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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泥泞不堪的山路，
村民住的房屋里面黑漆漆的，很多
人家都是用一把很陡的木梯子上
下楼。但当我和小朋友们第一次
见面时，他们腼腆里透着的礼貌和
渴望却深深地触动了我……”这是
市智培学校副校长李燕在谈起第
一次前往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进行公益支教活动时的印
象。连续七年，她在公益支教中
始终用行动诠释何谓真正的教育
情怀，用一颗真心为大山的孩子
带去了希望的种子。

李燕首次走进贵州山区开展

公益支教活动，还是在 2018年。
她作为杭州沃德青少年公益组织
的一员，和团队一起走进了贵州
黔东南从江县的小瓮小学。“水太
紧缺了，洗澡、洗衣服等生活用水
都无法保障，我们只能去山里的
小溪边洗衣服。”李燕说。去之
前，李燕对山区小学还没有一个
具象的认识，直到走进小瓮小学，
她才认识到了差距。要水没水，
要电没电，要厕所没厕所，条件不
可谓不艰苦。除此之外，学校也
没有宿舍，李燕和队员们都是在
教室里打地铺，晚上还要忍受蚊
虫叮咬的困扰。

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李燕

也表示自己从不后悔来到这
里。每年暑假，她都会留出半个
月的时间，用自己的所学所能，
为大山里的孩子带去一个充满
意义的假期，至今已有七个年
头。作为“资深”支教志愿者，李
燕也随着学生需求的变化不断
丰富教学内容，每到假期，她都
会做足“功课”，精心规划教学方
案。“关注儿童心理问题”“如何
正确使用好手机”“女生要学会
怎样保护自己”……她将一系列
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到了
山区。此外，李燕还对山区的教
育需求高度关注，哪里的孩子最
需要帮助，哪里的教学资源最匮

乏，这些信息她都了如指掌。每
次出发前，她还会提早准备好来
自爱心企业捐赠的善款和教学
物资，包括图书、文具、体育器材
等，确保每一次支教都能给孩子
们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

“李燕老师每次来都会给我
们带来新知识，这是我们平时所
接触不到的。”“这位老师不仅给
我们学校的孩子教授课本上的
知识，还会拓展‘校BA’、科技节
等特色活动。”“老师，你能每年
都来我们学校吗？”……提到李
燕，山区的孩子和家长都赞不绝
口。如今，多年的支教经历，让
李燕带动了一大批人，她的同

事、同学，甚至是自己的孩子、曾
经的学生，都跟随她的脚步一起
参与了到支教活动中。“作为市
足球青训营的一员，我将自己擅
长的足球带到了山区小朋友身
边，他们对运动的热爱深深地打
动了我。”李燕的儿子施皓文
说。在回来之前，孩子们特意每
人写了一张纸条留给他，这些纸
条至今仍旧完好地保存在家里，
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与大山有个约定”
筑梦支教 爱洒未来

遗失声明
●浙江嘉兴众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近日，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嘉
兴市乡村工匠的评选结果，我市种养加服人才尹
淑萍、吴勤飞、张良杰、赵国军、顾国强、潘弟观共
6人入选。

这 6位乡村工匠，通过专利技术、育种创新、
规模化种植、文化传承和产业经营，不仅提升了
农业生产效率和品质，还积极推动了农业现代化
和乡村振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草莓”博
士尹淑萍致力于智慧化草莓的软件与硬件设备
研发等，建立培训中心定期对农民进行栽培技术
教学；吴勤飞凭借丰富的西瓜育种经验，培育出
16个新品种，直接帮助 50多名瓜农增产增收；张
良杰利用粮食高产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多项技术
于种植环节中，种植面积和产量屡创新高；赵国
军致力于农业增收，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实现企业、农户、市场和社会共赢格
局；顾国强通过规模化种植和农业社会化服务，
将土地流转面积扩大至3300亩，显著提升了农业
生产效率；潘弟观作为平湖糟蛋制作技艺的传承
人，不仅传授技艺，还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弘扬非
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故事体现了乡村工匠在
传承技艺、推广现代农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方
面的重要作用。

“这次评选是对我市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认可。未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乡村人才队伍建
设，以高标准打造乡村工匠队伍，着力推进现代

‘新农人’培育行动，充分调动人才参与乡村产业
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协
调科副科长顾晔昀说。

农业产业振兴
有了“领头雁”

我市6人入选嘉兴市乡村工匠

挚爱写春秋 托举后来人
（上接1版）
那些刚刚踏入工作岗位、开始创业的青年也是重
点群体之一。近年来，市关工委不断延伸关爱链
条，重点关注新农人、年轻干部、楼宇青年等群
体。

“95后”农创客蒋豪哲在本地经营着一家农
业科技公司，今年8月，市关工委农业老专家科技
咨询服务组与其结对。老专家们积极宣传农业
新技术，带来助农新政，还助力基地农产品销售
渠道开拓。“老少携手”的模式，让蒋豪哲多了发
展信心和底气。目前，像蒋豪哲这样结对培育的
农村“双带”青年人才全市共有3名。

除此之外，关爱年轻干部的“忘年交互助
组”，积极发挥机关离退休老同志的独特优势，开
展与年轻干部座谈交流等活动，帮助年轻干部坚
定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工
作能力。2020年以来，陆续打造了建设局老干部
传帮带团队工作室和以老干部名字命名的银青
成长工作室，进一步升级了工作模式，成为青年
干部成长进步的有力引领者。今年，平湖改革开
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俞云芳和总商会大厦“90
后”青年工作者，进行“初心对话”的“双百之约”
更是成为美谈，点亮了青年工作者成长之路。

■记者 居丹荔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近日，“不一样的花火”浙江省第三
届原创流行歌曲大赛决赛举行，当湖街道原创的
歌曲《弦歌引》作为嘉兴市唯一一件作品入选决
赛，并荣获浙江省第三届原创流行歌曲大赛银
奖。

“那一曲琵琶，穿过斑驳的弄堂；那一段乡
音，回荡在市井田间；弦歌声声，诉说滔滔不断的
思念……”《弦歌引》整首歌曲以其独特的歌词，
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意与情感的画卷。通过对平
湖派琵琶、乡音、思念等元素的巧妙融合，传达出
对故乡、对过去、对情感的深深追思与眷恋，在聆
听中能感受到那份真挚而浓郁的情怀。“我们创
作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的力量，温暖人、
感动人，通过传达正能量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希
望歌曲传得开、留得下，深入大众生活，为大家所
喜爱。”《弦歌引》作词人谢春英说。

目前，《弦歌引》正在参加 2024第二届“不一
样的花火”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大美中华原创歌
曲线上展播投票，歌曲将冲击更多的舞台。

平湖一原创歌曲获省银奖

火热开赛
昨天，平湖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成人部棒垒球比赛，在林埭镇徐家埭村棒球场开赛。

来自我市各镇街道及行业系统的棒球队员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努力拼搏。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记者 徐玉霞

本报讯 随着“双十一”购
物季的到来，我市抖音电商直播
基地的直播间及入驻企业纷纷
加足马力，迎战一年一度的消费
大促活动。昨晚，挽冬服饰直播
间的主播情绪高昂，卖力带货。
令人感到新奇的是，直播间所在
的位置是存放商品的仓库，镜头
里时不时出现工作人员打包发
货的忙碌场景。

“我们采用店播和仓播两种

直播模式，为粉丝带来不同的观
看体验。”挽冬服饰直播间负责人
马震宇说。在直播间停留一会，
还能发现，直播间虽上架了近 20
余个不同款式的面包羽绒服和羽
绒马甲，但主播拿在手上讲解的
基本上是同一款羽绒服。原来，
这是他们采取的“单爆品”卖货方
式。“这段时间我们主推一件短款
的面包服，这种直播方式能让流
量更集中。”马震宇说。

为抢抓“双十一”流量，直播
间还延长了直播的时间。目前，

店里共有 3个账号在直播，主播
轮番开播，从早上 9时持续到晚
上11时。除此之外，直播间账号
还加强了社交媒体的推广力度，
每天都分别在抖音、快手等平台
推送 10条左右的短视频。据马
震宇介绍，挽冬服饰直播间入驻
抖音平台直播虽只有 1年时间，
但平台粉丝已突破10万人。

除了直播助力，借助“双十
一”这一销售热潮，日前，抖音电
商直播基地与电商平台合作的选
品活动也已陆续启动。“我们先后

和抖音电商、快手电商、淘宝直播
等平台开展合作。”抖音电商直播
基地运营总监洪涛说，打开原产
地线上销售的新模式，能够吸引
各大平台头部主播来平湖进行溯
源直播活动。在近日举行的快手
女装秋冬上新选品会上，就有 80
多个商家、100多位达人前来。商
家与达人从款式设计、品质做工、
价格优势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激烈
的讨论，为接下来的直播活动挑
选优质羽绒服产品。

电商风潮在平湖越刮越

盛。近年来，我市紧抓直播电商
的巨大市场潜力，以平湖抖音电
商直播基地、京东智能城市（浙
沪）创新中心为主平台，以淘宝、
京东、快手、拼多多等为拓展，形
成以点带面的直播主阵地。本
次“双十一”期间，平湖抖音电商
直播基地积极组织基地内店铺
参加抖音“双十一”好物节活动，
发挥资源共享和集聚发展优势，
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打响平湖羽
绒服特色产品品牌，助力平湖羽
绒服线上销售。

多赛道“竞跑”抢流量

直播新玩法掘金直播新玩法掘金““双十一双十一””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邵 俊 王 凡

本报讯 时值霜降，天气渐
凉，不少人开始服用膏方调补。
近日，市中医院第十四届膏方养
生节启幕。名医问诊、膏方定
制、养生科普……让市民“零距
离”感受“膏方养生新国潮”。

膏方养生节开幕后，市中医
院特地开辟了膏方养生门诊，接
受市民前来咨询、开方。昨天一
早，诊室门外就排起了长队，“昨
天听说今年膏方节开始了，我今

天一早就赶来了。”前来开膏方
的孟阿姨告诉记者，她每年冬天
都会吃上一剂膏方进补调理，根
据她往年的经验，再过一个月左
右，膏方门诊会火爆起来，为了
避开“高峰”，她都会在膏方养生
节启幕后早早前来。

另外一位排队的市民张阿
姨则在开幕当天，请杭州专家为
女儿开好了膏方。“现在不少年
轻人也热衷吃膏方，我们家孩子
也想尝试一下，所以我来帮忙了
解一下。”张阿姨说。

记者从市中医院了解到，该

院本周已经接待了 500 余人次
进行膏方养生咨询，其中部分市
民已提前开具膏方。“目前，咨询
的人更多一些，但随着气温走
低，以及立冬节气的临近，开方
市民会更多一些。”市中医院医
疗质量管理中心主任闫惠鹏表
示，目前特设的“膏方养生门诊”
为每周一至周六，并且每天都有
一位名中医、主任医师坐诊，门
诊将一直开放至 2025年 1月 31
日。

不仅是市中医院，近期我市
各个基层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也陆续推出了膏方服务。
其中，最早启动的是新埭镇中心
卫生院，早在 10月 1日就开辟了
膏方门诊，本周这里也迎来了第
一波开方高潮。“前来开方的有
一部分是本地居民，慕名而来的
外地求诊者也不少，其中来自上
海的占了大头。”新埭镇中心卫
生院主治中医师戈定和介绍，周
边地区群众有冬季吃膏方的传
统和需求。同时，这里坚持传统
手工熬胶，每年聘请的都是同一
批有经验的药工，品质有保障。
去年，新埭镇中心卫生院开出了

4000多剂膏方，今年大家的热情
依旧不减。

冬季是一年四季中进补的
最好季节，冬令进补，以膏方为
最佳，但膏方虽好也要科学服
用。“服用膏方必须因人而异，切
忌一方多人服用，同时也不是越
贵越好，还是要对症施药。”市卫
健局中医药管理科负责人方勤
华表示，另外，对某些处在慢性
病急性发作期的患者，或脾胃功
能障碍者，应先治疗基础疾病、
调理脾胃功能，再由中医师诊治
决定能否服用膏方。

天气渐凉 膏方走热
专家提醒：科学服用，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