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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记者 王茹彤 通讯员 陆晓平

本报讯 5月 16日下午，2025沪浙毗邻地区
西瓜擂台赛举行。来自浙江与上海两地的瓜农
和农业专家齐聚一堂，从 47个参赛样品、10个西
瓜品种中评选出13个“金奖”，其中我市当湖街道
金家村杨仙亮的早佳 8424、美都，新仓镇农绿家
庭农场的天露小佳黄斩获金奖。

今年是我市和上海市金山区联合举办的第
六届西瓜擂台赛，以赛为媒，两地的瓜农有了更
多的交流学习机会。去年成功实现平湖天露彩
虹西瓜上海种，今年上海市金山区的小皇冠西瓜
实现了平湖种，平湖、金山两地通过优质西瓜资
源共享，共同打造长三角高品质西瓜高地。

本次西瓜擂台赛还评选出了2个“特色奖”、2
个“风味奖”、2个“最受欢迎奖”，由现场观赛人员
对所有参赛样品进行品鉴投票，平湖市绿野果蔬
专业合作社的马铃瓜获得“特色奖”，平湖市天露
西瓜研究所的天露 3号获得“风味奖”，平湖市雅
芯家庭农场的早佳8424获得“最受欢迎奖”。

为进一步促进平湖和金山西瓜产业的协作
交流，5月 17日，平湖西瓜还受邀参加了“2025金
山小皇冠西瓜节”，向上海市民展示了平湖西瓜
的独特魅力。

浙沪西瓜同台“打擂”
平湖西瓜获好评

昨天，在独山港镇一葡萄园内，工
作人员在为葡萄疏果修枝。当前正是
葡萄疏果管护的关键期，通过合理疏
果，可减少树体养分消耗，提升果实坐
果率。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张丹燕

人勤盼丰收

■谢付良

近日，市总工会“‘八个联’推动‘小三级’十
五分钟职工文化服务圈建设”等三个案例入选
2025年一季度全省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服
务职工是各级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此次三个案
例在全省创新领先，就是市总工会持续加强工会服
务阵地体系建设，打造工会服务品牌的缩影。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仅要有速度，更要有温
度。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成为保障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
年，市总工会坚持职工群众在哪里，工会驿站就
建到哪里的原则，在车站、广场、商场、住宅小区
等附近建起了140家工会“驿站”，实现城市核心
区“15分钟服务圈”，解决了户外劳动者在饮水、
就餐、避雨防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一座座小小“驿站”的设立，背后体现的是党
和政府对群众冷暖的牵挂，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从“提供热水、充电、休息”
到“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权益保障”，服务形式在
不断拓展，功能内涵在持续丰富。更重要的是，
架起了社会关爱与基层治理的桥梁，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传递到千千万万劳动者心中。

服务不是一时的“送温暖”，而应成为制度
化、常态化的保障。这就需要各级工会用心用情
建设好、运营好工会驿站，引导各类用工单位、社
会组织、爱心企业广泛参与，凝聚合力，共建共
享。这方面，市总工会通过创新工会驿站“公益
众筹+自治运营”模式，超过80%的驿站是多方筹
措、认领共建而成。今年还创新建立了“驿·站
长”制度，引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由“管理变量”
成为“治理增量”，实现工会驿站从“服务港湾”向

“治理枢纽”“发展平台”的延伸。
延伸职工服务范围、关爱户外劳动者、培

育专业化工会干部队伍……市总工会正以一
条条务实举措，织密服务网络 、提升服务质
效。期待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健全制度体系，培
育特色品牌，持续做优亮点，着力将工会各类
服务阵地打造成联系职工的“连心桥”、服务职
工的“主窗口”、展示城市文明的“温暖坐标”，
推 动 新 时 代
工 运 事 业 创
新发展，也为
城 市 增 添 更
多温暖色彩。

工会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纪亚千

【匠人名片】陈青华，平湖非
遗（圆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一技之长】圆作技艺
【坚守故事】走进林埭镇陈

青华工作室，檀香裹挟着刨花
木屑的古朴气味扑面而来，54
岁的陈青华正手持刻刀，专注
地在木料上雕琢。木屑簌簌落
在深蓝色围裙上，随着手腕翻
转，一个精巧的莲花挂饰逐渐
成型，这是她耗时三天打磨的
作品，也是她与圆作技艺相伴
二十载的缩影。

21世纪初，陈青华还在服装
厂工作，每日与布料打交道的生
活虽然安稳，却总让她觉得“心浮
气躁”。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市

非遗中心正招募圆作志愿者，因
为父亲和哥哥都是木工，从小耳
濡目染的她，对木头有着特殊的
亲切感，于是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第一次磨锯齿就磨了一整
晚，手都磨破了还是舍不得放
下。”陈青华回忆自己第一次上
课，用3个晚上制作了一把梳子，
让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尝到
了其中的乐趣。

而后的一段时间，她只要有
空就去学圆作，并向嘉兴非物质
文化遗产圆作技艺传承人姚祖
观拜师，执着的她从非遗中心

“追”到其工作室。32岁那一年，
陈青华辞去工作，成为木工坊里
的一名学徒，开始追寻新的梦
想。此后，她开启了学徒生活，
每天上午8点整准时出现在姚祖
观面前，从零开始学选料、画线、

锯料等工序。
为了记住复杂的步骤，她每

晚回家后都会整理笔记，“竹针
角度 45度”“桶底弧度需与桶身
误差要小于 0.1毫米”“西瓜桶要
用弯板”……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每一样工
艺品的制作要点，字里行间还贴
着自己画的示意图。

“木头有年轮，手艺有传承。
刻的是木纹，磨的是人心。”陈青
华说，其实圆作技艺中最难的当
属做木桶时要确保桶底与桶体紧
密嵌合，这项工序要求木片严丝
合缝，稍有偏差就会漏水。为了
练出手感，她每天在师傅家对着
木料反复打磨，回家后又用废木
料模拟练习，指尖常常被木刺划
破，结出一层又一层老茧。

为了能全身心投入圆作技

艺，2018年陈青华创立了自己的
工作室，也开启了圆作技艺的

“破圈”之路。传统圆作以盆、桶
等实用木器为主，但她意识到当
工业制品替代手工，老手艺就得
靠“颜值”和“故事”出圈。于是，
她将目光投向年轻人，不断推出
小猫造型木梳、镂空莲花挂饰、银
杏车挂等新品，这些融合传统工
艺与现代设计的物件，让古老的
圆作技艺焕发出青春气息。

在创新器物的同时，陈青华
也将传承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
群。她带领周边妇女、低收入姐
妹和残疾人志愿者学习圆作技
能，利用空闲时间进行手工制作，
再通过各种公益市集和网上销售
来增加经济收入，从而实现抱团
共富。至今，她的公益课堂已开
展600余场，惠及2万余人次。

陈青华非常看重“传承”。
如今，她已经是 3所学校的非遗
导师。走进校园，是她工作的
一部分。为了让孩子们知道这
背后的文化魅力，陈青华每节
课都会先讲圆作历史，再让孩
子们动手。“我想让他们知道，
手里的木梳不是普通手工，而
是千年文化的载体。”陈青华
说。在课堂上，孩子们握着自
己打磨的木梳，眼中闪烁的好
奇 与 欣 喜 ，正 是 她 最 珍 视 的

“传承火种”。
从景乐步行街的“梳子女

王”摊位，到年销百万的非遗品
牌，陈青华用近20年时间完成的，
不仅是技艺的蜕变，更是对“传
承”二字的重新定义，让老手艺
像树一样，根扎进传统的土壤，枝
叶伸向新时代的阳光。

□匠心创造奇迹

在木头年轮里刻下新故事

本报讯 5月 16日下午，以“吃动平衡 健康
体重 全民行动”为主题的2025年嘉兴市全民营养
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活动现场，飘来阵阵诱人香气，百余名市民正
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特制的营养午餐。金黄的咖喱
汁包裹着鲜嫩的食材，不仅色香味俱全，更藏着精
心搭配的健康密码。“饭软糯适口，搭配新鲜的西兰
花和小番茄，我们老年人吃着正合适。”市民张丽珍
一边享用，一边竖起大拇指点赞。游戏区前，健康
套圈、膳食宝塔层层乐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
参与。健康“艺”起来作为我市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2025年度品牌项目，当天通过快板、情景剧、脱口
秀等形式多样的表演为市民传递健康理念。

这场寓教于乐的“健康派对”，让营养知识像
种子一样，在欢声笑语中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
今年的全民营养周期间，我市还开展了食育专题
游学营和食育研学等活动。在东湖中学，来自全
国各地的 20余名学校食育工坊负责人与同学开
启了半日食育体验活动；而在浙江好侍食品有限
公司，1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生产车间，进行了一
场关于均衡营养与食品安全的奇妙体验，进一步
探索社会化食育推广新途径。

向着健康出发
全民营养周传播健康理念

■记者 徐玉霞 通讯员 沈思凡 赵勤仙

遗失声明
●俞勤良（身份证号：330422196111274834）遗失安置房
源为长丰花苑小区南区 6幢 1单元 501室的嘉兴港区开
发区农房拆迁安置房结算协议书 1份，协议编号：KFS
（2005）112号，声明作废。
●钱振宇（身份证号：330482200807270319）遗失安置房源
为天妃苑桂圆坊86幢2单元201室的嘉兴港区农村房屋拆
迁安置协议书1份，协议编号：020824085.1，声明作废。
●平湖市乐中乐童车厂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讯 现场布置就地取
材，天然草坪化身婚礼舞台，农
场种植的花朵随意装点；没有婚
礼常见的“四大金刚”，有的是上
场助阵的亲朋好友和接二连三
的祝福……上周六，在广陈镇龙
萌湾嗨谷农场，一场别具一格的
草坪婚礼浪漫上演。没有华丽
的装饰，没有繁复的排场，简约
却不简单。

这场婚礼的主角，是来自湖
北的新娘张雅欣和本地新郎姜
润杰。作为嘉兴市首位入职国
企的女博士，张雅欣一年前在市

人力社保局举办的品牌联谊系
列活动中与姜润杰相知相恋。

“我们两个一直不喜欢传统婚礼
的复杂流程，加上之前也看到过
平湖有人简办婚礼，便萌生了同
样的念头。”谈及婚礼形式的选
择，张雅欣很有想法。

其实，这场婚礼从一开始就
彰显着简约特色。相较于传统
的堵门、接亲游戏、上车仪式等，
张雅欣选择省去了这些接亲环
节，直接从龙湖·春江天玺高品
质人才公寓出发，5分钟的车程
便抵达了男方家中。她为公婆
敬上一杯热茶，完成改口仪式
后，便一同前往婚礼现场。婚宴

的安排上，也将地点定在平湖的
美丽乡村中，午宴共设 20桌，选
用的都是农场自种食材，菜品精
心搭配，避免浪费。“省去了一些
环节，不仅减少了经济负担，更
是希望能凸显婚礼的真正意
义。”张雅欣说。

婚礼筹备过程中，亲朋好友
的支持也让这场简约婚礼充满温
度。新娘的朋友们主动帮忙布置
场地；朋友主动“拼凑”接亲车队，
司机也是自家亲戚；湖北老乡李
尚森发挥配音特长，担任婚礼主
持人；同住在人才公寓的郭建侃
博士作为证婚人送上祝福；连当
初为两人牵线搭桥的联谊活动工

作人员，也作为“红娘”上台见证
幸福时刻。“这场婚礼形式虽然简
约，但处处都是爱的表达，让人倍
感温暖。”李尚森说。

最令人惊喜的是，同住在人
才公寓的博士团还为新人送上了
一份同样简约却极有意义的礼
物。“珠联璧合，百年好合”“愿你
们携手并进，像科研一样严谨，像
爱情一样浪漫”“祝张博小姜新婚
大喜、举案齐眉、永结同心”……
一张用AI画出的新郎新娘卡通形
象的贺卡，上面写满真挚祝福，为
婚礼增添了别样浪漫。

“我们更应该看重婚礼的意
义，婚礼是向亲朋好友宣告我们

的幸福，也是一个与大家相聚的
契机。”张雅欣说。午宴结束后，
张雅欣换上便装，与亲友们围坐
品茶聊天。夜幕降临，农场燃起
篝火，大家载歌载舞，欢声笑语
回荡在夜空中。

“这场婚礼不仅是一对新人
携手一生的浪漫开端，更是我市
推进婚俗改革、树立文明新风的
典型范本，有助于推动清新而不
失内涵的婚礼潮流蔚然成风。”市
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长马
国强说，婚礼虽然没有奢华排场、
没有隆重的仪式，却以最质朴的
方式，诠释了爱情与婚姻的真谛，
这也是文明新风的应有之义。

■记者 陶佳敏

女博士的乡村简约婚礼

本报讯 昨天是第15个“世
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活动主
题是“签约有感，健康可及”。居
民与家庭医生签约，签下的是一
份健康约定。近年来，我市的家
庭签约医生团队通过主动关心
签约居民健康状况、定期开展随
访工作、进行精准健康干预等，
将一纸协议转化为有行动、有温
度、有成效的健康守护，成为居
民信任的“健康守门人”。

“川英，你们家的体检报告
出来了，你的指标都好，你老公
的肾上有一点积水，这种情况以
前没发现过，近期需要去复查一

下原因……”昨天一早，钟埭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曹
引芳就来到了钟埭社区钟溪南
村的一户居民家中，为他们送去
刚刚出炉的体检报告。看到曹
引芳上门，女主人富川英迎了出
来，一一“汇报”家里人对慢性病
的管理情况。

富川英一家是钟埭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号家庭签约
医生团队的签约居民，而曹引芳
则是团队的医生。签约多年，对
于团队的服务，富川英一家都很
满意。“特别是我婆婆今年已经
93岁，身体不太好、行动不便，签
约医生会带着设备上门进行检
查。”富川英说，签约这些年他们
真实感受到身边有“医靠”。

曹引芳所在的家庭签约医
生团队共有 9名医护人员，与周
边5000多名群众达成签约，其中
有40%左右是需要日常随访的重
点人群。“承担签约服务 6年多，
我对这一片的签约居民都很熟
悉，大家对我们的团队也十分信
任。”曹引芳说，家庭签约医生承
担的工作不少，群众的健康是大
家共同的奋斗目标。

除了守护健康以外，不断提
升群众的健康意识也是家庭签
约医生的主要服务内容。曹桥
街道百寿村卫生室的医生沈婷
与 67岁的村民沈道英已签约多
年。2022年，沈道英因出现头晕
乏力等症状，到卫生室就诊，经过
测量她的舒张压高达 180mmHg，

沈婷立刻建议她前往上级医院
就诊。事后，沈婷不放心，多次
拨打沈道英的电话，因未接通，
于是下班后她“追”到其家中了
解后续治疗情况。

在沈婷的健康宣教下，沈
道英开始注重管理自己的身
体，学会看血压、血糖指标，也
开始关注日常饮食和锻炼。“有
一部分村民患有慢性病，但抗
拒长期服药，我要做的就是让
他们知道病症的危害性和服药
的重要性。”沈婷说，在她的签
约群众中，有她“追着”监测血
压三年，最终愿意按时服药的
案例，在一次次“说服”对方的
过程中，她感受到了“家庭签约
医生”的价值。

记者从市卫健局基层卫生
健康科了解到，如今我市有基层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 102个，团队
中有医共体专家59名、全科医生
307名、乡村医生 42名，还有护
士、公卫人员等一起参与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
签约群众 31.4万人，其中慢性病
患者、老年人、卧床病人等重点
人群签约数量为 23.7万人，重点
人群的签约率在90%以上。“家庭
签约医生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
为居民提供主动、连续、个性化
的健康管理。”市卫健局基层卫
生健康科负责人潘美娣表示，签
而有约、管而有效，这一服务正
在不断回应居民对健康的托付
与期待。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张妍蕾 朱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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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家庭医生签约团队达102个，签约群众31.4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