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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赵勤仙 王 凡

本报讯 昨天下午3时，新埭
镇星光村卫生室内进进出出的人
不少，他们都是附近企业的工人，
赶在医生下班前，前来做诊疗。针
灸、推拿、拔罐……卫生室的中医
师王喜照忙碌于几名病人之间，其
他2名全科医生也全力协助。

一般情况下，基层卫生室的
患者都习惯一大早看病，星光村
卫生室的情况就显得很特殊，更
加不同的是，扎堆往中医诊疗室
的病人都十分年轻，年长的不过
五十来岁，年轻的仅有二三十
岁。“从打造中医阁，到引进执业

中医师，再到中医药文化的传
播，几年下来，周边村民职工对
中医治疗越来越信任了。”星光
村卫生室负责人潘晓琳一语道
破其中缘由，卫生室周边村民集
居，附近企业也不少，为了互相

“避峰”就诊，大家形成了“上午
村民、下午职工”的默契，而就诊
职工中又以青壮年为主。

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近
年来我市重视基层中医药发展，
接连将打造基层中医阁、推广中
医适宜技术等内容列入政府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今年更是重点
关注中医药文化传播。“通过进
学校、进文化礼堂、进企业等开
展形式各异的活动，向公众普及

中医养生保健基本理念、知识和
技能。”市卫健局中医药管理科
负责人方勤华介绍说。随着群
众对中医药诊疗接受程度的日
益提高，基层中医非药物治疗越
来越受群众欢迎，星光村卫生室
的变化正是缩影之一。

据了解，随着三伏贴、针灸、
推拿、拔罐、刮痧、艾灸、贴敷等
技术的开展，星光村卫生室的中
医治疗范围不断拓展、中医药服
务圈不断延伸，“在村里看中医”
的理念逐渐被大家接受。今年 1
至 9月，这里接受中医适宜技术
诊疗的有 1389 人次，同比增长
43.05%，这也是星光村卫生室获
评今年我市第二批重点民生实

事精品点位的重要原因。
如今，全市的中医药文化传

播行动还在进行中。比如承担较
多传播工作的市中医院，会在每
月上中旬，组织健康管理中心团
队进校园，利用传统佳节进行中
医药文化科普讲座，让孩子们观
察和品尝中药；每月中下旬，组织
骨干中医师，进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进行四季中医养生知识讲座、
中药养生茶品尝实物展示和适宜
技术推广。另外，针对一些年轻
人、企业职工，我市还在8月底创
新尝试了“中医夜市”活动，让更
多人在非工作时间接触到中医诊
疗服务和传统中医文化，通过现
场体验中医诊疗、品尝中药茶饮

等，在年轻人心中种下一颗中医
药文化火种。

“今年以来，我们共开展了
187场线下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
活动越办越成熟，也越办越热闹，
近期几乎场场爆满。”方勤华说，
目前，他们还在进行一些新尝试，
与其他活动“嫁接”，比如正在如
火如荼开展的青年夜校第三期课
程中，就有“八段锦”课程，另外在
文化特派员下乡的活动中，也有
一些特派员为基层带去了介绍中
医药历史、理论和发展等方面的
课程。市中医院还梳理了浮针、
火龙罐、核桃灸等一些群众知晓
率较低的中医适宜技术，将成为
新的传播内容。

中医药文化进基层 群众家门口享服务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近日，2024年浙江省社会组织品牌
展示和领军人物评价名单公布，我市物业服务行
业协会入选浙江省品牌社会组织。这是我市继
平湖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平湖市壹起来公
益发展中心后，第三家入选该榜单的社会组织。

平湖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成立于 2011年 10
月，现有会员单位 75家，是嘉兴市第一家物业服
务行业协会。物业协会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构建
红色物业体系，成立物业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
打造线上“智慧红巢”监管云平台，出台全省首个

“红色物业”地方性规范，各项工作可圈可点。
“这次入选不仅是对我们物业服务质量的肯

定，还将激励我们持续深化以党建引领为主的三
方协同共治机制，实现物业服务与群众幸福感满
意度双提升。”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沈燕
说。目前，我市已培养50家品牌社会组织、100名
社会组织领军人物、23个党建服务品牌。

我市新增一家
省品牌社会组织

■记者 戴绯绯 通讯员 谢 芸

本报讯 标准是世界公认的国家质量基础
设施，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近日，全
省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暨全省标准国际化创新
发展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平湖举行，活动以“美好
世界的共同愿景——标准创新引领高水平对外
开放”为主题，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落户浙
江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平台载体承担单位，以及部
分国际标准制修订单位等共计 100余位代表参
会。

当天，现场成立了浙江省标准国际化创新平
台，举行了 ISO/PC 348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工作组
启动仪式，并邀请专家作标准国际化相关主旨演
讲和经验分享。

平湖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标
准的支撑引领作用，以标准提升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助力民生服务保障、支撑绿色发展，着
力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加快推动平湖标准化工
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突破发展，为全省标准
国际化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省“世界标准日”
主题活动在平举行

■记者 钱澄蓉

本报讯 昨天，今年第 21号
台风“康妮”携风带雨影响我
市。上午 10时 30分，根据《平湖
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
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启
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17时，
升级为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时值深秋，往年在此时影响
我市的台风并不多，“康妮”的路
线及强度均为历史同期少见。
全市上下高度重视此次台风情
况，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后，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按照“1833”联合指挥体系运

行要求，组织“八张风险清单”，
责任单位提前制订了防御工作
方案及相关子方案，明确了体系
运行、风险排查管控、海上防台、
人员转移、物资装备保障、宣传
引导和舆论管控共 6个方面 22
项任务。

昨天下午 2时许，“康妮”在
台湾省台东县成功镇沿海登陆，
登陆时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
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5
级（48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45
百帕。

“康妮”登陆，其影响不可小
觑。根据市气象台消息，其中心
穿过台湾岛，将进入台湾海峡，

之后沿浙闽沿海转向东北方向
移动。随着台风逐渐靠近，我市
的风雨也将会大起来。同时，有
一股冷空气正影响我市，在两者
携手“作用”下，昨天我市出现了
连续降雨，昨天 6时至 16时，全
市面雨量达 12.5毫米，最大的面
雨量出现在新埭镇，达 32.0 毫
米。昨天16时的气象资料显示，
今天我市各地将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预计昨天夜里到今天夜里
累计雨量将达到 120 到 180 毫
米，局部达200毫米以上，最大小
时雨强 30到 60毫米。此次秋台
风带来的降雨，总体过程呈累计
雨量大、降雨集中、小时雨强大

的特征。另外，今天我市有内陆
7到 9级、沿海 8到 10级大风，也
需注意防范。

暴雨和大风天气带来的不
利影响还在持续，市气象部门加
密监测预报，及时分析研判，发
布台风路径和风雨预报预警信
息。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要求各部门继续关注台风
动向和影响情况，强化预警响应
联动，落实落细各项应对准备工
作。这两天，我市不断加大一线
海塘的巡塘力度，督促海上渔船
撤离至安全水域，织密织牢防台
安全网；正值秋收当口，市农业
农村局增加农技队伍力量，帮助

农户做好防御工作；市建设局向
全市各在建工地发出施工项目
安全提醒，拉紧防台安全弦……

“全市上下正密切关注台风‘康
妮’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带来的暴
雨对城市运行安全的影响，主动
应对不松懈，打好台风防御‘主
动仗’。”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好消息是，本周末我市天气
将逐渐转好，周六天气阴偶有小
雨转多云到阴，周日以多云为
主。一场秋雨一场寒。深秋已
至、初冬不远，早出晚归的“上班
族”“学生党”需重点做好防寒保
暖工作。

“康妮”联手冷空气来袭

我市打好防台“主动仗”

共享佳肴
昨天，独山港镇周圩社区的百家宴主题活动在社区家宴中心举行。活动现场，社区

居民的拿手好菜和社区厨师的“大菜”分别进行比拼，大家共享邻里佳肴，增进情感。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张丹燕

■记 者 黄雨欣
通讯员 李凤超

【打卡地点】浙江绿迹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打卡时间】10月31日
走进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连栋大棚里，作物正通
过遍布在地上的水管，接受精准
滴灌，基地管理员正在查看芹菜
的长势。

一片芹菜基地不用土种，用
沙种，却获益良好，相较于传统
模式，水肥用量下降约 40%，产
量增加 30%至 50%，这是绿迹的
秘诀之一。基地通过沙培、水
培、气雾培三大种植模式，产出
沙培芹菜、西瓜、水果玉米。这
种智慧化的种植模式，不仅能够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实现产品提
质增量，还能大大提高种植效
率。

与普通的农业大棚不同，这
个智慧大棚，引入了智能化传感

设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以及
5G技术等，实时监控作物的生长
情况。目前，基地生产设施化率
达 100%。园区打造了北斗差分
站、无人运输车、无人植保车、施
肥机等自动化装备，实现从耕地
起垄覆膜到植保采收分拣全过
程机械化。

“每天早上，我都会进行巡
棚，将作物长势上传到系统里
面，后期可以进行统一管理。”浙
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
管理员郭东明说。通过“农智
云”平台，实现园区管人、管事、
管物、管财的有机统一，确保生
产过程的精准管理。“自基地实
行数字化管理以来，种植产量是
传统种植模式下的一倍多。”郭
东明说。

特殊的种植方式和多样的
科技设备成就了平湖农业的满
满新意。绿迹是平湖农开区招
引的第一批现代农业项目，不
仅自身示范先行，而且进行技

术输出，形成模式复制，其标准
化服务模式已推广至 7个省，覆
盖面积 2.1万亩，服务对象年产
值 1.3亿元。去年，绿迹模式获
评全省十大智慧农业模式之
一。

绿迹是平湖市农业开发区
这座“农业硅谷”的一个创新因
子。在广陈，到处可见高质量农
业项目的影子。在中以鱼菜共
生系统示范园，养鱼不用换水，
水质却清澈，种菜不用施肥，菜
却能正常成长；在蓝城三菱植物
工厂，绿叶菜无土栽培、智慧控
制，智慧育苗室一年育苗可达 12
茬；在AIoT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
范园，自动化苗床高效输送，根
据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调整种
植间距，在相同种植面积下可增
产约 30%……一个个高质量农
业项目，为平湖未来农业发展提
供了新方向。

2017年成立的平湖市农业
经济开发区，作为平湖农业发展

主平台，在多年的发展中，结出
了丰硕的现代农业果实。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加速明显，
已连续五年农业增加值增速超
5%，成功创建全国农业产业强
镇。通过新技术、新模式，以科
技赋能推进区域农业发展蝶变
跃升，不断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
型、示范型、高效型转变，构建涵
盖种子种源、科学种植、农业装
备、农业服务、农业观光的新型
农业全产业链。截至目前，成功
招引科技型、总部型、研发型项
目 44个，总投资近 50亿元。成
长为颇具科技感、未来感的现代
农业发展高地。

放眼平湖，赓续千年的传统
农业在这片土地上迸发出新的
勃勃生机。近年来，我市深入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坚持
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坚持项目
为王加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坚
持践行农业绿色发展，坚持数字
化改革引领，坚持改革集成同创
共富。

【记者手记】同样的农业大
棚里，却有不一样的精彩。农业
现代化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发展
模式，在产业上更加多元融合，
在主体上更加年轻，一系列智慧
农事设备和先进的种植模型，让
传统的农事经验以科学的方式
进行传承，推动农业焕发出新的
活力。随着一个又一个高质量
农业项目的招引落地，平湖智慧
农业、绿色农业的土壤越植越
厚，农业向“新”发展动力正澎
湃。

大棚里大棚里““慧慧””出新出新““丰丰””景景
■见习记者 管学悦

本报讯 近日，首批长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正式发布，嘉兴市水月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成为我市唯一一家入选基地。

农产品好不好，标准说了算。目前，嘉兴市
水月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有葡萄、梨、桃子、猕
猴桃、芦笋 5类农产品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农产品。“我们自己就有一个
检测室，专门用来检测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情况。”
谈到农产品质量工作，嘉兴市水月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陆永其难掩自豪，除了公司自检，
镇级和市级监管部门也会不定期进行抽检。其
实，此次并不是嘉兴市水月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次获得农产品质量方面的肯定，今年1月，嘉
兴市水月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确认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良好追溯监测点。

平湖优质农产品，历来广受市场欢迎。绿迹
的沙培芹菜、旭之源的阳光玫瑰葡萄、缘绿的芦
笋等，都在市场上有着广泛的认可度，得到了大
量消费者的青睐。这背后，离不开我市在农产品
提质中的多措并举。为了帮助农户和企业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民培
训、院地合作等，助力各类农业人才培养，以人才
赋能农产品质量提升。“我市农产品品类丰富，销
售情况良好，但存在缺乏特色农产品的问题，对
此，我们正在开展‘一镇一品’工作，鼓励平湖各
镇街道挖掘自身优势资源，开发出更多具有地方
特色的农产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市农业
农村局产业科科长李春念说。

平湖一农业基地
“扬名”长三角

出产优质农产品

近日，“十里红妆·浪漫山塘”广陈镇“一生有
礼”主题阅读会之婚礼活动在明月山塘景区举
行。此次阅读会通过实景体验的方式，展示从迎
亲到成婚的整个过程，旨在弘扬相濡以沫、互敬
互爱的婚礼理念。

■摄影 王 强 李凤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