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
2024年11月20日 星期三 电话/85018103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王茹彤 版式/李春霞

YAOWEN

要闻 平湖版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全 平 浦健峰

本报讯 时值今年我市的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期间，近日一
系列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火热进行，以“让学习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活动
周，正致力于营造“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
其实，在平湖“终身学习”已不是
一个陌生的话题，有不少市民正
投身其中，成为终身学习的践行
者、受益者。
坚持学习受益无穷

今年 55岁的王中英是曹桥
街道野马村的一名普通村民，近
期她却被评选为 2024年度嘉兴
市十大“百姓学习之星”，“活到老
学到老”是她获评的原因，也是她
的人生态度。

王中英家里有一整面墙的书
柜，摆满书籍，睡前看半小时的纸
质书是她从青年时就形成的习
惯，买书、读书也成为她生活的一

部分。“看这么多书，你都记得住
吗？有用吗？”总有人向她提出这
样的疑问。而王中英却对读书有
自己的见解——坚持读书也许如
竹篮提水，留下的、记住的很少，
但一定会净化竹篮本身，读书能
够荡涤心灵、优化处事心态。

一身书卷气、待人谦逊的王
中英，退休后还走入了更大的学
习空间：每周二上午，时装走秀
班；每周三下午，瑜伽课；每周五
晚上，明德书院读书会活动……
每周王中英的学习课程都排得满
满当当。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中
英还能学以致用，去年她考取了
初级社工证后，开始义务承担一
些社区公益服务。今年，她还考
取了初级心理咨询师证，开始成
为社区年轻人的“知心姐姐”。明
年她又有了新的目标——通过家
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考试，用专业
知识为亲子家庭提供帮助。

“坚持学习，妙不可言，更受
益无穷。”对于终身学习，她这样
评价。

一起学习快乐加倍
与王中英同步受表彰的还有

俞孟誉、张宝娟夫妻俩，他们获评
为2024年度嘉兴市十大“学习型
家庭”。

今年 81岁的俞孟誉和 80岁
的张宝娟分别是市老年大学、南
河头社区老年学堂学员，他们已
有20多年的“学员”身份，主要学
习的内容有二胡、戏曲、歌咏以及
老年电大的相关内容，他们始终
坚持“非必要不缺席”的学习态
度。

学习让人快乐，组团学习则
快乐加倍。俞孟誉和张宝娟在自
己学习之余，还带动社区里的老
邻居一起“学起来”。当湖街道南
市社区的老年学堂上，张宝娟总
是积极给大家提供学习资料，每
一次课前课后，她都会收集有关
学习视频供大家参考，她也成为
了学堂的“大班长”。

在老两口的带领下，社区学
有所成的人不少。“年轻的时候我
都没有登过台，退休后跟着大家

学唱戏，现在社区文艺团外出演
出，我一场都不会落下。”南市社
区老年居民朱爱莲说。如今社区
老年学堂分长期班、短期班两种，
长期班按照春秋学期开设课程、
短期班则以培训讲座为主，学堂
每年培训长期班学员200多人次，
学员们的平均年龄超70岁。

在俞孟誉、张宝娟等骨干的
带领下，社区老年学堂的学员们
每年定期到养老院、南河头历史
文化街区等场所进行汇报演出，
技能越学越精湛、老人们也越演
越自信。
学习拓面人人可为

终身学习蔚然成风，而这股
风也从城区“吹”到了农村。

新仓芦川社区在推动居民终
身学习的行动中，摸索出了一条
自己的道路，设置了暑期学堂、老
年学堂和针对家庭和谐、育儿知
识的“幸福课堂”，几乎满足了社
区居民日常学习所需。此次，芦
川社区也被评为了 2024年度平
湖市十大“学习型社区”。

“我们创新推出的幸福课堂，
自2022年初启动以来，共组织了
超过 120 场，累计参与人数达
6500人次，平均每场活动参与人
数约为54人。”芦川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封金杰介绍，其中“亲子阅读
之夜”活动吸引了近150个家庭参
加，成为单场活动的参与人数之
最，今年第三季度的满意度调查
显示，95%以上的居民对活动表
示满意或非常满意。

近年来，我市在学历教育之
外，不断拓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社
会培训、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渠
道，面向全民学习者，创新办学形
式、学习方式。“通过打通线上线
下渠道，又以各镇街道的成校、各
类夜校以及不同的终身学习项
目，终身学习已打破了时空限制、
年龄限制，丰富了内容形式。”浙
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副院长袁凤
燕介绍说，终身学习的风尚正走
进各村社区和群众家中，营造出
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的良好氛围。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终身学习在平湖蔚然成风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李凤超

■记者 管学悦 通讯员 屠尊彦 高 洁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近日，在独山港镇
赵家桥村，一座座“共富大棚”整
齐排列。大棚内的沙培土上，一
条条整齐的沟壑中，工人们正操
作着播种机，来回穿梭，一粒粒
芹菜种子被精心安置在沙土上，
静待生根发芽。从原来平平无
奇的种植大棚，到如今焕然一
新、拥有水肥一体化高科技水平

的蔬菜无土栽培大棚，随着“共
富大棚”的入驻，这片土地也实
现了增值，亩均产值预计可达
18000元，村集体保底年经营性
收入可达21万元。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共富大棚”的运营机制是一
个“财政补助+集体组织+农企托
管+产品统销”多元化共同发展
的新模式，通过政府统一规划、
集体统一建设、公司统一管理的

方式，实现设施、蔬菜产业的降
本增效、品质提升和合作共赢，
达到整个产业链条的增值。这
种模式下，政府负责规划布局和
提供政策支撑；种植主体包括村
集体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
种植模式、硬件产品、软件平台
服务以及销售渠道；销售端则提
供技术支持、制定标准，并组织
生产示范和产销对接。

共富的落脚点是村民富。

“‘共富大棚’的收益比自己种地
还高，既省力又赚钱，我们大家
都很支持。”谈起已经完成土地
平整、落地投产的“共富大棚”，
赵家桥村村民钟杰良喜笑颜
开。“赵家桥村的‘共富大棚’共
有62亩，总投资304.36万元。村
集体和托管的绿迹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分成比
例，共享收益。”赵家桥村党委书
记马伟东说。随着“共富大棚”

的投用，村民不仅能够获得稳定
的租金收入，而且在大棚亩均效
益达到一定程度后，还能享受二
次分红。

“今年，我市将累计建成‘共
富大棚’1558亩，目前已建成850
亩。”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与
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李春念说，
已建成的项目正根据订单情况
制订种植计划，陆续投产，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

大棚里产出“致富经”
我市今年将建成1500多亩“共富大棚”

本报讯 “医生，我女儿发烧四天四夜了，一
直说头痛，肚子痛。”昨天上午，一位妈妈带着她5
岁的小女儿匆匆来到市妇保院，焦急地向医生求
助。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儿科主任医师董高军
给出了诊断结果——甲型流感。

甲型流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甲流”，是呼
吸道感染的一种。随着气温逐渐降低，早晚温
差加大，呼吸道感染进入高发期，尤其是 6周岁
以下的儿童，由于气道的防护能力较弱、免疫
力低，比成人的中招概率更大。“呼吸道感染的
传染性很强，像父母受到小孩子的影响出现发
烧、咳嗽的情况也不少见。”董高军解释道，由
于呼吸道感染主要通过直接接触、飞沫传播，
导致传染性较强，常常会出现一家人都感染的
情况。

呼吸道感染种类繁多，包括但不限于流感病
毒、腺病毒、鼻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一般表
现为发烧、咳嗽、恶心等症状。“接下去气温将进
一步下降，呼吸道感染会更加严重，大人和孩子
都要提高警惕，加强日常防护避免感染。”董高军
特别提醒。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二楼的呼吸内科区
域，记者同样看到有不少戴着口罩的市民正等候
就诊。“发了两天烧，感觉身体很无力，所以来检
查下。”家住当湖街道御珑湾小区的夏先生拿着
呼吸内科的挂号单，等待就诊。近日随着气温的
走低，这里的接诊量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那么该如何预防冬季呼吸道感染？市第一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徐玉萍建议，一方面
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个人卫生，多洗
手，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另一方面要加
强防护意识，日常出门要戴口罩，尽量少去人
多的地方；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接种流感
疫苗和肺炎疫苗也是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以降
低感染风险。

冬季呼吸道感染高发
医生提醒加强防护

遗失声明
●平湖市吉顺当服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以及“周义英”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平湖市新仓镇新庙健康生活服务中心经理事会表

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0573-85701304。

平湖市新仓镇新庙健康生活服务中心

2024年11月20日

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 2024年 12月 4日上午 9时 30分

在平湖市当湖街道三号桥菜场二楼科普教育基地举行
拍卖会（拍三号桥菜场标的），2024年12月5日上午9时
30分、2024年12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平湖市当湖街道
南市菜场二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拍南市菜场标的）。
现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三号桥菜场内的 33个摊
位（约24项标的）及13间商铺和15个存放点，合计约52
项标的一年期租赁权，参考价 0.21万元/年-4.9万元/年
不等，竞拍保证金0.5万元/项-1万元/项不等。

2.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南市菜场内的120个摊位
（约78项标的，其中9项空置）及17间商铺，合计约95项
标的1年期租赁权，参考价0.65万元/年-12.07万元/年不
等，竞拍保证金1万元/项。

3.竞买多项标的保证金累计相加。
注：以上标的视报名情况标的与参考价有可能调

整，最终以拍卖清单为准。经营熟食、豆制品、半成品、

副食品、面制品的须持有本人健康证。

二、咨询展示时间：公告日起至2024年11月27日下
午止。标的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地址：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1
月26日在南市菜场受理报名，2024年11月27日至2024
年11月28日在三号桥菜场受理报名。

四、参加竞买者凭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
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或自然人身份证及缴款凭证
办 理 竞 拍 报 名 手 续 。 咨 询 电 话 ：0573- 85122880、
13626767877，公司网址：www.zjzlpm.cn。

浙江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0日

【对话嘉宾】尹淑萍，嘉兴佳
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路畅谈】在嘉兴佳莓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大棚
内，草莓苗不长在地里，而是住
在“空中楼阁”上，凌空吐蕊。近
期，随着气温下降，寒意渐浓，这
里的草莓也迎来了收获季。从
远处望去，只见朵朵洁白的小
花，点缀在青翠欲滴的绿叶之
间。枝叶下，红的、白的草莓宛
若一个个精致的小灯笼，垂吊在
钢架槽两侧，令人沉醉在草莓

“瀑布”的芬芳甜蜜里。
2021年，看中全省首个农业

经济开发区的美好前景，尹淑萍
来到广陈镇，创立了嘉兴佳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长三角
草莓种质种苗研发中心。

培育优质壮苗、助力草莓产
业发展是尹淑萍始终坚持的初
心。在这个玻璃大棚内，还蕴藏
着许多秘密。走近一看，会发现
原来“空中楼阁”采用了可升降
的悬挂式无土栽培技术，整个大
棚运用数字化水肥一体精准灌
溉施肥。而这一切，都只依靠一
套“草莓天瀑”系统。“‘草莓天
瀑’系统通过运用物联网和传感

器技术，实现对草莓种植全过程
的温、光、水、肥的精准控制，从
而有效提高草莓苗的生长速度
和生长质量。”尹淑萍说，现在，
工人只需点点手机或电脑，就能
种出优质草莓苗。

作为佳莓数字化草莓植物
工厂的创始人，在尹淑萍看来，
农户能不能种出好的草莓，种苗
的质量也是一大关键因素。这
几年，尹淑萍一直专注于优质草
莓种源的引进、保存、试验、筛选
和脱毒。眼下，在工厂的组培室
内，玻璃瓶内的一颗颗小苗已经
在生根阶段，再过不久，它们就
能成长为适合栽种的脱毒试管

苗。这些试管苗均拥有“三级脱
毒育苗技术”。据尹淑萍介绍，
经过该技术培育出的草莓苗不
仅不带病虫害，存活率能提升到
95%以上，产量增加30%左右，并
且草莓成熟后的品相和口感也
更上了一层楼。

对内钻研发，对外强输出。
在尹淑萍的带领下，佳莓一直在
进行先进种植技术的输送，探索

“总部+生产基地”“研发+生产基
地”的新模式。佳莓从苗圃的选
址，到草莓苗的种植，全程跟进并
指导。通过优质的种苗、成套的
技术与人才的加持，这些“飞地苗
圃”被一个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成为了当地的高科技农业企业。
【“新”向未来】尹淑萍：今年

是我在草莓行业拼搏的第30年，
也是佳莓成立的第4年。我始终
相信技术的力量，事实也证明唯
有创新才能成就企业。未来，我
将继续带领我的团队，通过延
链、补链、强链的方式，进一步拓
展业务方向，以实现从“苗”到

“果”的产业闭环，坚定地深耕
“莓好”产业。

在数字工厂深耕在数字工厂深耕““莓好莓好””产业产业

昨天，吴子建“千百度”书
法篆刻展在平湖玺印篆刻博物
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吴氏单
字书法 160 幅，篆刻“千百度”
原石29件，“千百度”活页印谱
180页。其中60件“千百度”作
品在同一主题的统摄下，尽展
创作者用刀变化之能事、字法
调和之本领。

■摄影 王 强

书法篆刻“千百度”

昨天，在钟埭街道共富生态基地上，农户们
在为种植的番茄摘除侧枝。据悉，该项目实施区
域面积45亩，依托美丽风景线的景观风貌，将精
品番茄、草莓等绿色蔬果生态种植作为产业发展
主线，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