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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我市一大型商场外，平湖邮政分公司
举行的图书巡展活动吸引着市民阅读、打卡。据
悉，此次图书巡展共提供了1000多图书品种，内容
涉及幼儿绘本、国学历史、课外阅读等，丰富的图书
资源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摄影 王 强 刘欣怡

全民赴“阅”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整套房子装修下
来，省了 4 万多元，一家人都高
兴。”上周末，市民周先生家新装
修的房子，迎来了主卧“排床”，自
此宣告全屋装修完成。站在自己
121平方米的新房内，周先生难掩
喜悦之情，也对装修过程中享受
到的一系列政策赞不绝口。

周先生家的房子位于明湖雅
苑13幢，购置后一直未装修，一家
人与老人同住。考虑今后孩子上
学，去年，一家人商量着开始装
修，本来计划先进行初步装修，家

电、家具等晚些时候再考虑。就
在“硬装”即将结束的时候，周先
生了解到，我市启动了“旧房装
修、厨卫改造”补贴申请。根据
2024年的实施细则，2022年1月1
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国有土地上
住宅、集体土地上农村住宅，消费
者购买用于装修、改造施工的物
品和材料都可以享受补贴。

“我们细细研究了政策，装
修使用的地板、墙板、集成吊顶、
套装门、整体柜等都在补贴范围
内。”周先生回忆，于是他带着装
修公司开具的发票、购房合同、
社区证明等材料，前往市建设局
办理了补贴手续。最后根据“购

置价的 20%给予补贴、每套房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2万元”的原
则，获得了1.9万多元的补贴。

这笔补贴给全家人带来了
惊喜，但更惊喜的是，全品类国
补政策落地，又为周先生家的装
修带来了新利好。于是，装修公
司完工后，他决定将全部的装修
内容提上议程，一鼓作气开始选
购家电。大到冰箱、洗衣机、蒸
烤一体机，小到电磁炉、落地扇
等都享受到了国补政策真金白
银的“支持”，“一级能效家电享
受 20%补贴、二级能效或无能效
则享受 15%补贴，单款商品最高
补贴2000元。”周先生介绍，同一

款冰箱，他的同事早2个月购买，
没有享受到国补，相较之下，而
他家购置价格低了1500多元。

今年，周先生添置的各类家
具同样享受到了国补政策，这几
天装修全部完成，他细细算了一
笔账，这次装修最大的一笔就是
购买电冰箱的补贴、最小的一笔
是购买落地扇补了54元，前前后
后省下了4万多元。望着现代简
约风的新家，周先生感慨好政策
让“精打细算”的装修变成了“品
质升级”的生活。

据了解，眼下除了消费品国
补政策外，今年我市启动了新一
轮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

用物品材料购置补贴。政策规
定，2023年 1月 1日前竣工验收
合格的城镇住宅（有房产证的城
镇住宅目前无需提供竣工合格
时间，后台会自行判定）和 2023
年 1月 1日前竣工的集体土地上
农村住宅可以享受补贴。另外，
今年装修旧房的市民可在 2025
年 12月 31日前，通过官方微信
小程序，直接线上进行材料申报
和申请，补贴最高2万元，补贴申
领采用“先申领先得”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简化了申领
流程，取消了在线备案环节，保
障政策落地更为顺利，也让市民
更为便捷。

44万元万元““省省””出品质之家出品质之家
补贴政策惠民快享

■谢付良

我市“小落苏”主产地新仓
镇，通过科技赋能种植、文旅融合
推广及电商渠道拓展等举措，成
功将“小落苏”这一传统“土特产”
做成了年产值超千万元的特色产
业，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不久前，平湖“小落苏”成功上榜
省第四批名优“土特产”名单。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一条重要途径，着力做好“土
特产”文章，方能以产业振兴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我市依
托生态优势和农业基础，通过充
分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价值，持续
做大做好“土特产”文章，先后培

育形成了西瓜、芦笋、糟蛋以及双
孢菇等一批“国字号”、“省字号”
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名片”。

让更多“土特产”从“地方风
味”升级为“富民产业”，需要各
地在深挖“土”的资源、放大“特”
的优势、延伸“产”的链条等方面
持续发力，推动“土特产”从“深
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深挖“土”的资源，就是要在
“土”字上打品牌、谋出路。一方
水土孕育一方土产。无论是“天
下第一蛋”的平湖糟蛋，还是号称

“江南第一瓜”的平湖西瓜，抑或
是其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元朝末年
的新仓“小落苏”，平湖的“土特
产”都藏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

记忆、地方习俗。打响“土特产”
的品牌，就要深挖“土特产”背后
的多种价值内涵，通过文化加持、
品牌赋能，实现由“卖产品”向“卖
风景”“卖文化”的转变，在更大范
围的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更高的情
感共鸣，进而打开更大市场。

放大“特”的优势，就是要在
“特”字上求不同、抢商机。“特”
是一个地方的优势资源禀赋的
集中体现。因地制宜，突出特
点、特色，找到专属本地的产业，
是做好“土特产”文章的关键。
这就需要各地打破固有观念，以
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以产业化
思维发展农业、以市场化手段运
营产品，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上下硬功夫，实现“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真正让“土特产”在市场上
焕发朝气、抢得商机。

延伸“产”的链条，就是要在
“产”字上下功夫、促发展。要通
过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引入从
播种育苗、生产加工、产业服务、
电商平台等各类主体融入，推动
精深加工规模化、特色化和一二
三产业融合化发展，形成产业集
群、提升增值能力。更要聚焦中
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痛点，尝试建立“政策+市
场+科技”协同发力的多元化保
障机制，不断完善“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农民受益”的联农带农

机制，通过订单农业、托管服务、
股份合作、务工就业等方式，让
农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土特产”一头连着群众增收
致富，一头连着乡村产业振兴。
只要各地“找对路子”“迈准步
子”，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
透，培育特色鲜明、业态多样特
色产业，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
势，平湖的“土特产”一定能叫响
品牌，实现从“种得好”到“卖得
俏”的华丽转身。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郑凯欣

【匠人名片】袁卫中，平湖市
老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一技之长】酱油酿造
【坚守故事】在平湖市老鼎

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的露天晒
场上，五百余口戴着竹笠的陶缸
整齐排列，袁卫中正穿梭其间，
专注检查着酱料的发酵情况，浓
郁的酱香在空气中流淌。

1968年出生的袁卫中，22岁
时踏入酱油酿造行业，至今已走

过三十余载光阴。从青涩小伙
到沉稳中年，他亲历了酱油酿造
技艺的发展。“1990年，我从嘉兴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进入平
湖酿造厂工作，可以说从此与酱
油结下了不解之缘。”袁卫中说。
初入车间，迎接他的是搬坛子、
蒸曲、翻曲等基础工作，强度大
且需要耐心和细心。翻曲时，粗
糙的工具磨破手掌是常有之事，
袁卫中却选择坚守。

“坚守一份事业，就一定要做
好！”于是，袁卫中每天早来晚归，
跟老师傅潜心学习酱油酿造技
艺。从黄豆的蒸煮时间到制曲的

温度把握，从开耙发酵的时机判
断到成品酱油的品质鉴别，他不
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凭借着对酱
油酿造技艺的热爱和不懈的努
力，袁卫中从车间的杂工起步，逐
渐成长为酿造技艺的行家里手。

在袁卫中的内心深处，始终坚
持着老底子的传承和发扬。作为
一家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如何
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适应市场
变化、实现持续发展？“传统不能固
守成规，创新才能让老字号焕发新
生。”袁卫中深信，只有紧跟时代步
伐，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于是，

他带领团队深入市场调研，经过反
复试验，成功参与粽子、豆制品等
一系列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他
着力促进企业践行“走出去”战略，
在参加各类行业展会扩大品牌影
响力的同时，大力拓展线上销售渠
道。“今年我们正式在淘宝开设了
官方旗舰店，进一步打开了线上市
场。”袁卫中说。目前，公司酱油年
产量达到8000吨。

老技艺的发展，还需要传播
的新载体。在袁卫中的推动下，
2023年，“老鼎丰酱油”非遗工坊
全新升级亮相，这座承载着百年
酿造智慧的工坊焕发出新的生

机。工坊里，蒸曲间、制曲间等
区域井然有序地分布着，既保留
了古法酿造的精髓，又融入了现
代食品生产的标准。

如今，这座工坊不仅吸引了
本地学生前来研学，更有不少来
自德国等海外地区的学生团体造
访，他们在这里观摩传统酱油酿
造技艺，体验翻曲、拌料等工序，
感受酿造文化的独特魅力。“看着
年轻学子对传统工艺展现出的浓
厚兴趣，我仿佛看到了酿造技艺
传承与发展的新希望。”袁卫中站
在工坊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参
观者，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守住“酱”心酿好味
□匠心创造奇迹

■记者 王茹彤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心系居民办实事 情暖社区解民
忧”，近日，当湖街道梅园社区收到了一面来自社
区居民潘大哥家属的锦旗，感谢社区帮助他们解
决了潘大哥因行动不便无法办理残疾鉴定的难
题。

“他是我们社区的低保户，中风后瘫痪在床，
长期在医院治疗，家里还有两个小孩需要抚养，
生活非常困难。”梅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民政条线
工作人员钱国强说，今年3月初，他在一次走访中
了解到潘大哥这个情况后，建议潘大哥可以去办
理肢体二级残疾证，享受相关补贴以改善目前生
活上的困境。但在随后的跟进走访中，钱国强发
现潘大哥没有去办理残疾证。原来，对于普通人
来说简单的“15分钟车程”，对于潘大哥来说却是
难以跨越的鸿沟。

居民有所求，社区有所应。为了解决问题，
钱国强与潘大哥所在医院取得联系并说明了情
况，在不影响潘大哥身体的情况下，全程护送和
陪同潘大哥前往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办理残
疾证。5月12日，潘大哥的残疾证成功办理，可以
享受困难残疾人补贴、重度残疾护理补贴等。

一面锦旗，不仅承载着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认
可，更是对社区以暖心服务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的激励。

居民办证难
社区来帮忙

本报讯 5 月 25 日是国际爱肤日。近日，
市市场监管局广陈所与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
局廊下所开展跨区域联合行动，对两地小美容
店进行交叉检查，并同步推进“5·25爱肤日”宣
传普法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妆品市场秩序，保障
消费者用妆、用药、用械安全，合力筑牢化妆品
安全防线。

联合检查组深入广陈与廊下的美容店，重
点围绕化妆品合法性、产品质量及源头追溯展
开细致检查。执法人员逐一核查店内是否经营
未经注册或备案的化妆品，是否存在擅自配制
化妆品的行为，严防“三无”产品流入市场；同
时严格检查产品保质期，对发现的试用装未标
注标识、过期化妆品等问题，现场责令经营者立
即下架整改。

在检查过程中，两地执法人员还向经营者
和消费者发放《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不良反应监督管理办法》等宣传资料，开展精准
普法。此次行动有效强化了跨区域协同监管，
切实维护两地消费者合法权益。

跨区联合检查
守护皮肤健康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叶梦钰

遗失声明
●嘉兴宏信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50005618701，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秀分理处，声明作
废。
●嘉兴宏信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以及“范高峰”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问鼎“天工”，
平湖制造蓄势腾飞

（上接1版）
共获得首批奖励资金 3000万元。“筑巢引凤”，平
湖不断推进平台建设，给予企业发展的空间与信
心。2024年，全市工业筑巢平台当年新开工面积
94.6万平方米，新竣工面积80.4万平方米。

要让平湖制造业在未来实现长青，必须打好
企业创新牌。为此，平湖全力做好企业培育工
作，健全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支持并鼓励企业不
断向高精尖迈进。华芯（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每年都要投入3000多万元的研发费用，将科技
研发作为企业的立身之本。企业的“半导体晶圆
自动物料传送系统AMHS的研发（奔流大规模物
流模型）”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在国内晶圆制造
场景中得到应用。

平湖还致力于全力做好为企服务，为企业创
新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全力做好涉企政策兑现服
务，做优政策服务板块，强化政策宣传解读等，
2024 年累计兑付项目 922 个，资金总额 1.33 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