
甜度高，在市场上名气不小，虽然
价格颇高，但丝毫不愁销路。“西
瓜，最主要的还是品质，我们现在
种植的平湖自有品牌瓜，品质高、
口感好，基本都是老客户带着新

客户来预订的。”平湖市绿野果蔬
专业合作社老板朱卫告诉记者，
他的基地上种植了平湖马铃瓜、
天露 3号、天露小佳黄 3个品种，
也试种了其他品种，都深受客户
喜爱。如今，他地里的西瓜基本
经客户预订和线上团购就能销售
掉大半，其余西瓜也会在基地直
接售卖，十分畅销。曾经在平湖
从事五金行业的张先生，前几年
每年都会购买马铃瓜送客户，今
年更是将客户发展成为了“平湖
西瓜”的追随者，纷纷来到平湖基
地购买，可见平湖的自有品牌西
瓜不降价，是有底气的。

■记者 居丹荔

市场上西瓜价格“大跳水”，平湖自有品牌西瓜却价格稳定——

““平湖西瓜平湖西瓜””不降价的背后不降价的背后

本报讯 受梅雨带北抬影
响，接下来我市将多阵雨或雷雨
天气。当前我市已处于主汛期，
防汛防台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昨
天，记者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
等部门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开启
汛前检查和备汛工作，通过动态
排查防汛防台风险隐患和薄弱环
节，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闭环整
改，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堤”。

为确保防洪排涝安全，夯实
圩区工程基础，汛前，我市水利
部门成立检查组，对所辖的17座

水闸（泵站）、沿线代堤道路进行
了检查。此次检查覆盖广泛，不
仅涉及水工建筑物的各个方面，
如建筑物主体、围墙、进场道路
等，还对电气、自动化和机械设
备等关键部分以及农村圩区的
水闸、泵站和堤防进行了全面排
查，以确保安全度汛。

“目前我市已形成了两级防洪
排涝的格局。”市水文站（水旱灾害
防御站）相关负责人说，具体而言，
工程防洪标准设定为抵御50年一
遇的洪水，设计洪水位达到 2.63
米；在排涝方面，则确保能在遭遇
20年一遇的24小时暴雨后，于24
小时内将积水全部排出。目前，整

个城市防洪工程运行正常。
此外，我市各部门也就各自

行业领域开展排查梳理。截至
目前，我市针对防汛隐患排查整
改共出动检查人员2017人次，排
查各类圩区、水利工程、避灾场
所、道路桥涵等 3620处，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

当前，我市的应急队伍和应
急物资储备同样已做足准备。
截至目前，全市共建设有防汛抢
险队伍 37支合 2152人，8个镇街
道综合救援队伍建设已全部完
成，均有组建人数不少于50人的
抢险先锋队，每个村社区均至少
配备一支 20人的防汛防台抢险

小分队。市镇两级各物资储备
库中，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充分。

“我们还计划对防汛物资作
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拟采购中小
型水陆两用救援车、雷达生命探
测仪、水域救援套装等物资装
备，进一步提升我市洪涝台灾害
期间抢险救援能力。”市应急管
理局应急救援科科长朱羽松说。

人防技防双管齐下，才能让
防汛工作更科学、更有力。目
前，我市“灾害洞察与智慧应急”
数字化系统已开始展现其强大
功能，为防汛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当前，我们正积极
与气象部门合作，完善系统内高

等级预警‘叫应’模块，旨在借助
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实现预警信
息的主动抓取、自动推送及多级
共享。”朱羽松说，该系统能够迅
速向各镇街道、村社区发送预警
信息，一旦接收人在“浙政钉”手
机移动端收到信息，系统将自动
监测阅读状态。若信息在3分钟
内未被查阅，系统将自动触发电
话叫应功能，确保预警信息的及
时传达。同时，根据预警事件的
不同类型，系统将要求接收方反
馈受灾情况及所采取的行动措
施，实现预警信息的上下级即时
响应与反馈，确保防汛减灾工作
的高效运作。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胡静雅

闻“汛”而动打好主动仗
我市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