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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钱澄蓉 陶佳敏

本报讯 和米粉、调馅料、入
模塑形、填粉压实、小尺刮粉、上
炉开蒸……随着一套行云流水的
操作，一屉屉尺糕进入最后的加
工阶段。这边尺糕还没出锅，那
边的苏氏月饼已经出炉，几名等
着趁热“尝鲜”的顾客已迫不及
待，而糕点师傅们则忙着帮大家
装盒。近日，在“平湖传统糕点制
作”非遗工坊平湖康达食品公司
内，记者看到了一片忙碌景象。

平湖传统糕点制作是一项
非遗技艺。2021 年，非遗传承
人、赵氏糕点的第五代传人赵启

涛，在自家的食品公司内打造了
一个非遗工坊，这里的传统糕点
也由此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迎
来新的“春天”。“非遗工坊是一
块金字招牌，凭着这张‘入场
券’，我们的糕点参与了各式各
样的展会，走出平湖，打开了更
广阔的市场。”赵启涛说，从 2022
年开始，工坊的营业额以每年
20%到 30%速度增长，今年已实
现营业额200余万元。

在打开经营局面后，赵启涛
开始探索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他专门在公司开辟了阵地，
打造平湖传统糕点展示馆，以公
益性质举办非遗体验、研学、亲

子行等活动，致力于传播传统糕
点制作技艺，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并学习这项非遗手艺。同时，非
遗工坊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周
边居民“增收”，“掌握专业技艺
的师傅有 8名，旺季的时候会请
一些技术比较好的阿姨叔叔来
打下手。”赵启涛说，这里一年有
10 多个大小旺季，可吸纳周边
100人次的临时用工。

在我市，像这样的非遗工坊还
有不少，“平湖圆作”非遗工坊——
平湖市淡木工艺品有限公司也是
其中之一。非遗传承人陈青华作
为该工坊的负责人，对工坊发展
十分看好。“工坊落地后，大家对

我们的非遗作品有了更多认识，
如今月均销售的单品超200件。”
陈青华说，她将圆作技艺与文化
融合，创作出的报本塔造型汉服
压襟、琵琶造型挂坠、莲花造型扇
坠等文创，成为工坊内当红产
品。更让陈青华高兴的是，她的
圆作技艺传授课程，越来越受欢
迎，不少年轻人前来学习，圆作技
艺不再是“独门手艺”。

据悉，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
非遗工坊建设，截至目前已有非
遗工坊22处，其中入选省级非遗
工坊 1处，入选嘉兴市级非遗工
坊 9处。同时，以打造非遗工坊
为契机，不断鼓励特色非遗项目

生产性企业积极打造非遗 IP，推
动传统非遗产业串点成“链”，目
前已开发非遗文创产品50余种，
开设非遗项目旗舰体验店 8家。
从数据上看，今年上半年非遗工
坊销售额在1800万元左右。

“非遗工坊不断走红、非遗产
业蓬勃发展，彰显了我市非遗文
化的蓬勃生命力。”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钟雅
琳表示，一方面提升了非遗技艺
的影响力和扩大了受众面，越来
越多的人走入非遗工坊，近距离
体验非遗魅力；另一方面，带动周
边就业，去年全市非遗工坊带动
就业1200余人，今年还有望增长。

我市非遗工坊解锁共富新路径

产业串点成产业串点成““链链”” 文化鲜活生长文化鲜活生长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张丹燕

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前行力量

【特派员】岳钦韬，平湖抗战
历史宣教馆新馆学术指导员，现
派驻独山港镇衙前村

【特别事】深挖平湖红色历
史，赓续红色根脉

今年 6月，我成为了衙前村
的一名文化特派员，主要负责当
地红色资源的挖掘传承，并参与
到“平湖抗战历史宣教馆”的异
地新建工作中。

早在2017年，独山港镇便已
开始谋划“平湖抗战历史宣教
馆”异地新建事宜。而在建设前
期，我深入挖掘和梳理了各地关
于平湖抗战的珍贵资料，以及平
湖市档案馆 2015年编纂的史料
集。新馆在学术内容上，既弥补
了平湖本地文献都没有记载的
从晚清时期到 1932年的平湖抗
日史，还精准定义了 1937 年 11
月5日在独山港沿海爆发的反登
陆作战是“打响浙江全面抗战第
一枪”等史实。相较旧馆，新馆

更是在学术、艺术、技术三方面
都实现了全方位的提升。

成为文化特派员后，我感到
肩膀上的责任又沉了些，如何将
深厚的学术文化理念在乡村生
根发芽，成为我必须深入思考与
积极实践的课题。为此，我为自
己规划了今年新馆建成开馆后，
从今秋至国家公祭日期间的两
项工作，旨在推动红色文化的深
度传播与情感的深刻共鸣。

新馆建成后，每周我都会前
往新馆，为讲解员和志愿者提供

多版本的讲解培训，力求让每一
名参与者都能掌握不同风格、不
同视角的讲解技巧，使他们在面
对不同观众时能够灵活应变，生
动再现平湖抗战的历史画卷。

我计划在今年的12月13日，
即国家公祭日当天，在新馆举行
一场活动，融合1937年平湖全域
阻击战的悲壮历史，让每一名参
与者都能深切感受到那段历史。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相信能够进
一步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尊重，弘
扬抗战精神，不断激励斗志。

【村民说】吴振亚：1937年11
月5日，侵华日军在金丝娘桥、全
公亭等地登陆后侵入衙前镇，杀
害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居民。这
段 历 史 沉 甸 甸 地 压 在 我 们 心
头。岳教授所设计新建的平湖
抗战历史宣教馆，提醒着我们要
铭记过去，并从中汲取力量，继
续前行。

近日，在当湖街道嘉和花苑小区，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在对给水立管材质进行
改造提升。据悉，此次项目通过对居民原管道立管、水表、阀门等设备进行更新，进一
步提升居民用水品质。 ■摄影 王 强 俞金雅

管上“换”新颜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这条岸线上，放
眼望去都是能够形成蓝碳的植
物，潮落的时候，岸边就会呈现
一片碧绿的景象。”近日，记者在
独山港镇白沙湾地带一片长达
千米的新生滩涂上看到，一丛丛
绿油油的小草沿着海岸线绵延
开来，将岸线点缀得生机盎然。
项目负责人牟鑫一边走，一边查
看着滩涂。

别看这些小草个头不大，但
在海岸生态修复中却发挥着重要
作用。今年，平湖被列入“光滩变

盐沼”省级试点，从项目筹备、实
施到验收计划历时一年，全力助
推海边生态修复，是全省唯二的
试点单位。海三棱藨草的种植就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为本地海滩涂的先锋物
种，海三棱藨草是用于滨海盐沼
湿地修复的有力帮手。原本这
片新生滩涂只有零星海三棱藨
草分布，还伴随着互花米草这种
快速繁殖的外来入侵物种。依
托“宜草则草、宜滩则滩”的总思
路，我市在独山港镇一千米岸线
以及乍浦镇山湾100亩区域滩涂
率先开展盐沼生态修复和碳汇

功能研究，探索“生态修复+蓝碳
增汇”的“光滩变盐沼”新路径。
针对独山港试点新生滩涂只有
互花米草和零星海三棱藨草分
布的原貌特征，一场互花米草清
除、修复盐沼湿地生态的攻坚战
在独山港海岸边开启。“我们利
用‘机械+人工’的方式，对互花
米草深挖根除，并进行跟踪监
测。通过使用移栽苗类和种球
种植的方式，对一千米岸线实施
海三棱藨草人工种植，帮助快速
繁殖和扩张。”牟鑫说。

从“零星”到“碧绿”，这是平
湖探索“光滩变盐沼”新路径取得

的成效。今年，我市积极推进试
点工作，进一步明确碳汇提升路
线图，建立工作推进机制，研究编
制《光滩变盐沼平湖试点项目实
施方案》。而早在2020年，平湖就
建立了海三棱藨草等盐沼植被的
育种基地，此次种植的种球也是
基地培育的。“建立盐沼植被的育
种基地，通过研发滨海盐沼湿地
生态修复技术，构建以海三棱藨
草为主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并
着力建立完善的监测评价体系。”
牟鑫说。一系列整治组合拳，让
滨海盐沼湿地重焕生机。

海岸焕发新绿，海鸥、螃蟹

等小动物也回到了栖息的家园，
生物多样性逐渐丰富起来，潮滩
生态功能得到了有效提升。目
前，独山港和乍浦山湾两个试点
区域的建设工作已全面完成并
通过中期验收。我市还持续监
测斑块区域，对互花米草覆膜除
治区内二次入侵的植株及时拔
除，通过补充播种、培育高抗种
球和高密度植生毯等方式，实现
海三棱藨草的快速种植和恢复
扩张。目前，已经实现独山港样
段斑块内互花米草实生苗复发
率抑制率达 90%，山湾样段内拓
展原生海三棱藨草面积达50%。

平湖“光滩变盐沼”试点绘出滩涂新绿
滨海盐沼湿地生机盎然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李健锋

山海共富 青春助农
我市学生团队直播卖丽水农产品

本报讯 “家人们，我手上拿的是青田本地
果农亲手种植的葡萄，品种优良、果实饱满，咬一
口，脆感十足，我们这边现场做一个测试，看看甜
度如何”……近日，市职业中专的学生电商创业
团队，支起手机，做起了直播带货“新农活”。此
次他们赴丽水青田葡萄基地、松阳周安高山番茄
基地，开展电商实践教学暨农产品直播活动，助
力丽水优质农产品“在线”展销引流。

据悉，此次活动由平湖市农产品展销配送有
限公司联合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平湖市残
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松阳县山海农产品展销配
送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直播现场，我市残疾人电
商主播黄春杰和学生主播们合作，共同为青田优
质农产品打call。

直播前，直播团队用了近 2周的时间精心筹
备，深入分析当地农产品的优势，制订了详尽的
直播策略，并准备了丰富的直播内容。“走进高
山、走进基地，看到这些滞销的农产品，满满的责
任感涌上心头，也更坚定了做好这场直播的决
心。”担任团队主播的学生李嘉怡说，直播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专业问题，但在团队的配合下顺利
度过，这场直播也为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直播过程中团队成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从产品介绍、特色讲解到限时优惠，每一个环节
都充满了专业与热情。通过镜头和讲解，将青田
葡萄、松阳番茄直观呈现在观众面前，让更多人
了解山中好产品的生态价值。助农直播达成番
茄、葡萄订单近 1000单，累计观看超 6500人次，
实现销售额超2万元，社会反响良好。

“我们一直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养，此前通过
校企合作、直播实践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养和创业能力。此次我们走出课堂，带领
创业团队走入了‘实战’。”市职业中专校长姚雁表
示，此次直播，既是学校专创融合教育成果的一次
集中展示，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活动激发了学生们
的创业创新精神，以青春之力助力山海共富。

■记者 胡佳英

以创业大赛
加码“双招双引”

本报讯 日前，平湖市第六届“才聚金平湖·
引领新崛起”创业大赛生命健康行业赛在独山港
经济开发区举行。以赛促引、以赛促创，创业大
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进生命健康行业的优秀人
才、优质项目落户平湖。

据悉，本次大赛重点关注生物医药、医疗器
械等生命健康领域以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领域，
于今年5月启动，吸引了一大批优质项目参赛，经
过前期的层层筛选，最终遴选出17个优质项目参
加现场展示并与评委开展交流。比赛现场，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基于微藻合成生物学和光控培
养技术的天然活性物质开发及其产业化》等 9个
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

生命健康产业链，是平湖市重点打造的产业
链之一，由市领导担任链长开展产业链招引工
作。为了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我市出台了
《平湖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实施细则》，给予生物技术药、化学药、现代中
药、生物医药检测及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项目
投资、研发、生产和生产服务等方面支持。同时，
我市高度重视人才资源，出台了平湖史上最优、
含金量最高、受众面最广、领跑嘉兴的人才新政，
鼓励人才创业、创新，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在出台优惠政策外，我市还建设高规格产业
园，为项目落户、人才创业提供广阔的空间。浙
江长三角生命健康产业园，就是我市重点打造的
阵地，园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1000亩，一期启动示
范区 138亩，新建 38栋独立多层高标准生物医药
研发智造楼宇，已全部竣工。

■记者 胡佳英

“金平湖”沪上市集热卖

本报讯 8月15日至17日，市供销社组织部
分“金平湖”品牌授权主体赴上海虹口区参加2024

“金秋百味乐享购”上海供销市集暨“金山味道”进
公园活动。平湖糟蛋、金平湖大米、阿奴杜瓜子、老
鼎丰豆捞等1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上海。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农产品琳琅满目、品种
繁多。平湖农产品以优异的品质、实惠的价格受
到了上海市民的青睐，不少市民在购买之后还主
动询问工作人员产品购买途径，方便日后下单。
此次活动，帮助我市农产品生产加工主体有效对
接上海市场，拓宽了销售渠道，发挥了供销系统
在促进农产品流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

“金平湖”品牌在上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