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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8月20日，新仓镇秦沙村发起了一次“银龄照相”
活动，免费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拍摄证件照。拍摄
过程中，有不少老年夫妻选择合照，携手定格“夕阳之
美”。

■摄影 钱澄蓉 郑凯欣

定格“夕阳之美”

□开学季·新变化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随着开学临近，家
长和学生们正为新学期做准
备。在这股开学热潮中，商家也
纷纷抓住机会，推动了“开学经
济”快速升温。

“开学前，我都会来这里选
购文具，今年专门提早过来，生
怕赶不上‘好货’。”在市区吕公
路上的一家文具店内，即将上五
年级的张文璐一边兴奋地挑选
文具盒一边说。店内顾客络绎

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悉心挑
选新学期所需的各种文具和学
习用品，店内工作人员则忙碌地
整理货架。

“开学季是我们一年中的黄
金时期，8月的文具销量预计较7
月将增长 30%左右，尤其是铅
笔、橡皮和文具盒等传统用品，
需求最为旺盛。”该文具店老板
说。记者看到，店内的文具琳琅
满目，从精美的笔袋到各种新式
学习工具，应有尽有，光文具盒、
笔袋的样式就有十几种，水笔、
自动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更是

花样百出，还有各类联名笔记
本、解压小本子等。

除了文具用品，图书类市场
也是热闹非凡。记者在新华书
店（当湖东路店）三楼看到，一排
排柜子被各种学习资料塞得满
满当当，旁边的展示桌上叠放着
一摞摞整齐的教辅书，字帖、教
材全解、优培生等书籍种类繁
多。为迎接开学季，新华书店推
出了“88折”“69折”的优惠促销
活动。现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
子认真翻阅、精心挑选。据了
解，少儿读物和教辅书籍两类近

期销售火爆，6月共售出 3000多
册，7月高达 6000册左右，8月还
在猛增，销量有望在下周达到高
峰。“孩子快要开学了，当然要为
新学期做好充足的准备，除了教
辅书，还买了一些读物，希望孩
子能在阅读中成长。”前来购书
的家长胡金岳说。

今年的开学季，电子学习产
品成为了新亮点。许多家长和
学生开始关注如何通过科技手
段提升学习效率。在新华书店
一楼的电子产品专卖区，各类智
能学习工具如笔记本、电子手表

和学习平板等受到了广泛关
注。“相较于其他时间，我们的学
习产品在开学前，销量会增长近
一倍，这些工具不仅提升了学习
的互动性和效率，也受到了广大
家长和学生的喜爱。”电子产品
专卖区负责人杨新星说。

“开学经济”催生了消费热
潮，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在孩子
教育上的投资“不差钱”。不过，
也有可能引发过度消费的问
题。家长和学生在购买开学用
品时也应注重实际需求，避免盲
目跟风。

开学采购热，电子学习产品成亮点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这里用到的肥料
养分有效释放时间达到150天左
右，基本能满足水稻整个生育期
对养分和肥料的需求，肥料使用
的量能够有效降低。”在曹桥街
道行知田园里，放眼望去，一片
碧绿的水稻郁郁葱葱，农朋友农
业技术（嘉兴）有限公司负责人
俞华根正在对即将到来的水稻
颖花分化做准备。

今年，农朋友公司在曹桥街
道承包了一块 280亩的水稻田，
与普通农田不同的是，这片水稻
的种植，运用了一套绿色低碳高

效水稻健康管理模式，从水稻前
期土地管理、选种到水稻种植进
行全流程的管控。

肥料的把控是绿色生态水
稻种植的其中一环。这片水稻
种植运用了缓控释技术的水稻
专用配方缓释肥，养分释放时间
延长，帮助水稻更好吸收，同时
加入有机材料，施入土壤后可以
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为微生物
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针对水
稻种植的不同时期，还能够配比
专业肥。前期，公司通过微生物
移植与快速降解技术——森井
微生物菌群技术，进行科学有效
的秸秆还田，稳定土壤有机质，

增加土壤肥力，减少后期化学肥
料的使用。

绿色精准施肥管理、生物降
解秸秆技术……一系列绿色生
态措施让绿色低碳的成效在田
间地头显现，使用该模式后，肥
料的使用比常规肥亩均减少了 5
公斤左右、秸秆还田处理 30 天
后近 90%的麦秆腐解。“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推动通过绿色低碳
优质高效水稻健康管理模式和
菌酶复合微生物菌剂的研制，推
动水稻种植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减轻农业面源污染，进一步
提升稻米产量和品质。”俞华根
说。

创新农作物种植管理模式，
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正在成为很
多农场的选择。在浙江绿迹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水稻清洁生
产基地内，一项项低碳农业生产
技术被运用到了农业发展实践
当中。“我们打造一套集农事管
理、肥药管控、植保巡检等业务
于一体的‘数字稻田’标准化管
理系统，实现生产记录数字化，
全过程可追溯。”浙江绿迹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通过蓄雨薄露灌溉技术，
实现水稻田自动灌排、灌溉水层
精准控制，有效减少肥药使用
量、农田退水排放量。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农业
绿色低碳发展，打造稻田退水

“零直排”模式，对溢流的农田退
水通过生态沟渠过滤、植物净
化，圩内河道水生动植物修复等
环节，降低圩内水体中氮、磷浓
度。据悉，截至 2023年底，平湖
市稻田退水“零直排”建设面积
10.45万亩，经监测排放水样总氮
下降28.9%，总磷下降28.8%。此
外，积极鼓励农业单元开展生态
低碳工作，于2022年开始创建低
碳生态农场，目前已成功创建 9
个低碳生态农场，进一步建好农
业绿色发展、污染防治、减排固
碳的基本单元。

绿色低碳助力水稻绿色低碳助力水稻““拔节生长拔节生长””

■文 / 摄 张宇青
通讯员 倪春军 彭心怡

本报讯 烈日当空，热浪如
织，但在曹桥街道的乡村小径，
每周一至周六的上午10时左右，
总有一群身着防暑装备的助餐
配送员穿梭其间，为各村社区的
老人们送去一份份“暖心午餐”。

马厩村村民魏秀英，正是这
股温暖力量中的一员。昨日上
午 10时 30分，在烈日炙烤下，室
外温度已攀升至 35℃以上，坚硬
的水泥路面亦是热得发烫。记
者在马厩村金黄公路遇到了这
位自东向西，一路送餐而来的

“送餐使者”。只见她全副武装，
防晒衣、防晒帽严密包裹，脸上
还戴着口罩，她驾驶的电动自行
车上装载着两个泡沫塑料箱，给

“暖心午餐”保温。
“俞阿姨，这是您今天的午

饭。”记者跟随魏秀英的脚步，与

她一同来到了家住马厩村徐家
堰小区 93岁高龄的俞娟宝老人
家中。青豆玉米鸡丁、海带肉

丝、雪菜千张……面对色香味俱
全的饭菜，俞娟宝的脸上绽放出
了孩子般的笑容。“秀英，谢谢你
啊，这么热的天，还一直给我送
饭来。”对于每天中午准时到来
的魏秀英，俞娟宝满是感激。记
者注意到，从俞娟宝家出来，汗
水已沿着魏秀英的额头滑落，浸
湿了衣领，但她无暇顾及，只是
偶尔抬手擦去眼角的汗水。

俞娟宝老人仅是魏秀英当
天要送餐的其中一位。在魏秀
英的送餐志愿服务中，一共有二
十位老人。在完成俞娟宝家的
送餐后，魏秀英没有片刻休息，
迅速整理好电动车上的保温箱，
再次直面骄阳，踏上了前往下一
家的路。

而这条路，魏秀英已经坚持
走了一年。“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

始做送餐志愿者的，这些被助餐
的老人中有不少是看着我长大
的长辈，尽管现在天气炎热，但
能为他们尽一份力，做点实实在
在的好事，我的心里也感到充实
和满足。”魏秀英说。

像魏秀英一样的助餐配送
员在曹桥还有 36人。自 2022年
起，曹桥街道在曹桥社区横河新
村率先启动了助餐服务的温暖
试点行动，至2023年扩大到曹桥
街道所有村社区的居民集中居
住点。现如今，已实现了街道范
围内全覆盖。截至目前，整个曹
桥街道共有355位老人享受着这
份“暖心助餐”服务。而为了确
保每一份饭菜都能及时、安全地
送达老人手中，每个助餐点都根
据周边老人的订餐需求，配备了
至少3名助餐配送员。

□烈日下的坚守

助餐配送员：热浪下脚步一刻不停歇

■记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陆晓平 贾伟娟

本报讯 近日，2024嘉兴葡萄擂台赛顺利开
赛。现场，阳光玫瑰、红地球、巨峰、丰香、夏黑等
一串串饱满新鲜、不同颜色的葡萄琳琅满目、夺
人眼球。我市也有3家农业主体，带去阳光玫瑰、
浪漫红颜、黑皇等3个品种4份样品葡萄参赛。

评比环节，专家评委们按照葡萄整体外观、
果粒、果皮色泽、果质、糖分等指标进行品鉴打
分。最终，由我市嘉兴市水月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选送的“临沪农庄”牌“黑皇”品种葡萄喜得金
奖。

据悉，黑皇品种是我市近几年新引进的种植
品种。该葡萄品种由巨峰和玫瑰贝蕾杂交选育
而成，生长特性好，产量高且稳定，适合长距离贮
运销售，因此受到种植者的欢迎。同时，其具有
口感独特、品质优良、外观诱人、含糖量适中等优
良性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平湖葡萄产业发达，串联起乡村产业发展的
方方面面，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截至目
前，全市葡萄种植面积超过 3000亩，主栽品种多
样，特点各异，可以满足不同口味消费者的味
蕾。

平湖产葡萄获
嘉兴擂台赛金奖

动起来，“燃放”一城激情
（上接1版）
市文旅体局依托体育社团，推出了“青训工程”，
市体育中心联合全市足球、篮球、羽毛球等体育
协会，每年以免费、低收费的形式面向青少年开
展体育运动培训活动，每年培训2000人以上。

2022年，本地女孩孙新乐凭借出色球技，被
选送到省队，如今更是进入了国少队（中国青少
年足球队）。通过青训工程，孙新乐收获了职业
生涯的开端，而更多本地孩子则收获了一项运动
特长，而这将是热爱体育竞技的开端。

体育空间持续拓展。有了出门运动的想法、
掌握体育项目技能，“去哪儿锻炼”成了大众最为
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因地制宜、巧出对策，提升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覆盖率，成为我市拓展体育
空间的关键。截至2023年年底，我市共有体育场
地3117个，场地总面积255.7万平方米，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3.7平方米。

去年，我市对市体育中心进行了改造升级，
除传统的“三大球”场地，更优化了游泳、武术、击
剑等项目场地，并采取免费、低收费等公益性使
用方式，使得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同时，
在基层推进体育中心建设，目前，我市5个镇街道
都建起了自己的文体中心、覆盖了45个百姓健身
房，农村居民运动有了新去处。

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15分钟健身圈
举步可达。

三

体育竞技、全民健身在我市蓬勃发展，形势
固然喜人，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短板
及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唯有“一一补齐”“及时应
对”，才能支撑起群众长久的运动热情，从而不断
夯实城市健康基础。

硬件基础完善是刚需。“目前我们已经解决
了城乡运动硬件基础‘有没有’的问题，但仍存在
资源分配不均衡、场地总量不够多等情况。”市文
旅体局体育科科长凌娜介绍说，比如主城区西
片，居民集聚，但始终缺少大型综合公共性运动
场馆，为满足大众需求，今年我市将“城西便民活
动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要民生项目加以推进，
预计今年12月完工。

“提升室内羽毛球场地数量”，也是群众呼声
较高的一项内容。对此，今年我市在开放“机关
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的过程中，在崇文小
学和平师附小白马校区内尝试改造，在不影响原
有室内篮球场功能的同时，重新划分出10块羽毛
球场地，得到了一致好评。

专业力量提升有必要。专业教练有限，导致
竞技水平无法提高，特别是在赛艇等水上运动发
展方面明显受阻，也是我市体育运动“更上一层
楼”的短板之一。对此，今年我市积极向上争取，
得到政策支持，招聘到了一位退役运动员，到本
地任教。但这还远远不够，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
做法，可以尝试通过专业俱乐部，引入专业教练，
提升专业水平。

新兴需求保障要跟上。赶上了“全民健身”
的大浪潮，诸多新兴体育项目也快步走进大众视
线，如赛艇、攀岩、飞盘等项目，已在本地“打开局
面”，如今射击、射箭等项目也悄然兴起。对此，
凌娜坦言，我们大可以抱有一种“欢迎”的姿态，
让新项目与本地“碰撞”。如有“火花”、群众有需
求，也将进行资源保障，比如打造标准场地、推荐
成为青年夜校课程、支持更多俱乐部进入，甚至
是成立项目协会等，飞盘项目的“落地生根”就是
一次有益尝试，如今亦成为不少体育爱好者的

“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