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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纪亚千

【匠人名片】潘弟观，浙江龙
谦食品有限公司厂长

【一技之长】平湖糟蛋制作
【坚守故事】细数平湖特产，

糟蛋一定“榜上有名”。在前不
久的“与辉同行阅山河”浙江行
直播活动中，董宇辉对平湖糟蛋
赞不绝口，让平湖糟蛋在互联网
上的热度飞涨。

一个小小的糟蛋，挑、洗、
晒、酿、敲等七步制作法是精
髓。而在这背后，44年与蛋打交
道的“制蛋”工匠潘弟观，让这项
非遗工艺找到了新活力。

从门外汉到驾轻就熟，再到
推陈出新、开门授徒，64岁的潘

弟观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操持
起做糟蛋的事宜，依旧干劲十
足。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挑
选、晾晒鹅蛋，“传统的平湖糟蛋
是鸭蛋，前几年我们尝试了糟鹅
蛋，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最近鹅
蛋上市，我们正忙着备货。”潘弟
观一边介绍，一边忙着手中的工
序，清洗鹅蛋表层、观察蛋壳气
孔、区分大小分装……

20岁那年潘弟观到平湖食品
公司副食品厂工作，并开始学习制
作糟蛋手艺，当时师承了解放后本
地第一代糟蛋师傅徐志春，师父教
导之严厉至今让潘弟观印象深
刻。制作糟蛋的两个环节最难，分
别是酿酒和敲蛋。酒糟好不好直
接影响蛋的风味，根据发酵程度需
要不分日夜观察酿酒缸并进行调

整，而蛋敲得好不好，则影响糟制
过程。左手持蛋、右手持竹制敲
棒，找到合适“着力点”，手腕发力，
随着“啪”的一声脆响，蛋壳出现了
极其细微的裂缝。“这就是敲蛋，成
功的状态就是蛋壳破、里面的膜不
破，这样糟成的蛋才能蛋形不散、
蛋衣薄透。”潘弟观说，唯有蛋衣不
破才是成品蛋，才能售出好价钱，
蛋衣裂开的就“卖不起”价格了，而
大部分师傅的成品率在60%左右，
这也是过去自谋职业的糟蛋师傅
众多，后都经营不力、改弦更张的
原因。

1989年，随着企业改制，不少
技术工人开始自谋职业，也是从
那时候起，潘弟观“掌握”一缸糟
蛋从选蛋到成品的全过程。“刚开
始的时候年产量不到10万个，但

是每一枚蛋都是我亲自过手的。”
潘弟观说，每年近10万次的敲击
蛋壳、无数次半夜起来观察酿酒
缸的经历，是他奋力谋生的实践，
也是技术不断精进的“修行”。如
今，在潘弟观的技术指导下，他们
的工厂成品率最高可达 80%，而
他本人经过数百万次历练，最高
纪录的成品率超过90%。

现在潘弟观所在的工厂每
年要生产45万个糟蛋，一个人的
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按年
龄梯队，潘弟观在厂内挑选了 3
名徒弟，其中最年轻的沈智刚仅
31岁。开班收徒，潘弟观毫无保
留，他也懂得，唯有不断推陈出
新，这门非遗技艺才能更好传承
下去。近几年他们又研发了用
鹌鹑蛋、鹅蛋来制作糟蛋，也在

传统工艺基础上创新制作了“桂
花蛋”“茉莉蛋”，他希望传统美
食能走向现代化，贴近年轻人的
饮食口味。

随着潘弟观等一批糟蛋师
傅的守正创新，新老消费者蜂拥
而至，平湖糟蛋的春天悄然而
来。如今，潘弟观一年要酿 2次
酒，以保证一年四季有糟蛋供应
市场，而每年酿酒的2个月里，他
依旧会不分日夜守着120口大酒
缸。“所谓匠人，就是将一件本就
不简单的事情一丝不苟地做到
极致，这大概就是我师父一直说
的‘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吧。”潘
弟观说，当有一天糟蛋也成为徒
弟们不能割舍的技艺追求，他也
就完成了传承的使命，平湖糟蛋
的复兴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匠心创造奇迹

44年“精制”天下第一蛋

移风易俗
倡树新风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陆燕萍 徐冰艳

本报讯 走进独山港镇衙
前村，平整的柏油马路穿村而
过，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错落有
致的农家小院自成风景，盐船河
公园墙面上，“诗歌描绘生活，文
明点亮乡村”的标语格外醒目。

衙前村地处独山港镇东北
部，耕地面积 4950亩，户籍人口
4039人。曾经，这里房前屋后杂
物堆积，线路杂乱如麻。如今，
这座以农业为主、老龄人口居多
的村庄，已先后荣获浙江省善治

示范村、浙江省A级景区村庄、嘉
兴市文明村、嘉兴市生态村等多
项荣誉。

从环境短板村到示范样板
村，衙前村如何实现华丽转身？

“党建引领是核心，‘全域秀美’
建设是抓手，我们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衙前村党委副书记朱仁佳道出
关键。

环境是村庄发展的根基。
为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
极性，衙前村借助独山港镇“治
惠富”微信小程序平台，组建由
村干部、党员代表构成的考评

组，每月开展巡查，并将检查情
况实时拍照上传。平台依据垃
圾分类的收集率、参与率、正确
率，自动进行积分奖惩。村民可
用积分兑换日用品，积分靠前的
家庭还能获评“最美庭院”“优美
庭院示范户”等荣誉。“每月攒的
积分能换大米、牙刷和杯子等生
活用品，实惠又实用。”村民黄大
爷笑着说，积分制让大家既有参
与感，又有获得感，如今家家户
户都争着为村庄环境出力。

线路整治是衙前村环境提
升的另一大亮点。过去，村道两
侧电线、网线纵横交错，犹如“蜘

蛛网”。衙前村将“飞线治理”列
为重点工程，通过套管规整、捆
扎固定等方式，让凌乱的飞线变
得整齐有序。如今抬头仰望，天
空开阔清爽，安全隐患得以消
除，村庄颜值也大幅提升。

硬件环境改善的同时，文化
内涵的注入同样重要。衙前村
深挖“诗歌”文化底蕴，在盐船河
两岸打造诗歌主题公园。漫步
其间，“诗意人生，从乡村起步”

“让诗歌成为生活的阳光”等优
美诗句，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
诗意氛围浸润下，村民素质逐步
提高，“好媳妇”“好婆婆”“好儿

女”等身边榜样不断涌现，村民
从“要我文明”转变为“我要文
明”，文明乡风越发浓厚。

衙前村还盘活闲置资源，将
废弃荒地改造成口袋公园，对闲
置农具进行创意改造，将其打造
成乡村特色景观小品，实现村庄

“面子”与“里子”兼具。“环境美
了，民心聚了，大家的幸福感也
更强了。”朱仁佳说。

诗韵衙前 文明向前

遗失声明
●朱连根（身份证号：330422195512264819）遗失安置房
源为中山花苑 31幢 1单元 1702室的嘉兴港区农村房屋
拆迁安置协议书1份，协议编号：020705040.2，声明作废。
●冯水良遗失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金
证，股金证账号：701000000069394，股金证凭证号码：
751565，声明作废。

■记者 陶佳敏 通讯员 富润辉

本报讯 近日，全市73家农资店内的智慧农
资一体机完成了整体更新，市供销社（农合联）对其
硬件更新与软件优化提供全额补贴，实现了农资店

“零成本”升级，极大提升了农资购销服务体验，为
农资流通安全提供了更有力的监管溯源保障。

走进平湖市宇美农资经营有限公司镇北
经营部，柜台上摆放的新一代智慧农资一体机
格外引人注目。一农民拿着农资商品来到一
体机前，老板徐林珍用新配备的扫码枪对准商
品的二维码轻轻一扫，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了商
品信息，随后点击“一键结账”，整个过程快速
又流畅。“升级后的一体机用起来太方便了，以
前老机器老是卡顿，客户等得不耐烦，现在几
秒钟就能完成交易，大家都满意。而且数据管
理也更轻松，对店里的经营有很大帮助。”徐林
珍说。

早在2019年，我市就启动了“金服在线”平台
建设，在全市农资门店部署试用“人脸识别”农资
一体机，为农药实名制和农废回收工作找到了数
字化解决方案，实现了农资进货、销售、使用、回
收闭环管理，保障了农资流向可追溯，有力推动
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安全。然而，由于经年累月的
使用，原农资一体机已普遍存在硬件老化、数据
饱和、运行效率低等状况，部分设备因系统卡顿，
导致实名认证、数据上传等功能延迟，这不仅影
响了农户的购药体验，也导致门店的经营管理效
率变低。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结合全国‘绿色农
资’升级行动试点及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先行引
领试点工作部署，于去年年底启动了新一代智慧
农资一体机‘换新行动’。”平湖市供销社（农合
联）党委委员、副主任钟鸣说。

升级后的新一代智慧农资一体机在功能上
有了显著提升，新系统优化了农药实名制和农废
回收的数据处理能力，确保数据的实时上传与精
准记录，进一步完善了农资流通的闭环管理。

农资监管更智慧
我市智慧农资一体机全面升级

本报讯 日前，《2025 年平
湖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五大突
破行动实施方案》出台，将以全
省服务业“百千万”工程和嘉兴
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级扩容
工程为引领，锚定五大总体目
标，突破五大重点领域，攻坚五
大重点工程，着力构建品质更
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
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的

“五个更”现代服务业新体系。
五大重点领域，具体包括推

动现代物贸提质突破、推动软件
信息跨越突破、推动文旅消费扩
容突破、推动知识服务创新突

破、推动房地产业转型突破，并
明确了具体的突破抓手。软件
信息，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赛道，也是此次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重点发展的五大领域之
一。在软件信息高质量发展方
面，我市将聚焦深化数字服务业
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通过加速布局人工智能、着力发
展平台服务、重点引育工业软件
等方面，加快形成长三角智能算
力产业集聚高地，全力打造我省
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
区。文旅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
增长的有力助手，也是增添城市
活力的重要载体。在推动文旅
消费扩容突破方面，我市将充分
挖掘平湖文旅资源和潜力，持续

招引打造标杆文旅项目，实施浙
沪文旅联动发展机制，进一步创
新发展文旅产业、品质发展健康
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擦亮

“诗画平湖”金名片。再比如，在
推动现代物贸发展方面，将通过
做大做强临港物贸、加快发展新
型物贸、提质发展数字物贸等组
合拳，实现物贸与产业联动发
展，依托港口资源和产业集聚优
势，全力打造长三角海河联运枢
纽中心、跨境电商产业高地。

五大重点领域全面发力，将进
一步优化调整我市服务业产业结
构，推动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进步、迈上新台阶。全面提升
服务业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绿
色化、国际化水平，不仅要行有方

向、更要干有抓手。为此，我市将
重点实施招商引资提质增量、创新
平台谋划建设、企业主体培育壮
大、创新人才引育集聚、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五大工程。招商引资，是
源头活水，这也是我市实施招商引
资提质增量的初衷。我市将秉持

“发展第一要务，招商第一要事”的
理念，锚定现代物贸（互联网服
务）、软件信息（人工智能）和文化
旅游三条产业链，建立“产业链图
谱+目标企业库”，锁定龙头企业，
开展精准对接。企业，是创新主
体，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
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实施企
业主体培育壮大工程，将邀请行业
专家、机关工作人员培训业务知
识、讲解政策细则，加快赋能培育

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做优做
强。在打造创新领军企业方面，将
制定领军企业培育名单，全力引导
服务业企业提升品牌竞争力，推动
企业加快向规模化、链条化、品牌
化发展。

围绕《实施方案》，我市制定
了《2025年五大突破行动重点任
务清单》《2025年服务业五大突
破领域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推进
表》，以“五个更”现代服务业新
体系为抓手，全力引领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

■记 者 胡佳英
通讯员 王喜燕

突破五大重点领域 攻坚五大重点工程

平湖推动服务业向平湖推动服务业向““高高””而进而进

近日，在新仓镇中华圩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正火热推进中。截至目前，该圩区基础建设已经完成，预计7月可进行基础
防汛工作。

■摄影 王 强 陈明远

水“利”全开

■通讯员 沈文文 张圆健 记者 钱澄蓉

本报讯 昨天一早，国网平湖市供电公司对
全市污水管网、泵站等设施进行了一次“大排查、
大维护、大疏通”，确保污水管网通畅、安全，确保
平稳度汛。

进入汛期后，各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行变得尤
为重要。巡检人员首先来到了市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此处的污水泵站作为平湖市排水系统的核
心枢纽，日均处理污水量达5万吨，承担着提升输
送、防涝排险、防止倒流等关键职能。“污水泵站
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对电力供应的稳
定性提出极高要求。”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为此，市供电公司将污水处理泵站列
为“一类重点保障用户”，建立“一站一策”服务档
案，通过“月度巡检＋季度评估＋年度升级”的三
级运维机制，确保相关设备“零缺陷”运行。

“此次特巡工作一方面是对电气设备的安全
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是对配电房内部环
境进行检查，确保电缆沟无积水、配电房内无杂
物堆放、管道封堵完好等。”当天参与巡检的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盛国说，此次特巡维护中还对多
个污水管网枢纽设施建立“一站一策”服务档案，
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污水管网与泵站存在的用
电风险与隐患，确保设备用电安全，保障全市污
水管网稳定运行。

“一站一策”织密防汛安全网

擦亮文博品牌
赋能城市发展

（上接1版）
围绕市民不断升级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充分整
合馆内资源，挖掘功能价值，创新公共服务。通
过有特质的宣传推介、有特色的主题活动、有内
涵的文化表达，让博物馆有风景更有风韵、有观
感更有情感，不断强化市民的价值认同。同时，
将历史文化与新潮艺术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有创
意的打开方式，不断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
景，让市民的参与面更广、互动性更强、沉浸式体
验更足。

要拥抱新时代，向科技借力，用数字赋能，在
创新中展现博物馆更大作为。这几年，市博物馆
重视数字化建设，基本实现了藏品数字化、展览
虚拟化、讲解自助化。下一步，要充分运用人工
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沉
浸式观展体验，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
让博物馆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功效。

一个博物馆，便是一座城市的自传，蕴含着
不可磨灭的城市气质和城市精神。期待平湖持
续挖掘博物馆力量，提升博物馆功能，把文博品
牌塑造成城市最强IP，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带动文
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质动能、助力城市服
务型消费经济增长的流量入口、激发文化与经济

“翩跹双舞”的灵动音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