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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记 者 戴绯绯
通讯员 金玲娣

本报讯 近日，2025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浙江主会场活动
在平湖市博物馆开幕。活动中，
平湖派琵琶传承人黎庆慧老师携
平湖市老年大学琵琶班的学员
们，以一曲平湖派琵琶向现场观
众展示了平湖非遗魅力，她们以
优雅大方的姿态拨响了传统音乐
在守正创新中的时代新声。

演出结束后，平湖市老年大
学琵琶特色班的班级微信群里也
炸开了锅，学员们分享着演出的
照片、感谢着老师的教导，也点赞
着各自的表现。黎庆慧是平湖市
老年大学琵琶班的授课老师，也
是平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中心主任及平湖派琵琶第十代
传承人。就在前不久，学员们还
惊喜地发现，黎老师携团队在嘉

兴子城遗址公园以一曲《小霓裳
曲》惊艳亮相了董宇辉“与辉同
行”直播间。“近年来，借着非遗文
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以及各
种公益类型的文化艺术节活动，
我们通过教学、表演等形式不断
激发普通群众对非遗文化的兴
趣。老中青三代人传承有序，才
能更好地助力平湖派琵琶艺术全
面普及。”说起参与平湖派琵琶培
训学员人数的逐年递增，黎庆慧
内心十分欣喜。

为弘扬平湖非遗文化，平湖
市老年大学倾情打造多个老年
人喜闻乐见的课程，让老年学员
在寓教于乐中成为非遗文化的
学习者、传播者和守护者。不久
前的“传承匠心 品味糟香”平湖
糟蛋制作公益课，20个名额一上
线就被火速抢空。课程邀请了
资深平湖糟蛋制作技艺传承人
潘弟观授课，学员们纷纷化身

“非遗”体验官，不仅亲身体验了
平湖糟蛋的传统技艺，更增进了
对平湖非遗文化故事的了解，增
强了文化自信。接下来，平湖市
老年大学将持续开设丰富多彩
的公益课堂，推出更多沉浸式文
化体验活动，让传统文化和现代
科技接续飞入银龄课堂，赋能老
年教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平
湖市老年大学录制的《平湖派琵
琶基础教学课程》《当湖十局入
门：围棋经典对局的初步探索》
《品味传承——平湖糟蛋制作技
艺》《平湖西瓜灯雕刻》《平湖钹
子书》等多门非遗课程被浙江省
云上老年大学平台录用。

一直以来，教师都是学校发展
的核心力量。平湖市老年大学依
托优质教师资源，广泛聘请各领域
专家学者担任授课教师，注重名师
队伍的培育建设，组建了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热爱老年教育事

业的名师队伍。这些教师不仅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
经验，还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学习特
点和需求，能够运用生动有趣、通
俗易懂的教学方法，激发老年人的
学习热情，提升教学效果。同时，
为了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创新，
今年还制定了《平湖市老年大学
管理服务中心外聘教师综合评价
激励实施办法（试行）》，全面、客
观地评价教师教学质量，激励教
师不断追求卓越。“在这份实施办
法中，我们综合学员评价、教师自
评、学校考评等多维度反馈分，按
占比最终折算赋分，突出学员评
价权重。教师最终评定的年度综
合评价等次将作为其他类评选及
续聘评价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
调动了广大外聘教师工作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平湖市老
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燕

介绍，在良好的教学氛围和激励
机制下，学校名师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当前，随着我市人口老龄化
趋于新常态，老年人精神文化需
求快速增长升级。平湖市老年大
学通过不断优化师资力量，不仅
提升了老年教育质量与水平，更
充分展现了“银发一族”良好的精
神风貌，增强了学员们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感，有力地推动了各项
文化事业在金平湖的“生根发
芽”。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推
出更多契合老年人兴趣爱好与学
习需求的精品课程，让每一位老
年人都能在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
的学习天地里，真切体悟“老有所
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的美好愿景，在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征程中，共同书写老年教育
与文化传承的辉煌篇章。

聚焦名师建设 聚力非遗传承

平湖市老年大学银发追光传承本土文化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郑凯欣

【匠人名片】徐仁法，平湖非
遗（杜做酒）代表性传承人

【一技之长】酿造杜做酒
【坚守故事】推开钟埭街道钟

埭村徐仁法家的大门，一口需两
三人合抱的陶制酒缸映入眼
帘。作为平湖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杜做酒代表性传承人，这口
陶制酒缸已经陪伴他走过了六
十多载。虽已年过八旬，但说起
杜做酒，徐仁法的脸上总会洋溢
自豪的光彩。六十多年来，徐仁
法用双手守护着这门古老的酿
造技艺，让传统米酒的醇香在时

光中愈发浓郁。
在大酒缸的不远处，还有数

十个盖着棉毯的小酒瓮整齐排
列，隐约飘散出清甜的酒香。“现
在天气热，还没开始酿酒，大缸也
就空着。”徐仁法告诉记者，酿造
杜做酒的最佳时间是农历十月至
次年三月，而这些小酒瓮体积小，
利于保存，里面装着的正是今年
年初新酿的杜做酒。“等有朋友
来，或者老客户上门的时候我就
把它们拿出来。”徐仁法笑着说。
杜做酒的香气，早已融入徐仁法
的生命记忆，而他与这门技艺的
结缘，还要追溯到童年时光。

“那时村里家家会酿酒，我
从小闻着酒香长大。”蒸糯米的

雾气与发酵的酒香构成了徐仁
法最难忘的童年味道。因为对
酒的热爱，1963年，20岁的徐仁
法正式随父亲学艺，三年后“出
师”，独自扛起酿酒担子。

虽酿酒人多，但每个人的味
道总有些许区别。“那个时候酿
的酒都是自己喝，喝不掉的就送
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没想到
他们竟爱上了我的手艺。”徐仁
法说，后来找他买酒的人越来越
多，从此，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
三月，徐仁法家里酒坊陶缸列阵
的场景，成了半个多世纪不变的
风景。而经过几十年不断钻研、
改进配方，他的手艺愈加精湛。

“杜做酒的酿造一定要讲究

天时地利。”徐仁法将六十多年
的经验总结为“浸、烧、做、下、
沥”五步法，看似简单却暗藏玄
机。“酿酒就像照顾孩子，温度不
对就会‘生病’，即便补救也会影
响风味。”他解释道，木甑蒸饭的
火候、井水浸泡的时间、酒曲搅
拌的手法，每个细节都关乎最终
那口醇香的成败。特别是在杜
做酒发酵期间，需要时刻关注酒
醅状态，他会通过给酒缸“穿脱
衣服”增减保温层等方式来实现
控温。“任何一点温度的变化都
会影响成酒品质。”徐仁法说。

出于对杜做酒品质的极致追
求，即使是在机械化酿酒已成趋势
的现在，徐仁法仍坚持古法酿造。

“虽说现在的机器能控制恒温，但
一旦少了人手的感知，杜做酒的酒
魂也就没了。”时至今日，徐仁法依
然选用本地糯米，以土灶蒸煮，用
陶缸发酵，只有这些“老搭档”才能
酿出他记忆中的味道。

而令徐仁法欣慰的是，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传
统技艺。“现在我的儿子已经习得
我的手艺，也算将酿造技艺传承了
下去。”徐仁法说，此外，钟埭街道
不少学校的老师也联系到他，多次
组织学生来到酒坊学习。看着孩
子们围着酒缸好奇提问的场景，徐
仁法时常想起自己年少学艺的时
光，“有年轻人愿意了解老祖宗的
智慧，这酒香就断不了。”

□匠心创造奇迹

老手艺酿就岁月甜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顾江天

跨省消费投诉高效化解

本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新埭分局收到
一封来自上海消费者王先生的表扬信，对工作人
员高效化解跨省消费纠纷、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务
实作风表示感谢。

原来，上海的王先生此前通过电商平台在新
埭镇某洁具厂网店购买了一款淋浴房，使用不到
两年便出现漏水问题。王先生认为淋浴房应享
受五年质保，商家却以商品页面标注质保一年为
由拒绝免费维修。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王先生
向市市场监管局投诉。

接到投诉后，新埭分局立即启动消费纠纷
调处机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王先生取得联
系，详细了解情况，并立即启动调查程序，赴涉
事企业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认
真倾听双方诉求，仔细梳理事件脉络。面对王
先生与商家在质保期和维修事宜上的分歧，积
极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既向商家耐心讲解相关
政策法规，又向王先生说明企业实际困难。经
过多轮耐心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由商
家提供维修服务，消费者承担 50%维修费用。
这一结果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可，王先生特意
发来表扬信对新埭分局工作人员的优质、高效
服务点赞。

这起纠纷的成功调解，得益于新埭分局近年
来积极探索长三角地区消费维权协作新模式，推
行“陆稼书无讼理念”消费纠纷调处机制。该机
制通过快速响应、专业调解和多元协商，有效提
升了消费维权效能，保障了消费者权益，规范了
市场秩序。

趣学“分类”

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近日，在独山港镇聚福村运港文化礼堂，辖区
内的环卫工人一起参与到垃圾分类趣味游戏
中，在体验中加深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度，
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

■摄影 王 强 徐冰艳 张丹燕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陈明远

本报讯 昨天，在新仓镇友
联村文化礼堂内，瓜果的香气和
村民们的笑脸相映成趣。首届
瓜果季的举办，让大家因瓜果而
兴致盎然，微型瓜果市场上，看
瓜、品瓜、买瓜的村民络绎不绝，

“友个呱”IP形象等文创产品也
深受欢迎。

在瓜果季上首次亮相的友
联“友个呱”IP形象，包括“西西”

“哈哈”“甜甜”“蜜蜜”，分别代表

了友联村特色农产品中的西瓜、
哈密瓜、甜瓜、青皮绿肉瓜，独具
特色的形象设计，见证着友联村
西甜瓜产业发展的新活力。友
联村是西甜瓜种植大村，悠久的
种植历史和大规模的种植面积，
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西甜瓜种
植氛围。目前村里每年西甜瓜
的种植面积达百亩，友联村的西
甜瓜产业链正欣欣向荣。

“我们希望依托瓜果季活
动，进一步打响友联‘友个呱’

‘友好呱’产业品牌，让友联村的
瓜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我

们的‘呱呱梦’。”友联村党委书
记俞玲凤说，他们将从“种瓜”

“卖瓜”“品瓜”三个维度发力，让
“呱呱梦”更可感可及。

首届瓜果季活动的举办，其
重要意义更在于激活西甜瓜产业
的活力。当天举行的友联村“瓜
果共富”结对仪式，就是助力西甜
瓜产业实现种子共富、技术共富、
合作共富和资源共富的创新实
践。“我们希望以这种模式深化

‘新仓经验’合作内涵，推动多方
共赢。”俞玲凤说。在“种瓜”上，
友联村盘活现有土地资源，与新

农人共同探索“绿色粮食”+“特色
果蔬”相结合的农业产业新模式，
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精
品西甜瓜”果蔬共富基地，以点带
面帮助村民持续引进和不断拓展
各类特色农产品。实现瓜果共
富，友联村还与新农人共同发力，
由村出资建设共富大棚，依托新
农人徐明形成“扶持一个，带动一
片”的辐射效应，助力全村西甜瓜
产业全面升级。

友联“友好呱”，更要“卖好
瓜”。今年，友联村联合返乡青
年共同成立平湖联心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聘请专业运营团队，
进一步打响友联“友好呱”品牌，
推动西甜瓜产业迈入“品牌化、
市场化、产业化”的新阶段。“友
好呱”共富门市也于 5月 1日开
张试营业，到目前已带动西甜瓜
销售上万斤，销售额5万元以上，
帮助村民增收4.5万多元。

发展特色农业的最终目的就
是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品瓜”就
是要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我们
将回购高品质农产品，再统一品
牌销售，并畅通销售渠道，让好产
品不愁卖。”俞玲凤说。

村里办起村里办起““瓜果季瓜果季”” 友联共富友联共富““友好呱友好呱””

■记者 林旭东 通讯员 徐佳丽 张雪明

本报讯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旅游
院校服务技能（饭店服务）大赛中，平湖学子贾尚
鹏、肖博文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临场发
挥，分别斩获中职组客房服务赛项一等奖和中餐
服务赛项二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是我国旅游教育领域规模最
大、影响力最强的品牌赛事之一。“能在国家级舞
台展示专业技能并有所收获，我感到无比自豪，
这是对我们所有努力的最好肯定。”斩获一等奖
的贾尚鹏难掩激动之情。两位选手均来自嘉兴
市交通学校旅游专业，接到参赛通知后，学校迅
速组建专业指导团队，科学制定备赛方案，师生
围绕专业理论、英语应用和实操技能开展高强
度、系统化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水平
和素养。

近年来，我市在职业教育中持续强化“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理念，将技能大赛深度融入
日常教学，为学生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通过
赛事锤炼，学生们不仅提升了专业技能，更培
养出了勇于竞争、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职业
精神。

平湖学子国赛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曹桥街道居民林先生因轻信
短视频平台上所谓“彩票预测大师”的谎言，被骗
走 1600余元。所幸警方迅速破案，为其追回损
失。

林先生平时喜欢购买彩票，前段时间在刷短
视频时，偶然发现一名自称“彩票预测大师”的博
主。该博主常在开奖后发布视频，展示多张“中
奖彩票”，并宣称能帮助粉丝预测下一期号码。
林先生心动不已，主动联系对方。“大师”表示，只
需缴纳一定的“报名费”，就能提供“精准中奖号
码”。

抱着“以小搏大”的心理，林先生支付了费
用，并按对方推荐的号码购买了彩票，结果分文
未中。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即向市公安局曹桥派
出所报警。

警方调查发现，所谓的“大师”实为海南籍男
子陈某某。其作案手法并不复杂：在每期彩票开
奖后，他私下打印已公布的中奖号码，伪造“中奖
彩票”并拍照录制视频，营造出“精准预测”的假
象，以此吸引受害人付费。经查，自去年 10月底
以来，陈某某通过该手法骗取多名受害人，涉案
金额达2万余元。

目前，警方已赴海南将陈某某抓获归案，并
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警方已为林先生返还全部损失，其他受
害人的返赃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彩票是概率游戏，根本不存在‘预测中奖号
码’的可能，此类骗局利用受害人‘一夜暴富’的
心理，先以虚假宣传引流，再以‘会员费’‘保证
金’等名义敛财。”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
民，购买彩票须理性，切勿轻信“内部消息”“技术
预测”等，如遇
类似情况，请
保留证据并及
时报警,谨防
上当受骗。

■记者 张宇青

相信彩票预测被骗钱财
警方跨省抓捕追回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