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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徐玉霞

本报讯 “爷爷奶奶，让我
们在绘本上选一幅喜欢的图片，
再在纸上画出来……”昨天下午
2时30分，在市老年公寓，养老护
理员金娜正组织有认知障碍的
老人围坐在一起画画，老人们一
笔一画，很是认真。这温馨和谐
的画面，离不开金娜的精心安
排。

这几年，我市大力开展养老
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竞赛。
金娜正是通过这些培训、竞赛，
从一名养老护理“小白”晋升为
了拥有过硬护理技能的“老手”，

并取得了养老护理员技师（二
级）证书。

如何照顾有认知障碍的老
人？金娜的答案是把自己当作
医生的眼睛和耳朵。“这些老人
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
需要我们细致地观察。”金娜说，
为此，她还学习了音乐疗法、娃
娃疗法等专业知识。扎实的专
业知识，成了金娜在养老护理行
业的立足之本。

平日里，金娜既负责照顾有
认知障碍的老人，又要照顾生活
能自理的老人。“自理型老人往
往身体机能还不错，可以自如地
散步、吃饭，进行日常活动，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照料他们的日常
饮食。”金娜说，在这个像生活社
区一样的养老院里，偶尔会有老
人活动完毕自己回来，金娜和其
他护理员都会大声、热情地跟他
们打招呼。

除了养老机构，养老护理员
还在各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发光发热”。“我年龄比
较小，村里的爷爷奶奶都小薛、
小薛地叫我。”独山港镇优胜村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工作人
员薛心田说。作为一名养老护
理员，薛心田平时的工作就是跟
老人打交道。特别是每周两次
挨家挨户的走访，让她对村里的

路线已了然于心。走访时，她会
带上工具箱，给老人量量血压、
理理发。这期间，她还会问问老
人最近吃好没有、睡得怎么样。
这些举动也让一开始素不相识
的双方变得逐渐熟悉、亲近。“我
年纪大了，有这样周到的关心，
真的感觉很暖心。”独山港镇优
胜村村民胡余珍说。

一个个养老护理员，用双手
和爱心守护着最美“夕阳红”。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建设养老
服务行业高素质、强技能人才队
伍。“大力开展养老护理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是我市今年民生优
享攻坚行动的目标任务之一，为

让“夕阳红”的守护队伍更专业、
更有力，我市在开展技能培训、
竞赛的同时，还积极培育专业资
质的养老院并认定为养老护理
人员培训基地，探索搭建从护理
员培训、考证一体的养老护理人
才发展机制，现已有当湖街道一
家人东方颐乐苑、平湖九如城养
老院有限责任公司、长友（嘉兴）
养老院有限公司 3 家养老护理
员培训基地。今年，我市还出台
了《平湖市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
津贴补助办法（试行）》等文件，
进一步规范了养老护理人员队
伍建设。目前，我市每万老年人
拥有持证护理员数达26人。

用专业技能守护用专业技能守护““夕阳红夕阳红””
我市每万老年人拥有持证护理员数达26人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郑凯欣

本报讯 在近日省农业农
村厅公布的 2024年五星级农家
乐认定名单中，我市钟埭街道的
水映藤庐农家乐上榜，成为我市
本年度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农
家乐，为我市乡村旅游增添了一
抹亮色。

走进水映藤庐农家乐，院
内树影婆娑，热气腾腾的茶香
与炉火的暖意交织，温暖着每
一个角落。这里设计匠心独

运，沿河景致风情万种，地道的
糖醋油卷、笋干烧肉、冰糖鳗鱼
等土菜更是让人回味无穷。水
映藤庐农家乐位于钟埭街道沈
家弄村藤桥 10号，处于“钟溪棹
歌·隐世田园”美丽乡村精品线
藤桥段，在这里，游客既可以亲
手制作农家小吃，还能体验水
果采摘，参与各种主题活动，深
入感受乡村生活的快乐。另
外，附近还有最美乡村书屋、知
青记忆馆、水村上善馆等人文
景观，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
体验。

“我们想打造的不仅是一
座农家乐，更是一个融合餐饮、
会议会展、活动休闲和农产品
直播销售的城乡节点平台，成
为各类农产品的‘进城’通道。”
水映藤庐农家乐负责人潘安娜
说。农家乐里有精心布置的集
市，其中不仅有糟蛋、杜瓜子、
老鼎丰酱油等当地的特色农产
品，还有箱包、羽绒服等产品。
这些产品不仅丰富了乡村市
场，也为产品提供了一个展示
和销售的平台，实现了城乡资
源的互补和交流。

水映藤庐农家乐的成功入
选，是我市休闲农业领域创新探
索的成果之一。休闲农业是以
农业为基础，结合旅游、休闲和
体验活动，旨在为游客提供亲近
自然、放松心情的新模式。截至
目前，我市共有 19 家星级农家
乐，其中五星级 2 家，四星级 7
家，形成了多层次、高品质的乡
村旅游服务体系。

休闲农业项目如何将“头
回客”转变为“回头客”，关键在
于持续创新，提供多样化的季
节性和主题体验。市农业农村

局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级乡村精
品景点线路，优化“浙里田园”
休闲农业精品线；“清溪清心·
棒舞龙腾”线路入选 2024 年中
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春季）
精品景点线路……“这些休闲
农业新模式不仅为游客提供了
丰富的旅游体验，还推动了乡
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未来，
我们还将整合不同资源禀赋、
产业特点，做活农文旅产业发
展新文章。”市农业农村局乡村
产业与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李
春念说。

“乡”约田园 不负“村”光

遗失声明
●胡海俭（身份证号：330482198110044514）
遗失房屋协议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协
议编号：020212037，声明作废。

■谢付良

日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第76批面
上资助人员名单，平湖有5位博士后获资助。

博士后是处于创新创造黄金年龄的青年科
技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把博士后
群体作为战略性人才资源来抓，从需求侧、供给
侧、服务侧等方面着手，推动博士后人才引育和
成果转化同向发力，打造了一支高层次创新型青
年骨干人才队伍。我市现建有省级博士后工作
站20家，博士后研究人员58名，不少博士后等高
端人才不断迸发的活力转化成为了企业发展的
动力。但总体来看，我市博士后工作的完善和发
展仍面临一些问题，激活以博士后为代表的高层
次人才的“一池春水”，需要我们持续在引育、激
励、保障机制上下功夫。

要不断深化“人才兴则城市兴，人才强则城
市强”的高度共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博士后人
才引育保障机制。这些年来，为了吸引和留住高
端人才，我市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新
政，在生活配套、科研资助和安居补贴等方面，实
现对博士后工作各环节的全程扶持，吸引了不少
博士、博士后落户平湖。

高层次人才茁壮成长，离不开平台的牵引支
撑。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博士后平台载体建
设，大力支持博士后人才在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挑大梁。通过“搭台子”，健全博士后工
作站等基础师资配备，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为博士后提供学习、就业、交流、科研、创业、成果
转化等多方位绿色通道服务，促进博士后群体健
康成长。面向未来，我们要积极创新，打造出更
多科技含量高、研发能力优、创新能力强的博士
后工作站等科研创新平台，丰富博士后创新创业
载体，推动博士后事业发展。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只要我们秉承
“以最好的服务来聚集最好的人才，以最优的环
境吸引最优的人才，以最大的诚意留住最需要的
人才”，坚持人才引进与产业战略紧密结合，厚植
高端人才创新
沃土，定会吸
引更多博士后
人才来平创新
创业。

让博士后人才
在平湖出彩

本报讯 近日，2024年浙江省“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入选名单公布，我市赛艇文化驿站成功
入选，为嘉兴地区唯一。

赛艇文化驿站坐落于曹桥街道马厩村赛艇
小镇，以文旅体融合为主题，集休闲、服务、展览
展示等功能于一体。据悉，该驿站自运行以来已
累计举办200多场活动，惠及群众18万多人。获
得这一荣誉，不仅肯定了赛艇文化驿站在推动公
共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展示了其在文旅
体融合领域的创新实践。

走进驿站内部，交流分享区、品牌展示区、演
出舞台区、便民服务区以及农文旅特色展示厅
依次呈现，功能丰富多样。而在驿站外部，以文
化驿站为中心，依托文化礼堂、桥文化记忆馆、
冠军文化广场、故事长廊、合木赛艇基地等 10余
个特色点位，已然形成了“10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让村民以及游客身临其境感受“诗和远
方”。

赛艇文化驿站还在空间整体运营上持续发
力。为了打造全方位的文旅体验，赛艇文化驿
站积极引入多种业态，包括民俗体验、共富集
市、露营烧烤、田园音乐会等，满足不同人群的
需求。此外，以“水上马厩，桨上漫游”为主题，
赛艇文化驿站还推出了赛艇竞赛、龙舟“斗牛
赛”等一系列品牌赛事，促进了体育运动与文化
旅游的深度融合，全方位擦亮“文化+体育+旅
游”的底色。

近两年，赛艇文化驿站致力于促进学校、游
客、村民与赛艇俱乐部之间的互动交流，创造了
一个多维度联动的文化生态。不仅提升了公众
对文化的认同感，也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真正实现了文化、体育与旅游的共赢
发展。

文化驿站
为美好生活“加码”

我市新增一处省级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记者 倪雨伦 通讯员 朱晨曦
昨天，在钟埭街道沈家弄村，村民们在乡村数智生活馆内看书、测血压、办理政务等，享

受家门口的服务。据悉，该馆功能丰富，配有政务一体机、健康驿站，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等智
能设备，满足村民健康、教育、娱乐等多方面需求。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数智”惠民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赵勤仙 邵 俊

本报讯 近日，我市中医药
传承再传佳音。市中医院的周
富明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历经 4年精心培育，顺利通过了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验收；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2024年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名单中，市中
医院中医师孙平、王文锐榜上有

名。
近年来，我市依托名老中医

专家传承工作室，不断做好基层
中医药人才培育工作。累计收
集论文 100余篇，临床处方底稿
2.1万余张，整理较为完整的病案
200余例……自2020年列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建设名单以来，周
富明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团队以传承学术经验为己任，积
极收集周富明问诊资料、学术论
文及以往医学笔记，为全市青年

中医成长提供了宝贵资料。
“非常感谢中医对我的帮

助，中西医结合治疗让我的病情
得到了缓解。”接受了中医治疗
的市民宋先生说。原来，宋先生
因恶心、呕吐伴纳差、乏力前往
市中医院就诊，经临床诊断为糖
尿病肾病引起的尿毒症。病情
迫在眉睫，经工作室团队综合判
断，施予以周富明传承验方“溺
毒清合剂”，患者病情明显缓解，
也免除了患者接受透析治疗的

痛苦。在工作室团队的专业建
议下，诸如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4年来，工作室重点培养副高
及以上骨干 4人、中级 2人，培养
了费德升、张忠贤2名全国第五批
名老中医师承人，确立了蓝小琴、
陈美雪2名浙江省名中医师承人
员，并设立相应特色门诊，门诊量
达7000余人次。“通过学习周医生
留下来的病案等材料，帮助我们
分析病情、把握用药等，这些经验
和技能对中医药文化发展至关重

要。”周富明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
作室团队成员张忠贤说。

除了运用“名老中医专家传
承工作室”锻造中医药队伍外，
我市还不断促进中医技术与其
他专科的交流合作选派骨干力
量到上级医院跟师学技，提升问
诊水平。多措并举之下，我市今
年新增省级基层名中医 3名、浙
江优秀中青年中医师 1名、嘉兴
市级名中医1名，省、市中医新苗
1名，中医药人才队伍日渐壮大。

传承名医经验 培养中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