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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冯雪峰 褚金晓

本报讯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2024年度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名单，我市浙江
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为我市企业商业秘
密保护工作树立了新标杆。

景兴纸业成立于 1984年，是一家集造纸、纸
制品加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大型上市
企业。其产品涵盖包装用纸、生活用纸等领域，
凭借先进技术和严格质量管理，畅销海内外市
场。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企业始终将商业秘密
保护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了
科学严密的商业秘密防护体系，形成了全流程、
多维度的保护机制。

商业秘密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隐形资产”。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商业秘密保护工作，通过

“宣传+服务”双轮驱动，累计开展专题培训14场、
覆盖超 400人次，组织入企指导服务 86次，惠及
企业132家，推动企业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建
防”。

我市商业秘密
保护工作上台阶

昨天，在林埭镇徐家埭村棒球场周边，工作人员正在搭建休憩草房，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休
憩体验。

■摄影 王 强 纪亚千
亭下慢时光

遗失声明
●平湖市天冠保险箱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近日，当湖街道和钟埭街道8个小区的居民
用上了新电梯，这标志着我市首批住宅老旧电梯
换新工程全面竣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现有住宅小区
设施老化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运行15年以上的
老旧电梯逐年增多，安全隐患不断增加。老旧电
梯的更新成了居民期盼已久的民生大事。得益
于国家政策的加持，去年我市启动了首批住宅老
旧电梯更新项目，涉及当湖、钟埭两个街道8个小
区的44台电梯。今年，我市将老旧电梯更新工作
纳入了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计划分批对剩
余的使用时间15年以上、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
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202台
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新，让居民享受到便利与幸
福的同时，提升住宅品质。

旧楼换新梯，与之前开展的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一样，所承载的民生分量是沉甸甸的，是解决

“一老一小”上下楼难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改善居
民生活品质、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项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而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因为
涉及资金问题等，更易引发市民关注。据悉，一
台老旧电梯一次大修的费用就要数万元，而报废
更新的费用起码要10余万元，这对居民来说是一
笔很大的支出。好在有国家政策支持，每台需更
新的电梯都能有15万元的政府财政补贴，大大减
轻了居民的负担。因此，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
换新工程，一方面需要在配套政策、资金筹措等
方面做“加法”；另一方面要在审批流程、操作程
序上做“减法”，打好组合拳。

当然，加快旧楼换新梯进程，过好民意关是
关键。常言道“百姓百条心”，虽然有“国补”的支
持，但在资金筹集分摊、电梯型号和价格等方面
如果无法形成共识，更新工作往往会停滞不前。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都会有不同
声音交织碰撞。接下来，我市计划更新的202台
老旧电梯分布在当湖和钟埭的13个小区，涉及范
围广、工作量大、任务重。确保换新工程的顺利
推进，需要相关小区、社区、业委会进一步完善沟
通协商机制，及早启动居民意见征询等前期准备
工作。尤其是面对业主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
要通过算清账、讲好处、破疑虑，把意见统一起
来，将共识凝聚起来，最终实现千家万户与公共
目标的同频共振。唯此，老旧电梯换新工作才能
驶上“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无论是“加装电梯”，还是“旧楼换新梯”，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夯实公共安全基石。改造
工程不是终点，而是智慧化管理的起点。因
此，老旧电梯换新后，还需要在透明运作、长
效治理等方面
持 续 发 力 ，真
正确保居民出
行 更 安 全 、便
捷。

■谢付良

过好民意关
幸福再“梯”升

■记者 徐玉霞

【人物】史晨松
【职业】农庄主理人
趁年轻，要敢闯、敢干。史

晨松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
的。2021年，他在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定向培养士官”相关
专业就读两年多后，成为了一名
海军战士。几年的部队生活，让
他意识到只要持续努力，目标终
将实现。自去年从部队退役回
到新埭镇大齐塘村后，史晨松在
村里一点点勾勒出一家农庄的
样子。

如今，这名“00后”创业者，
已经把自家原本200多亩的水产
养殖基地升级改造为集野炊烧

烤、垂钓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庄，并将其命名为“鳗鲡湾农
庄”。

上个月中旬，史晨松的鳗鲡
湾农庄开业以来，人气越来越
旺，周末基本都是满座状态。这
不，昨天上午9时不到，农庄就迎
来了当天的第一拨客人。把移
动式柴火灶移到客人桌旁、制作
饮品、帮助客人烧鱼……史晨松
一个人扮演着老板、厨师、服务
员等多个角色。春日阳光下，炊
烟袅袅升起，客人围坐在八仙桌
旁，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享受着
悠闲时光。“这家农庄综合性很
强也很‘潮’，满足了我们的各项
游玩需求，我在那边钓小龙虾，
朋友还能在这里一边K歌一边烧

野米饭。”来自嘉善县的客人沈
佳伟说。

正如这名客人所言，比起中
规中矩的农庄，史晨松年轻的思
维让农庄既有乡土味更有潮流
范。推开农庄大门，穿过几把原
木风的桌椅，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排老式的柴火灶、几处凉亭帐篷
和拥有 200 英寸大屏的户外影
院，造就出一个文艺气息与乡村
韵味相融合的“小世界”。为了
让客人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农
家菜，史晨松还在农庄旁养起了
鸡鸭鹅，种起了小青菜，保证食
材的新鲜与原生态。

农庄西边，还有大片垂钓区
域。“我们家老一辈就是从事水
产养殖的，现在经过改造，将传

统水产养殖和休闲垂钓相结合，
实现了‘现钓现烹’。”史晨松
说。看似简单的垂钓区也划分
成了休闲区、竞赛塘等多个区
域。这周六，一场鲤鱼正钓比赛
将在竞赛塘举行，到时将会有来
自各地的钓友相聚在这里。

史晨松在乡村找到了梦想
的新方向，踏上了事业的新征
程。明天就要开启清明假期了，
史晨松还琢磨着再请几个本地
阿姨来农庄帮忙。

奔赴乡村，回馈乡村，这是
一 场 青 春 与 乡 村 的“ 双 向 奔
赴”。“鳗鲡湾农庄的创新模式，
吸引了不少流量，农庄在为游客
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起到了

‘导游’的角色，让更多游客走进

村庄、了解村庄、推介村庄，打响
我们村的知名度。”新埭镇大齐
塘村党委书记黄伟说。

正如史晨松与大齐塘村的
“双向奔赴”一般，如今的平湖乡
村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越
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发展。

【采访札记】当农庄遇上“00
后”，一间间破败的农家仓库，变
身为一处处“青春奋斗场”，各种
奇思妙想接连不断。他们不仅
为乡村带来了人气，更带来了广
阔的发展前景。

把父辈的养殖场变成人气农庄把父辈的养殖场变成人气农庄

■记者 陶佳敏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走
进钟埭街道翡翠花苑小区 5幢，
楼梯旁崭新的银色亮面电梯门
格外吸睛，按下按钮，踏入轿厢，
映入眼帘的是明亮如镜的四壁，
头顶上，隐藏式的LED灯板洒下
均匀而柔和的暖白色光线，整个
空间明亮而温馨。老旧小区换
上新电梯，给居民带来满满的幸
福感。

翡翠花苑是我市去年首批

列入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8个小
区之一。截至今年 3月底，小区
内的12台电梯已完成更新，这也
意味着我市首批住宅老旧电梯
换新工程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此次工程共涉及当湖街道和钟
埭街道8个小区的44台电梯。

“我们小区是 2008 年建成
的，电梯已使用了17年。”翡翠花
苑居民贺先生告诉记者，因为电
梯使用时间长，平时经常会出现
小故障，比如电梯门无法正常开
启、运行中突然停滞、电梯内灯

光闪烁等。这些年，小区业主都
希望能更换电梯，而老旧电梯一
次大修的费用就要数万元，报废
更新更要10余万元，这笔数目不
小的支出让业主们一直难以达
成共识。

去年，国家发行超长期国
债，并出台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
新的补助政策，让老旧电梯更新
搭上了政策的“东风”。“超长期
国债的发行，让每部需更新的电
梯都能得到 15万元的政府财政
补贴，再加上物业公共维修资

金，大大减轻了居民的负担。”市
建设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李木平说。

政策红利转化为民生实
惠。更新后的电梯不仅“颜值
高”，且安全性能也全面升级。
老电梯因年代较久，运行过程中
轿厢晃动明显，而新电梯运行更
平稳。新电梯还加入了人性化
的设计——加装降噪模块，可以
解决照明、噪声等历史问题，让
居民乘坐起来更舒适。“不仅如
此，新电梯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

实现24小时联网，运维效率得到
大幅提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科科长王建平说。

公共安全关乎民生幸福，是
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市持续探索保障居民生活安
全新路径，今年将“更新老旧电
梯”纳入 2025年“公共安全提升
项目”政府重点民生实事。“接下
去，我们将根据今年国债资金下
达情况，分批推进 202台住宅老
旧电梯更新工作，预计今年年底
全部完成。”李木平说。

今年我市202台住宅老旧电梯将更新

电梯换新更安心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徐冰艳 蒋露梅

本报讯 近日，独山港镇聚
福村里的一块农田成了村民的

“重点关注”。平整土地、开沟起
垄、安排播种，原来，这块地里种
植的是棉花。自去年文化特派
员入村后，村里的非遗杜布就

“活”起来了，今年在“人人都能
做几件杜布手工品”的基础上，
村里开始探索杜布制作。从种
植棉花到纺线织布，再到杜布元
素产品制作，全村上下对非遗研
学、非遗文创开启了新探索。

昨天上午 9时多，聚福村杜
布馆内已经热闹起来了，村文化

特派员、乡村文化空间主理人宋
喜妹和几个村民正埋头在布片
堆里，研究制作一双杜布虎头
鞋，这双鞋即将“出征”省级文创
产品比拼赛。

比起如今村民的“兴致勃
勃”，过去他们对杜布并没有如
此热情。“当时杜布馆内陈列老
旧，建馆时回收来的杜布都落了
灰。”宋喜妹说，去年 1月她将杜
布制作搬进杜布馆里，做到周周
有活动，从简单的扇面、贴画等
入手，吸引村里的老老少少前来
尝试。宋喜妹还将非遗杜布带
入了附近的小学、幼儿园，成为
本地特色课程。随着这股“杜布
风”的掀起，小到杯垫、香囊、耳

钉，大到旗袍、帽子、鞋子，杜布
馆里出品的“复古”物件意外获
得了好评。上海、杭州、深圳、广
州、扬州……不到一年时间，通
过各类比拼赛、博览会、文化展
等，村里的杜布文创走进了全国
多个城市，参加了几十场展览，
成为聚福村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说起是怎么“爱上”杜布文
创制作的，村民各有不同的故
事。村民徐玲萍多次带着9岁的
女儿参与杜布馆活动，孩子很喜
欢这些花花绿绿的布头。在一
次活动中，看到几个小模特穿着
杜布旗袍走秀，女儿回家后喊来
外婆和太奶奶也想做一件这样
的旗袍，一家人从太奶奶的嫁妆

箱里找出不少杜布，一起尝试。
“虽然制作旗袍还未成功，但是
背包、挂件已经做出了不少。”徐
玲萍说，如今在村里一家老少齐
动手做杜布文创不是什么稀罕
事，男村民中手艺好的也不在少
数。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馆里的
旧杜布“存量”明显减少，在村里
的支持下，宋喜妹持续推进“杜
布非遗传承”文化特派员项目，
和村民一起从种植棉花开始，一
起探索杜布制作工艺，“2009年
平湖杜经布制作技艺被列为第
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根据资料，杜布制作从采棉
开始到织布共有 14道工序。”聚

福村党委书记潘志浩说，制作杜
布的流程更长、环节更多，可以
融入学生研学、旅游体验等，村
里正在筹备提升杜布馆展陈、添
置简易纺织机等，助力做大杜布
文化的覆盖面，以“文”会友，打
响这一独特的村文化品牌。

而在独山港镇党委委员庄
羽帆看来，非遗杜布不仅是聚福
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载体，也有望
成为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从制
作过程到最终产品，一块‘老布
头’翻出了新花样，以文化‘邀
约’，将带来小村庄的文旅发展
新契机。”庄羽帆说，今年杜布系
列文创还有望走出国门，在更大
的平台展示魅力。

非遗杜布“活”起来 乡村生活“美”起来
文化特派员掀起“布语新潮”

■记者 徐玉霞

市体育中心场馆开放服务获肯定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体育场馆协会
2025年工作会上，平湖市体育中心入选2024年度
中国体育场馆开放服务类典型案例。这是继斩
获“浙江省优秀公共服务场（馆）奖”后，我市体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荣誉。

市体育中心包括体育馆、体育场和全民健身
中心三大场馆。2023年，我市对体育中心进行了
全面改扩建。在全民健身中心，新增800米空中智
慧跑道、篮球公园等设施；改造游泳馆灯光系统、天
然草足球场填砂补草，提升场地专业性；游泳馆、武
术馆、击剑馆等专业场馆进行了设施更新和功能拓
展，提升了场馆的承载能力和观赏性……

提升后的市体育中心在场馆开放服务方面
也全面优化，场馆日均开放时长达 17小时，年接
待市民超过 105万人次，充分满足了市民不同时
间段的健身需求。“我们除了提供延时增值服务
外，还会开展飞盘、游泳、网球等公益培训，举办
一系列公益性体育赛事。”市体育中心主任杨贤
林说，这些赛事丰富市体育中心业态的同时，也
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日均开放17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