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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嘉兴珈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以
及“顾朦”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连日来，随着冷空气“霸气”来袭，
我市气温骤降。昨天，我市最低气温低至4℃，刺
骨的寒风给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
作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此，金平湖职工服务
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开启了“供暖”模式，驿站暖
了，大家的心也暖了。

“叮！”随着微波炉的提示音响起，外卖员张
如顺从金平湖职工服务驿站世纪商业中心站的
微波炉内取出餐盒吃起午饭来，饭菜的香气飘满
整间驿站。屋外寒风瑟瑟，屋内热空调吹得大家
暖意融融。正值中午，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
陆续走进驿站，他们有的接热水，有的给手机充
电，有的小憩一下，为下午继续工作养精蓄锐。

“过去，我们都是在路边随意找个地方匆忙吃个
午饭。夏天怕饭菜放坏，冬天怕放冷。”张如顺
说，像现在这样寒冷的天气，能在温暖的驿站内
吃餐热饭，对他们来说幸福感满满。

“我们的驿站会根据户外工作者的需要，结
合季节为服务做‘加法’，积极向户外劳动者开展
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暖心服务。”当湖街道水洞
埭商圈工会主席凌在良说，本周他们就关注天气
变化，适时开启了“供暖”模式。

昨天记者还来到了总工会职工服务驿站、总
商会大厦小哥驿站等点位，这里均已“暖意融
融”。“自我市气象台前天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
以来，各个职工驿站的空调都开启了制暖模式。”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让户外工作者冷可取暖、
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实现落
地全覆盖、便捷化、高效化的“暖心驿站”服务矩阵，
用“小支点”撬动“大服务”。目前，我市已建成129
家服务驿站，累计服务职工达48.5万余人次。

除了职工服务驿站暖人心，水洞埭商圈内的
爱心商家在这个冬天也撑起了一片温馨空间。

“天气冷了，快喝点姜茶暖暖身子。”在当湖街道
解放中路上的一家药店门口，店长孙伟正热心地
招呼着环卫工人进来喝姜茶。一排桌椅，一桶姜
茶，一摞杯子，构成了一个爱心服务站点。离这
家药店不远处，一群外卖员正聚坐在一家烟酒店
门口，互相沟通着工作情况。“不仅是提供一个空
间，更是一份社会责任。现在天气冷了，我店里
随时准备着热水，只要他们来，就能喝上一口热
乎的。”关帝庙商城 17幢名烟名酒店老板童韧
说。原来，这家烟酒店是一个骑手暖心驿站。一
开始由于地理位置方便，大家都自发聚集在这个
地方。童韧看到后主动提出在门面附近放置长
椅，供户外工作者休息。

从心出发，为你添暖
我市户外工作者专属取暖模式开启

■记者 倪雨伦

本报讯 昨天下午，今年第
三次民生优享攻坚行动“消消
乐”活动举行，由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媒体代表等20余人组成
的代表团，先后来到广陈粮仓小
镇客厅、城西运动飘带项目、市
文化馆实地走访，了解“高品质
实现公共文体供给”方面的民生
项目实施情况。

良仓·小镇客厅位于广陈镇
粮仓文化园，由70年代保存下来
的粮仓改造而成，是我市保存完
好的粮管所建筑遗存，也是广陈

“粮”文化的象征。小镇客厅占
地面积 600 平方米，分上下两

层。一楼为“广陈之光”功能空
间，主要开设了文明分享吧、24h
便民驿站、初心加油站、邻里议
事厅、健心客厅和小镇会客厅等
11个功能区块。二楼分为“广陈
之韵”和“广陈之美”两个展示空
间。功能齐全的小镇客厅为附
近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些书籍居民全部可以免
费借阅吗？”“周末有没有针对孩
子开展的活动？”代表团的成员们
参观了良仓·小镇客厅，了解内部
设施、区域功能等，并提出相关建
议。“现在的孩子对于粮仓没什么
概念，这个地方能让他们了解历
史，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阅
读和休闲空间，非常好。”人大代

表高国红说。“书籍的数量比较
多，但种类应该再全面一些，可以
增加中医药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
书籍。”人大代表陆勤良说。

在城西运动飘带项目现场，
代表们实地察看了儿童活动场
地、空中栈桥、休息驿站等，并对
整体场馆分布和相关配套设施进
行了解。城西运动飘带项目占地
面积 25860.50平方米，主要建设
了室外球场、室内场馆、健身场
地、儿童活动场地等公共设施，同
时建设空中栈桥、市政道路、园
路、栈道、排水等配套工程。目前
项目整体已完成 90%，预计今年
12月底全部完工。“建成后预约方
式要简单一些，要充分考虑到各

个年龄段市民的需求。”“安全问
题要放在首位，运动设施要定期
检查。”……代表们就城西运动飘
带项目纷纷提出了实用的建议。

在市文化馆，代表们察看了
文化馆今年新推出的露天舞台
和青少年美育示范基地。“青少
年美育示范基地定期邀请专家
开展青少年美育工作研讨、艺术
交流、美育成果展示，并举办美
育沙龙，开展青少年美育公益培
训班，课程有书法、美术、音乐、
舞蹈、器乐、话剧、节目主持等，
2024年已经举办青少年美育班9
个，活动近百次。”市文化馆馆长
吴华说，“露天舞台是我们的文
艺赋美精品点位，通过‘乐队演+

百姓唱’的形式，打造了全民艺
术普及惠民盛典，接下去，还将
启动平湖周末文旅夜市活动。”

在之后的交流座谈会上，市
文旅体局相关负责人就 2024年
民生项目完成情况和 2025年民
生项目计划作了介绍，代表们就

“高品质实现公共文体供给”提
出看法和建议。“每个镇街道都
有自己的文化阵地，建设只是第
一步，重要的是要真正利用起
来，让文化阵地充满人气。”政协
委员吴娟说。

我市将继续高标准建设公
共文体设施、高品质实现公共文
体供给，实现工作有创新、效能
有提高、惠民有实效。

高品质公共文体供给提升幸福高品质公共文体供给提升幸福““成色成色””
第三次民生优享消消乐活动举行

昨天，在林埭镇东方红村，种植的波斯菊等花卉装点着沿线道路，提升出行环境，
成为美丽乡村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乡村有风景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机器轰鸣、稻香四
溢，金黄的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
梭……昨天上午，位于新埭镇的
小吴家庭农场开始收割水稻，农
场主吴小敏打算用3天时间将稻
谷抢收完毕。

稻熟一晌，贵在争抢。每到
农忙季，农机手担心“吃不饱”

“没活干”，农户也担心“找机
难”，尤其遇到天气不好，需要

“龙口夺粮”，而吴小敏却完全不
用担心叫不到收割机。“我们现
在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今

天 4辆收割机就准时到了田头，
一点都不耽误收割进度，高效又
便捷。”吴小敏说。

让吴小敏吃下“定心丸”的
就是“滴滴农机”数字平台，这是
市供销社（农合联）打造农业社
会化服务平台的一项创新举
措。基于“浙农服”平台，按照

“政府搭台、中心调度、主体使
用”的模式，由市供销社（农合
联）出资建设、市为农服务中心
管理调度、相关涉农主体无偿使
用，创新打造“滴滴农机”子场
景，集成信息征集发布、供需对
接、服务调度、订单作业、服务评

价等闭环管理数据链，同时嵌入
金融信用服务功能，实现农机服
务便利化。通过培训指导农机
服务商、农户线上使用，目前，

“滴滴农机”子场景应用正式推
广使用、流畅运转。

“我们与本地优质农机服务
商达成合作协议，试点了这一季
水稻收割的订单作业，进一步整
合农机资源和农户需求，实现农
机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机服务的
精准对接。”市供销社（农合联）
为农服务中心主任杨慎涛说。

“滴滴农机”采用指定服务、抢单
匹配、平台指派三种供需对接模

式，按照机型、价格、销量等关键
词搜索，实现农机供需即时匹
配，对超时未匹配订单由为农服
务中心统一指派调度，确保响应
时效。目前平台已入驻农机服
务商及农机手 110 名，农户 150
名，线上规模农机作业订单量
122笔，单季水稻累计为平湖范
围内农机作业服务亩数达 5000
亩。

数字赋能为农户提供更加高
效便捷的社会化服务。在平湖，

“浙农服”实现“一站式”助农数字
化应用，帮助农民解决“种什么、
怎么种、卖给谁”等问题。如今，

市供销社还有序推进“浙农服”迭
代更新，打造2.0版本——搭建现
代粮食产业链集成创新平台，通
过市强村公司、农业企业及种植
户的信息联动，实现粮食全产业
链各环节的数据共享协同，提升
粮食产业生产效率；依托数字化
手段打造粮食全链条“浙农服溯
源码”，集成粮食全产业链全流
程溯源服务数据；提升“智慧农
资”“智慧农产品流通”“滴滴农
机”“金平湖鲜到家”等特色子场
景运营，以数字化的服务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为农业现代化进程
注入新活力。

“滴滴”一下 农机就到
市供销社加“数”服务让秋收更轻松

写下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上接1版）
如何让我们的故事讲得读者想看爱看，新闻记者
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不仅是一次发展的回眸，更
是一次新闻队伍的检阅，是新闻记者提升“脚力、
眼力、脑力和笔力”的再锤炼再磨砺。虽然与读者
见面的只有三十个故事，但是在采写过程中，记者
跨越时间的长河，深入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发
展，“溯源”当年发展故事、探查随后变迁场景，采访
人物近百人，积累了众多的新闻素材，从中梳理提
炼，才有了如今这一系列干货满满的平湖故事。

手握如椽笔，俯首写时代。三十年，很短，在
历史长河中仅一瞬；三十年，也很长，多的是说不
尽的故事。虽然《三十而“砺”·回响》已经来到终
篇，但是我们的脚步不会慢、手中的笔更不会
停。心向未来，便永远风华正茂。我们也期待，
继续与时代共舞，写下更多梦和远方的故事！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徐冰艳

本报讯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摆放几个方
桌，用来下棋。”“靠窗位置要留够空间，放置健
身器材。”“门口需要增加指引标识，方便居民认
门。”……本周，正在装修设计阶段的独山港镇
兴城花苑居家养老中心迎来了一些新的设计思
路——增加下棋、健身、观影等老年人室内活动
空间。这些“新思路”都来自周边居民的建议。

原来，连日来，独山港镇党委班子带着各条
线党员干部深入村社区开展了“板凳夜话”活
动。在龙吟社区、港城社区，社区干部、党员、居
民、商户代表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大
家对港城建设中的交通路网优化、港城环境提
升、公共服务配套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随着
港城建设的推进，新建小区接连交付，社区老年
人逐渐增多，对包括活动场所在内的各类生活
配套需求日益迫切，这一问题被多位居民提及。

在交流过程中，党员干部们认真倾听、仔细
记录，并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共商解决方案。

“兴城花苑内的居家养老中心，目前正在装修设
计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新增一些大家喜欢的
活动场景。”一条突然而至的建议，引起大家的

“共鸣”。在板凳夜话结束的第二天，这条意见
的可行性就得到了确认，随后大家的诉求就被
送到了设计单位，由设计师们“按需”设计。

新小区旁边那条断头路需要打通、小区出
口道路希望规划改造得更便捷、社区内希望新
增一个老年康养院……这些群众呼声都已在不
同条线党员干部的工作记录本中。记者从独山
港镇了解到，经过后期整理归纳，此次共收集
到了路网优化方面的建议 5 条、基础设施（服
务）配套方面的建议 9条、环境提升方面的建议
3 条，对于大家的这些意见，镇里正在积极行
动。群众反映的虽然都是小切口问题，但都影
响着生活体验，是事关民生幸福的大事。每一
条意见建议都会得到认真梳理、仔细研究，并
跟踪落实情况，确保得到有效解决和回应，成
为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临港新城建设内容。

港城怎么建？居民当参谋
独山港开展“板凳夜话”活动

■记者 徐玉霞

本报讯 “台风台雨欺负船
上人，把吾吹得东倒西歪像草
绳……”昨晚，平湖花鼓戏新戏
《阿奴上错船》在市文化馆进行
了首演。该剧是嘉兴市、平湖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工程的子工程之一。

《阿奴上错船》以晚清时期为
背景，讲述了平湖莫氏大家族小
姐莫采荷自掏腰包给女佣人手添
了一件新衣，自己则在小裁缝阿
巧的怂恿下做了一件“开衩”的旗

袍，并上街来了一回“旗袍秀”，导
致满城风雨，随后两人选择私奔
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这部新戏
既是“旧瓶装新酒”，描绘了一则
全新的民间故事，叩问当下婚恋
伦理，更是“老树发新枝”，是对一
个濒危戏种的抢救性保护和创造
性转化。

表演中，演员全情投入，在舞
台上勾勒出时代大幕下大胆、有
担当却有些苦情的众生相，莫采
荷、陆铭恩、陆母等人物性格各
异、可圈可点。饰演莫采荷的演
员顾丽娟多年来专业研究声乐教

育、民族民间音乐，这是她第一次
担任原创花鼓戏且戏份颇重的女
主角。她表示，情感跌宕起伏的
角色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大家为这出戏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顾丽娟说，排练过程中，他们
不仅在演唱、吞音、吐字等方面进
行了专业系统的训练，还进行了

“手眼身法步”戏曲五功的练习，
丰富无实物表演的节奏感、质感
度，不断领悟和掌握花鼓戏的风
格与韵味。

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演员
扎实的表演是基础，出色的情节

和舞美设计则是“锦上添花”。上
错船、抱错郎……场景变换下，灯
光随着人物而转动，再加上不同
曲调的花鼓戏元素，传递了人物
间丰富的情感转变，具有浓厚的
平湖地域特色。这不，戏到中途，
还有童声念白，“莫采荷，莫采荷，
平湖出了个莫采荷。小姑娘脾气
比男人大……”几句简单的话语，
却恰到好处地道出了人物鲜明的
性格特征。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精彩
绝伦的演绎，赢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剧情高潮时，剧场内掌声

经久不息。“这部戏的声、舞、乐都
十分到位，剧情引人入胜，唱腔婉
转动听，真是意犹未尽，回味无
穷！”“老戏迷”张卫飞激动地感
叹道。市民陆斌杰则是第一次看
戏曲节目。“没想到传统戏剧能这
么有意思，还是用平湖方言唱的，
我女儿都能看懂，演出中间我们
忍不住一起讨论剧情的发展。”陆
斌杰说。

《阿奴上错船》首演的落幕只
是开始。接下来，该剧还会在独
山港镇、广陈镇等地开展演出，为
更多观众带来好戏。

“一出好戏”恰登台
平湖花鼓戏新戏首演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