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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雨伦

本报讯 随着天气渐冷，又
到了冬修水利的黄金期。连日
来，我市多地抢抓工期，加快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为来年防汛抗
旱和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整个工程预计这个月底可
以完工，明年汛期就可以用起来
了。”记者来到广陈镇红征圩区
建设现场时，工人们正在进行栏
杆加固、粉刷等扫尾工作，新建
的圩区已然初具雏形。据项目

负责人介绍，红征圩区占地面积
2400亩，计划投资 3850万元，主
要包括堤防工程、排水工程和水
闸修建三部分，共计新建 5个水
闸，修建生态沟渠和排水管道
500余米。项目建成后，可以大
大降低该区域因地势低而在雨
季被淹没的风险。

“太好了，以后不用再担心
了，以前连续下两天雨心里就很
着急，怕田里的作物一直泡在水
里泡坏了。”村民老张感慨道。原
来，三红村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

畅，常年存在积水问题。尤其是
汛期，雨水积涝对村民种植造成
不利影响。同时，也给村民出行
带来了安全隐患。如今，眼看“老
大难”问题就要被解决，村民们都
满怀期待。“每年台风来之前，我
们都要组织人员去行动不便的老
人家里进行转移，就怕水淹得太
深有危险。现在好了，等圩区建
成后，这些问题都会随之消失。”
三红村党总支书记沈建国说。

近期，新仓镇中华圩区施工
现场也是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

挖掘机、炮机正挥臂作业，施工人
员正加紧修建闸站。据了解，中
华圩区共涉及新仓镇和广陈镇两
个镇，总面积为1.82万亩，仅堤防
工程就要修建18259余米，整体施
工难度较大，需要的工期也更
长。“目前，已完成了整个项目的
30%，接下来将抓紧施工，争取在
明年汛期来临前完成堤防工程的
修建，让附近的居民安全度汛。”
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红征圩区和
中华圩区在建设过程中均会增

加实时水位监测设备、视频监
控、自动化控制系统等，这意味
着圩区可以实现自动化运行。
管理人员通过互联网和远程控
制设备即可实现操作，既能帮助
减少现场人力需求，也能及时响
应紧急情况，在安全性和运行效
率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新圩区建设如火如荼，已有
圩区的除险加固也不容忽视。
对于已建成的圩区，除了日常维
护，我市也会在冬季进行除险加
固，从而确保圩区安全运行。

抢抓冬修水利“黄金期”
我市不断夯实民生水利基础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陶佳迪

本报讯 “这房子差不多三
十年了，屋顶上用的都是老式的
老瓦片，容易漏风。现在好了，
铺上了崭新的琉璃瓦，即使这几
天降温又下雨，也没有感觉到寒
冷。这个冬天，可以温暖度过
了。”经历了刚刚过去的降温天
气，新埭镇星光村的姚老伯却并
不觉寒冷。在降温之前，新埭镇
的志愿者对他家的屋顶木梁进

行了加固，屋顶上也重新加上钢
架结构，铺上了琉璃瓦。三十多
年的老房子经过修葺，面对风雨
和降温，更“从容”了。

姚老伯家的改变得益于新
埭镇多年来坚持实施的“老屋拾
漏”志愿服务项目。今年 10 月
份，志愿者走访辖区内的困境少
年小姚时，发现他们家居住的房
子因为建造年限较长，略显老
旧，特别是屋顶部分，老瓦片缝
隙漏风，家庭居住环境较为简
陋。

冬季到来，让他们一家温暖
过冬成了大家的努力方向。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通过资源对
接，联系了建筑公司专业的工程
人员。随后，多人协同多次上门
为小姚家的老屋做了细致检查，
给出了专业修缮建议，最终决定
在保留屋顶原瓦片的基础上加
装防水隔热棚，再铺上琉璃瓦，
为小姚家解决屋顶漏风带来的
实际困难。

“老屋拾漏”志愿服务项目
是新埭镇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老

旧房屋开展的志愿行动。这些
房屋均因建造年限长，而出现
瓦片脱落、木梁老旧腐蚀等现
象，但因缺乏专业修旧技术或
是资金短缺等问题而得不到妥
善解决。志愿行动通过汇聚爱
心人士、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等
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对低收入
家庭开展房屋的项目化精准帮
扶，为他们提供更为舒心的居
住环境。

自 2020 年 11 月启动以来，
新埭镇“老屋拾漏”志愿服务项

目已帮助 30户低收入家庭改善
居住条件。“目前，‘老屋拾漏’已
常态化开展，我们也呼吁更多爱
心人士、专业人士加入进来，通
过‘捐一砖、送一瓦’，让老屋陋
而不‘漏’。”新埭镇团委副书记
马芯怡说。

老屋不再漏风 温暖过冬不愁

本报讯 随着《一路花开》的旋律在四川茂
县中国古羌城演艺中心响起，舞者们身着五彩斑
斓的服饰，以充满活力的舞步和欢快的节奏，为
现场观众开启了一场视觉盛宴。近日，“山海相
连 平茂连心 携手共进”2024平湖—茂县文化
走亲演出活动在这里温暖启幕，为茂县群众带来
了一场文化与情感的交融，一次心灵与艺术的对
话。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湖上乐音》节目中悠扬
的琵琶旋律响起，带领观众感受江南水乡的宁静
与和谐；三人舞《般般入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
力，展现了中国传统舞蹈的优雅与灵动。而平湖
钹子书《赛瓜灯》则以其独特的说唱形式，让观
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略了我市地方文化的
深厚底蕴……整场演出高潮迭起，现场掌声频频
响起。

除了专场演出，视觉艺术作品展也吸引了
众多人驻足。茂县文化馆内展出了两地艺术
家的美术、书法、羌绣、剪纸等 80 件作品。这
些作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不
仅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更在创新中展现了
艺术家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观众
在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和艺术
的魅力。

“这场文化走亲，不仅加深了平茂两地的情
谊，更是在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市文化馆馆长吴华
表示，随着“文化走亲”的不断试水，我市将继续与
茂县携手同行，在文化的田野上深耕细作，让两地
群众共享文化的芬芳。

■记者 陶佳敏

你来我往 越走越亲
我市赴茂县开展文化走亲活动

遗失声明
●李文进（身份证号：330422193711054532）
遗失嘉兴港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1
份，协议编号：021112107A.1，声明作废。
●李建平（身份证号：330422196506204531）
遗失嘉兴港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1
份，协议编号：021112107.1，声明作废。

本报讯 近日，在新埭镇某地块上，来自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委派的十多名考古队队员手持洛阳
铲，一板一眼地向地下打孔取土，在探孔中进行勘
测，并仔细观察记录土壤颜色、质地和包含物等。
这是为哪般？

记者从市文旅体局文物科了解到，该地块是
在进行土地出让前的考古前置工作，即考古勘
探，这是依据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进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前，应当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规定
执行的，属于正常工作流程。考古前置，又称

“先考古，后出让”，这是将原本由建设单位在获
得土地后进行的考古勘探、发掘事项提前到建设
单位拿地前进行，确保土地“净地出让”或“标准
地”出让，为建设单位提供更加清晰、无历史遗
留问题的土地。

那么，考古前置，是不是减缓了项目建设的
进度呢？实践证明绝非如此。“过去，建设工程
用地的考古工作都是在拿地后、开工前，由建设
单位依法申报，个别项目在考古调查勘探中发
现地下遗存，不得不搁置项目等待考古发掘结
束，耗时长，非常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市文旅
体局文物科科长姚革强说，考古前置工作把文
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提前主动完
成”，由“不可知”变为“早规划”，既确保了文物
部门可以更从容、系统地规划推进文物保护工
作，又能使建设单位安安稳稳、心无旁骛地投入
开发。

考古前置能有效促进文物保护与项目建设
协调发展，从源头上保证文物安全。截至目前，
我市共计完成文物核查项目 255个，考古调查、
勘探项目255个。

“我市将在考古前置工作和地下文物保护方
面持续发力，通过各类保护措施，确保文物安全和
土地开发的协调发展。”姚革强说。

■记者 陶佳敏

考古“向前一步”
项目安心上马

近日，林埭镇徐家埭村的棒球主题乐园里欢声笑语不断。乐园里的无动力游乐设施颇受孩子欢迎，带动了不少亲
子家庭前来欢度周末。一旁的成人棒球场也已于近期开工建设，预计明年5月竣工。届时，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
卡”。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乐园人气旺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李凤超

本报讯 “在育苗盘上均匀
撒上基质后，在穴盘面上压出一
个便于播种的凹坑，再把种子撒
进这些小窝里……”昨天下午，
平湖农创客新农人培育孵化营
的首期学员相聚在广陈镇泗泾
村的育苗大棚内，在农技专家的
指导下，进行第三次育苗技术的
学习。这是农创客共富合伙人
计划的生动一幕。

平湖市农创客共富合伙人
计划是由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牵头，通过开放共富大棚和农创
中心资源、以老带新、各类农业
主体联合创新等形式，高效利用
政策、技术、供应链等农业资源
的一种新模式。随着计划推进，
可提升“新农人”创新活力和一
线需求的感知能力，改变过去

“新农人”与本地传统农业主体
优势资源不能共享共创的困境。

在首期新农人培育孵化营
中，共有9位热爱农村、有意向长
期深耕农业的“新农人”，在共富
大棚内种下希望的果实。“00后”
姜盈是其中之一，她曾以志愿者
身份前往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在

那里种下一棵棵树苗，同步种下
的还有她向往农业的心。“加入
新农人培育孵化营以来，我不仅
自己动手进行了上海青的育苗，
还有许多小伙伴能够一起交流
育苗的经验。”姜盈说，他们每人
负责一个大棚，大棚上有自己的
专属铭牌，现在就等着种苗成熟
后进行移栽了。新农人培育孵
化营不仅拓展了姜盈的朋友圈，
让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也
让她坚定了在农村种“好物”的
信心。

农村是个大舞台，“80后”学
员周轩也被这片广袤天地深深

吸引。与姜盈不同的是，他有着
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我之前
种植过草莓、葡萄、水稻等农作
物，希望加入孵化营来学习农业
新技术、尝试新品种，提升自身
农业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实现
产量的增加，并开拓线上销售渠
道。”周轩说，与大家互通有无，
让他找到了农业生产、销售中的
新活力。

新农人培育孵化营除了提
供基础的农作物种植教学外，还
汇集了一支尖端技术力量——
国内外农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可
为学员提供直接、前沿的知识和

技能培训。“学员在种植农作物
的过程中碰到了什么问题，能直
接联系到专家学者，进行咨询，
比过去更加便捷、快速。”平湖农
创客新农人培育孵化营负责人
邓戎说。

“每位‘新农人’的培育周期
为3个月，除了育苗外，他们还会
进行旋地、播种、覆膜、移栽、水肥
管理等农事活动。”邓戎说，孵化
营还会组织农技培训、研学游、电
商直播等，学员将全面参与到农
业生产与管理的各个环节。通过
专业的技术培训和实践指导，我
市的“新农人”正快速成长。

农创客有了专属农创客有了专属““帮带团帮带团””
共富合伙人计划汇聚创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