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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事】体育设施提质
增效项目

【突破目标】今年，我市将全
面推进体育设施提质增效，计划
新改建便民体育场地、设施86处
（含健身路径）；全年举办“村跑”
“村 BA”等群众性赛事活动 108
场。

【幸福路径】近年来，我市高
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出台了
《平 湖 市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21—2025）》等政策文件，并

按照“科学锻炼在社区、运动享
受在街道、竞赛观演在县级”的
思路，打造了高品质的“15分钟
健身圈”。“今年我市将对便民体
育场地进行增设或改造提升，从
而盘活全市体育健身设施，提高
使用率。”市文旅体局体育科科
长凌娜说。

漫步城西运动飘带，绿道两
侧崭新的篮球场、足球场与蓝天
白云相映成趣，这个集运动休闲
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如今不仅
是周边居民晨练夜跑的热门场
所，还即将升级为市民球类运动

的“热门打卡地”。今年我市计
划将对城西运动飘带、林埭成人
棒球场、钟埭街道职工活动中
心、钟埭街道大力村笼式足球场
等86处体育场地进行提质增效，
为市民构建起家门口的活力生
活圈。除此之外，我市还将新增
8个“国球两进”。

钟埭街道大力村笼式足球
场，是正在改造的体育场馆之
一。改造中融入了数字运动理
念，在对笼式足球场进行升级的
同时，还将新建足球场看台，以
及集足球文化展示、室内足球比

赛、数字化展示平台等功能于一
体的足球文化生活馆。曾经设
施老旧的场地即将焕然一新，迎
接更多的足球赛事。

如果说特色体育场馆建设是
搭建体育惠民的“骨架”，那么赛
事下沉则是畅通深入肌理的“毛
细血管”。今年我市将以“村BA”

“村跑”等群众赛事为契机，联动
开展稻田趣味跑、骑游大会等特
色活动，将群众性体育赛事覆盖
全市各镇街道。“打造赛事之城，
今年我市将举办市、镇、村三级联
动赛事100场以上。”凌娜说，各镇

街道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特色，
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确保赛事总
数占全年总赛事的60%。

【百姓期待】市民王建军：以
前总愁找不到合适的运动场地，今
后社区就有乒乓球桌，平时下班回
家就能带孩子去锻炼，真的很方
便。我也很期待村里举办体育赛
事，这样既能让乡村体育氛围变浓
厚，还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体育惠民“动”起来
■记者 陶佳敏

惊蛰至 万物春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在钟埭

街道钟溪樱花里，早樱陆续开满枝头，春天
也渐渐醒来。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陶佳宁 李凤超

本报讯 日前，平湖市钹子书文化研究会在
农开区（广陈镇）成立，标志着这一古老艺术正式
步入体系化保护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首批会
员包括非遗传承人、钹子书表演佼佼者、钹子书
创作爱好者等，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传承梯队。

平湖钹子书是流行于平湖及其周边地区的
一种曲艺形式，因其使用的主要乐器为钹子而得
名，钹子书旧称“说因果”，因观众以农民为主，故
又名“农民书”。平湖钹子书在 2008年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钹子书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将通过激发兴
趣、培养演员、精编曲目等举措，推动钹子书文化
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研究和推广。”钹子书
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王伟良说。目前，
研究会已与广陈中心小学、市民夜校等达成合
作，通过不同的平台，梯度培养爱好者，探索非遗
文化焕新之路。

钹子书文化研究会成立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近日，《嘉兴美丽乡村手绘地图》发
布，我市3条旅游线路上榜。

第一条是古韵风情线，从曹桥街道马厩村的
赛艇小镇出发，在桨声欸乃中感受曹桥水乡的千
年韵味。行至当湖街道金家村，金稼园生态农庄
的果蔬采摘与去野咖啡的文艺气息相映成趣，而
林埭镇徐家埭村则以“中国棒球第一村”的独特
魅力，将运动激情注入乡村肌理。

若偏爱自然野趣，则可以沿着田园花海线，
穿越樱花烂漫的钟埭街道钟埭村，漫步于钟埭街
道沈家弄村与新埭镇大齐塘村的阡陌间。天色
渐晚时来到新埭镇泖河村的“平湖山海几千
重？”，以现代光影艺术重构乡野夜色。山海风味
线则是一场文化之旅。广陈镇山塘老街的青石
板路上，钹子书的吴侬软语萦绕耳畔。独山港镇
赵家桥村的中国航天科普馆则将星辰大海的梦
想播撒乡间。最后，一路游至海塘村的海鲜美食
一条街，用刚捕捞的“透骨新鲜”诠释“靠海吃海”
的智慧。

春日的平湖，水乡的烟火气与田园慢生活交
织成诗。“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不同资源禀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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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游去哪儿？
平湖3条乡村旅游线路等你来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邵 俊 朱月秋

王 凡

本报讯 春雷响，万物长。
昨天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
蛰，惊蛰是万物生发的时节，也
是孩子长高的黄金季节。昨天
起，我市城乡各医院的春季小儿

“生长贴”全面“开贴”，以中医特
色疗法帮助小朋友们“蹿个子”。

昨天一早，就有几名幼儿园
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市
中医院，赶在“开贴”首日，提前

“尝鲜”。现场，医生将由中药制
成的“生长贴”贴敷到孩子的穴

位上，包括身柱穴、肾俞穴、中脘
穴、神阙穴等。此前，医生会通
过望、闻、问、切和询问饮食、睡
眠习惯等，对孩子体质进行辨
证，根据不同情况，贴敷穴位也
各有不同。

“‘生长贴’原理是在药物吸收
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下，调理孩
子脾胃的吸收功能，疏通经络，运
行气血，改善睡眠，促进骨骼肌肉
生长，达到助长的目的。”市中医院
针灸推拿科主任龚福英说，“生长
贴”的最佳使用年龄为 3周岁到
14周岁，贴敷的时间在每年 3月
到5月，从惊蛰后开始最为适宜，
每周一次，建议贴敷6次左右。

近几年，为方便群众就近诊
疗，我市各镇街道卫生院（卫生
服务中心）也都开设了春季小儿

“生长贴”服务，一些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也引入了这一中医药适
宜技术。“7 年前给家里老大贴

‘生长贴’，每周都要跑到市区
去，紧俏的时候要提前一个月预
约。”昨天，在曹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内，带孩子前来贴敷的
居民林琴告诉记者，如今第二个
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服务，也
不用提前预约，方便多了。

同样对家门口的服务表示
满意的还有居民李女士。她的
女儿今年10岁，过去一直是班里

的“小个子”，2023 年经邻居推
荐，来医院贴了“生长贴”，经过2
轮贴敷后，孩子胃口变好，去年
猛长了近10厘米，追上了班里的
平均水平。这也是她今年早早
赶来的原因。

“除了贴敷外，还要通过饮
食和作息的配合，才能相得益
彰。”面对家长点赞，曹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西结合科医
生殷美健还特别强调了助生长
的“综合作用”。殷美健建议贴
敷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营养饮
食，保障睡眠充足，还需增加户
外运动时间，篮球、跳绳、摸高等
垂直向上的运动项目最为合

适。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段时
间要重点保护身体健康，避免各
类病症侵袭，为“蹿个子”做好充
足的身体储备。

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
顺应家长和孩子的需求，我市基
层医疗单位开展春季小儿“生长
贴”服务已有四五年时间，这一中
医特色疗法也树立起了好口碑，
新埭、新仓等地的医疗机构还吸
引了上海枫泾、廊下等地的居民
前来。“从本周末开始，各医院的
春季小儿‘生长贴’服务都会闹猛
起来，有需求的家庭可以就近选
择。”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中医
药管理科）负责人方勤华说。

服务覆盖城乡 敷贴就近选择

春季小儿“生长贴”火热开贴

【“耕”新有道】当下正值春
耕，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
碌的场景。不过，如今干农活早
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
让各式农机装备轮番上阵，跑出
了春耕“加速度”。

【一线见闻】15亩地，10分钟
就能完成打药施肥。近日，植保
无人机成了农户的心头宝，农户
只要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操控无
人机，让其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

田间“劳作”。广陈镇山塘村的冯
照根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以往
面对大面积农田，病虫害防治、施
肥等工作既耗时费力，又难以做
到精准高效。“以前雇人打药施
肥，一天最多干几十亩地。现在
有了无人机，一天能作业几百亩，
省时省力还省钱，作物产量也更
有保障。”看着眼前正卖力干活的
无人机，冯照根感触颇深。

3月到 4月也是植保无人机
购置的旺季。在广陈镇的浙江
广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门口，就
摆放着最新款的植保无人机，不

少农户询价、交谈，都想购买或
租赁无人机为春耕做准备。面
对农户不同的需求，公司也特地
推出了P60 Pro和P150 Pro两种
型号的植保无人机，分别能承载
80斤、150斤的农药或肥料。“在
植保无人机演示现场，有不少农
户都表示想要租赁无人机，目前
已有 10 多户农户签订租赁协
议。预计4月份这些无人机将被
订完。”浙江广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经理李峰洋说，在无人机的
操作上也无需担心，公司会提供
免费培训，并派技术员到农户田

里手把手实地教学。
“之前采购的 200多台无人

机，因产品迭代升级，今年新购
入了30台最新款无人机，稳定性
更高。”李峰洋说，农业生产需要
长时间作业，此次新购入的无人
机很好地满足了这一点，在电池
散热方面进行了升级，自带雾冷
箱，能够更持久、更节能降耗，实
现长时间运作。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成熟，无人机的应用范围也将进
一步拓展，不仅可以用于田间管
理，还将用于物流运输，快速地将

物品送达目的地，提高物流效率。
【记者感言】当前，越来越多

的科技元素向田野聚集，智能化
农业机械纷纷“上岗”。植保无
人机作为低空经济在农业领域
的“先锋队”，在平湖广袤的田野
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见
证着科技为农业发展注入的强
大动力。

■记 者 王茹彤
通讯员 李凤超

开着“飞机”种田 智能农机受宠

遗失声明
●王美良（身份证号：330422196209284512）遗失安置房
源为港龙花园53幢3单元502室的嘉兴港区房屋拆迁安
置补偿协议书1份，协议编号：021104008，声明作废。

本报讯 近日，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公布
了新认定的20家公共文化空间，我市6家入选。

位于广陈镇粮仓文化园的良仓·小镇客厅文
化驿站是入选空间之一，也是由上世纪70年代粮
仓改造而成的文化空间。作为广陈“粮”文化的
象征，这座 600平方米的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一
楼设有“广陈之光”功能空间，包含文明分享吧、
24小时便民驿站、初心加油站等 11个功能区块，
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服务。二楼则分为“广
陈之韵”和“广陈之美”两个展示空间，集中展示
广陈镇的历史文化与现代风貌。

平湖市非遗馆钟埭街道打莲湘分馆位于钟
埭街道大力村白荡浜29号，是“钟溪棹歌·隐世田
园”美丽乡村精品线的重要配套设施。该馆围绕
莲湘文化的由来、传承与发扬，打造了五个展区
和一个名师工作室，致力于莲湘文化的保存保
护、传承传播和教育展示，成为非遗文化传承的
重要平台。

此外，入选的还有都家浜文化驿站、平湖市
非遗馆新仓镇刮绒画分馆、平湖市文化馆服装城
分馆、平湖市文化馆蒙士特分馆 4家空间。近年
来，我市持续推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优化
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内容
丰富、服务优质、机制创新的新型文化空间。这
些空间不仅丰富了文化服务内涵，也满足了市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成为我市文化建设的亮丽
名片。

我市新增6家
公共文化空间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朱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