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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C2 平湖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治安监督管
理大队了解到，由于我市首批有效期为20年的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多在2005年年初办理，故2025年
我市需要进行居民身份证换证总人数超过 3万
人，其中 20年期的就有 22000余人。为确保身份
证的正常使用，市民需尽快检查自己的身份证有
效期，并适时申请换领新证。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当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公安窗口，看到已有身份证临期市民前来换证。

“我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公安机关的提醒，
想着等高峰期到来时人肯定很多，就决定提前把
换证手续办好，这样寒假前就能拿到新证，出去玩
也方便。”当天前来换证的市民俞先生说。

在办理现场，记者注意到，公安机关不仅设有
8个传统的人工服务窗口供市民办理换证业务，
还设置了身份证自助申请拍照一体机，市民只需
通过这一自助服务终端，便能轻松完成身份证换
领的申请、拍照、指纹录入及缴费等步骤。

当湖街道是我市换证数量最多的镇街道。“我
们统计了一下，需要换证的市民大概有 1万余
人。”市公安局当湖派出所户籍民警简秋霞说，虽
然目前暂未出现大批量集中换证的情况，但预计
元旦后换证人数会陆续增多。

何时换证最合适？“市民可以查看自己居民
身份证上的有效期限，在身份证有效期满之日前
3个月内换领。”简秋霞说。值得一提的是，居民
身份证业务已实现“全国通办”，不在户籍地居
住的市民也可以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
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换领居民身份证。因
为居民身份证办理需要一定时间，本省籍居民办
理大概需要 10个工作日，而外省籍居民则需要
15个工作日。在换（补）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
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有效期一个月的临时居
民身份证。

需要注意的是，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换领，公
安机关将重新采集人像。身份证照片为彩色正面
免冠图像，居民前往换证时最好穿着深色有领上
衣，可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及各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办理。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曹思佳

3万多平湖人的
身份证将期满

错峰换证避扎堆

遗失声明
●平湖市新仓镇芦湾村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52005088702，开户银行：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仓支行，声明作废。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顾加平

本报讯 今天是第 39个国
际志愿者日。今年国际志愿者日
活动主题为“贡献志愿力量 创造
美好生活”。

志愿者是传递希望的普通
人，如今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身影
成为散落在城市各处的靓丽风
景。昨天，记者从市委社工部了
解到，目前我市在册志愿者超
10.3万人、基层志愿服务小分队
超 200支，有数据统计以来累计
服务时长 2771.9 万小时。截至
目前，今年全市开展志愿服务

3423场次、参与志愿者 4.9万人
次、受益群众 53.12万人次。“我
市已初步形成了志愿服务线上
线下体系健全、志愿者队伍分布
均匀、社会志愿服务基础扎实的
服务格局。”市委社工部社会工
作人才和志愿服务科科长郑欢
说，我市涌现出了“文明微管家”

“文明友邻汇”“文明啄木鸟”以
及“平湖后生·乐奉献”等一大批
志愿服务项目，汇聚了推进社会
和谐、文明实践和互助进步的强
大力量。

平凡人也能成就灿烂人生，
这是志愿服务带来的精神收获。

“寿桃就画到这里，我们第一届社

区国画公益班到今天圆满结束，
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昨
天上午，当湖街道梅兰苑社区
的志愿者黄爱根完成了在社区
的首期“任教”工作。今年 64岁
的她退休前就是社区工作者，
退休后除了照顾老母亲外，将
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社区志愿服
务工作上，从关爱老年居民、监
督小区绿化、组织便民服务行
动，再到上公益课程，每天她

“耗”在社区志愿服务上的时间
超过 5 小时，且“全年无休”。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对这份
热心奉献，黄爱根用这两个词，
道出心声。“像黄爱根这样热心

社区志愿行动的志愿者，在我
们社区共有 100多位，社区的点
滴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倾力服
务。”梅兰苑社区党委书记朱海
明说。

在不同的领域，志愿者们发
挥着不同的力量。浙江省最美
志愿服务工作者、浙江省公益红
娘郑玲玲，她的服务重心始终围
绕一个“家”字，从调节家庭矛盾
到为婚恋男女牵线搭桥，再到关
爱失独家庭，退休 14年，她始终
脚步不停。通过她个人调解纠
纷 近 3000 起 ，调 解 成 功 率 达
85%，贡献了志愿服务时间一万
余小时，还和团队一起为特殊家

庭募集善款物资 30余万元。“小
家和谐可以促成社会和谐，充满
爱的正能量可以无限传递下
去。”这是郑玲玲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她坦言，围绕家庭而开
展的志愿服务是她喜欢做的事，
愿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

据悉，在全市志愿服务事业
生机勃勃的同时，我市也在通过
实际行动给予志愿者、志愿工作
者们更多的正向反馈。比如志
愿积分兑换、万朵鲜花送雷锋活
动等，用不同的方式点赞“红马
甲”，激发志愿服务的热情和积
极性，引领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

志愿服务照亮美好生活
我市在册志愿者人数超10.3万人

■记者 徐玉霞

本报讯 “我最近天天和丈
夫吵架，他上一份工作辞掉已经
两个月了，还没找到新工作，一
直在家玩游戏，孩子也不管，家
里现在一团乱，我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近日，一名面带焦
虑的女性步履匆匆地走进了市
社会治理中心的家事“一类事”
办事大厅寻求帮助。

考虑到当事人的心理状况，
窗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按照
家事“一类事”“派单+领办”的机
制，立即将此案件流转至家事纠
纷联合调委会。“这里有调解组

织的社工第一时间耐心倾听我
的问题，专门为我这件事付出时
间和心力，还有妇联的好姐妹全
程在一旁协助，让我感觉自己并
不孤单，谢谢他们帮我渡过了这
一时期。”当事人感激地说。

“无论是子女教育问题，还
是遇到了家庭情感纠纷等问题，
我们都能提供专业的支持。”市
家事纠纷联合调委会秘书长孔
丽群说。如今，在市社会治理中
心，不仅有家事“一类事”办事大
厅，还有综合服务工作室、家事
法庭、受理窗口等多个平台，实
现了家事纠纷“一站式”化解。
为精准对接解纷需求，优选了十

个在矛盾纠纷调解、心理咨询等
方面表现出色的社会公益机构
和调解组织，组成品牌工作室入
驻市社会治理中心。

线下化解家事纠纷快速便
捷，线上处置家事纠纷也同样
协同高效。在平湖市基层智治
综合应用驾驶舱的家事“一类
事”模块，可以清晰看到赡养扶
养抚养、家庭教育、家庭暴力等
七大子应用场景，各个场景的
发生量、处理量、处理经过等内
容也一目了然。“我们将家事

‘一类事’模块嵌入平湖市基层
智治综合应用平台后，实现了全
市家事矛盾化解市—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贯通，快速响应。”
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钟佳群
说，这样一来，平台接收到非警
务案件后，会流转到家事“一类
事”模块，相应工作人员就可以
立马点击接单，从而实现案件
的快速跟进。

在后续处理家事纠纷过程
中，市妇联也在同时发力，全力
构建综合服务“一张网”。目前，
已探索出警员、网格员、调解员、
妇联干部、社会组织“五位一体”
家事调解队伍，建立了“家门口”
家事纠纷调解室。“通过编制‘家
事网格地图’，既提高了家事处
理效率，又推动跨部门协同。”钟

佳群说。
自去年 8月被确定为省“平

安家庭”家事化解“一类事”综合
服务试点县（市、区）以来，结合
平湖先贤陆稼书的“息事无讼”
理念，市妇联通过建立起家事

“一类事”综合服务平台、多跨协
同机制和特色应用场景等，家事
类纠纷案件调解成功率得到有
效提升，相关警情同比下降12%，
办理时间也大大缩短。“我们将
进一步梳理总结家事‘一类事’
改革过程中的各项经验，助力家
事纠纷化解实现‘一平台受理、
全链条服务’。”市妇联主席何鸣
宇说。

一平台受理一平台受理 全链条服务全链条服务
我市创新服务模式精准化解家事纠纷

昨天，在钟埭街道大力村一果园内，工作人员正在为桃树修剪枝条。冬季到来，随
着果树进入休眠期，果园管理也进入关键期，工人们挖沟、整土，为来年的丰收辛勤耕
耘。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果树管护忙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陈明远 郑凯欣

关键词：智能生产
生产制造是服装产业的重

要一环，在平湖服装转型升级的
大浪潮中，服装企业正积极求
变，向“智能化”要发展，通过数
字化、自动化等手段打造“数字
工厂”，实现生产“质”变。

浙江帝豪达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是平湖老牌服装企业，不仅成
立时间早，生产品质也过硬。近
年来，该公司将智能生产牢牢绑
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助力企业
持续迸发出新质生产力。昨天，

记者在帝豪达看到，员工在电脑
上远程操作后，机器便自动将服
装的样板切割完成。随后在生产
车间的自动裁床上根据板样自动
进行布料切割，员工只需在机器
上简单操作并做好现场管控，即
可完成制衣前道流程。“智能化生
产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也进一步节约了人力成本。”帝豪
达服饰行政部经理金峰说。

智能化生产使企业发展持续
向高攀登。2010年，企业首次尝
试数字化改造，将ERP系统（企业
管理系统）引入企业发展，将企业
内部资源以数字化的方式整合在
一起，对订单、采购、生产等过程集

中规划，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的行政
效率、减少了企业的资源损耗。

ERP系统的引入让企业在提
升品质和效率的同时，“牵手”了更
多客户，与森马、太平鸟等形成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2020年，企业
进一步开展智能生产改造，将MES
系统（生产执行系统）与QMS系统
（质量管理系统）融入企业发展。
前者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过程全流
程跟踪，对现场全过程掌控，根据
数字化的手段优化生产流程，提升
生产效率。后者则实现质量检测
的数字化，提升企业产品生产的合
格率。2023年 10月，企业与“优
羽”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

第三次合作，对ERP系统进行技术
升级，实现业财一体化管理。

“智能生产使我们企业的生
产效率提升了 15%至 20%，今年
产值已经达到了 2 亿元。”金峰
说，连续两年获得政府财政补
贴，坚定了帝豪达继续走智能生
产之路的信心。

拥抱智能生产就是拥抱新
质生产力。帝豪达的转型升级
不是个例。平湖缔雅服装有限
公司在去年推出3D打样服务，将
传统的服装打样通过 3D建模的
形式搬到线上，为客户节约打样
的物料与时间成本。“原本，细微
的款式改动都需要重新打样制

衣，既耽误时间又容易造成浪
费，使用3D打样服务后就可通过
线上形式进行调整，也让服装的
上身效果更加直观。”平湖缔雅
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飞说。

这些年，平湖持续鼓励支持
服装企业生产向智能化转型，相
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示范引
领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用实打实
的行动持续推动传统服装车间
向“数字工厂”转变。

传统车间变身数字工厂
“一件衣”焕新记

本报讯 近日，全省第二批“百千万”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省级优秀项目发
布，新埭镇泖河村等 4 村万亩方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获评省级优秀，这也是
我市第一个获评省级优秀的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连片整治项目。

自 2022 年以来，新埭镇积极推进“百千
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工作，立项实施了
我市首个“万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
治项目——平湖市新埭镇泖河村等 4 村万亩
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该项目覆盖新埭镇泖河、杨庄浜、兴旺
和姚浜等 4 个行政村，总面积达 11741 亩，总
投资额为 3334 万元。经过一系列整治措施，
包括恢复耕地功能、新增垦造耕地、旱地改
水田及建设用地复垦等，共完成耕地功能恢
复 254.5 亩，新增垦造耕地 26.47 亩，实现了
17.8 亩的旱地改水田，以及 241.4 亩的建设用
地复垦。同时，成功建设了 2046.9 亩高标准
农田（稻田退水零直排），并使 7720 亩耕地实
现了集中连片，占项目区总面积的 65.75%。
如今，该片区展现出耕地布局集中连片、农
田配套设施完备、田园美丽生态和谐的好风
景。

■记者 倪雨伦 通讯员 沈 超

农田连片成景
我市“万亩方”项目获省优

近日，在叔同公园，成群的鸽子时而聚拢在一
起于广场上漫步，时而展开洁白的翅膀在天空中
飞翔。这样的冬日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赏、带娃喂鸽。

■摄影 查云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