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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WEN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夏晓蕾

半世痴守只为雕琢一盏灯

【匠人名片】沈伯仁，平湖西
瓜灯雕刻与制作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

【一技之长】刻瓜灯
【坚守故事】见到沈伯仁的

时候，他正专心地刻着手里的
瓜，指尖一压，手中的刻刀便无
声地嵌入了瓜皮。刀锋灵巧地
游走、旋转，瓜屑如绿雪轻坠，一
朵牡丹的轮廓渐次舒卷，花瓣的
走向、叶片的脉络，竟比纸上工
笔更显鲜活气韵。

西瓜灯作为我市独特的文
化符号，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

而沈伯仁手里的刻刀，一拿起就
是48年。

说起沈伯仁与西瓜灯的缘
分，还要回到1977年。当时，沈伯
仁从部队退伍后，随妻子来到她
的家乡平湖定居。那年，他第一
次见到西瓜灯。“朦胧如笼绿纱、
远观如碧玉，第一眼我就喜欢上
了它。”沈伯仁说。于是，有着美
术功底的他便开始雕刻西瓜灯。

为追逐这束光，他倾注了难
以想象的耐心。刻轻了，灯影昏
昧；刻重了，瓜皮崩裂。沈伯仁
便沉下心来，默默磨砺自己的刀
工。为此，他设计了一套独属于
自己的工具。他将铅笔外层包
上不锈钢片，再根据雕刻需求弯

折成不同弧度的刀具。这既可
以达到使用时像写字一样灵活，
还可以适用不同弧度的雕刻。

沈伯仁深知，瓜灯之精美，
美在细节，不仅仅是“刻”那么简
单。为捕捉花鸟虫鱼的神韵、平
湖景色的风韵，他揣着速写本流
连于东湖堤岸，用彩笔反复描
摹，直至万物精魂烂熟于心。为
了做到精益求精，每一盏瓜灯刻
成后，他必拍照留存，认真审视
每一片花瓣是否僵硬，每一处云
纹是否板滞。千锤百炼，终至下
刀如行云流水，如今那刻刀仿佛
成了他指尖的延伸。

守得传统，亦要创新。瓜灯
虽美，易腐难存；虽巧，囿于节

令。沈伯仁不甘心让它只做惊
鸿一瞥的昙花。于是，他埋首钻
研防腐之术，反复调试苯甲酸钠
浓度与浸泡时长，经过 3个月的
实验，终于摸索出了让瓜灯多保
存 3到 5天的方法，如今这项技
术也被应用在各种瓜灯展览会
上。在追求瓜灯常美常新的路
上，沈伯仁还推陈出新，除了传
统的吊灯、坐灯、串灯外，他还雕
刻出了用于餐桌装饰的餐桌灯
和代替灯泡在瓜里面盛放美食
的龙凤煲，通过各种形态展现瓜
灯之美。

2016年，沈伯仁被确立为平
湖西瓜灯雕刻与制作项目的非遗
传承人。这重身份，让他肩上那

份守护越发沉实。他的刻灯课堂
从幼儿园到老年大学，从乡间田
埂走向国际舞台。面对外国友人
参观，他从容自若；央视元宵晚会
的聚光灯下，他指尖翻飞……沈
伯仁以一颗匠心、一把刻刀，让平
湖的这抹翠色碧光，闪耀在亿万
观众眼前。“瓜灯本就是代表着农
民分享丰收的喜悦，只有回归千
万双手，才能岁岁添彩，生生不
息。”沈伯仁说，只要学员心存热
爱，他便倾囊相授。

一盏瓜灯，承载了半生痴
守，亦雕琢了岁月流光。今年 84
岁的沈伯仁仍以刀为笔，在易朽
的瓜皮上刻下永恒，展现着对平
湖这方水土的深沉眷恋。

□匠心创造奇迹

激情挥拍

昨天，“梅雨”继续“发力”，雨水依旧相伴，但在城西运动飘带的羽毛球场馆内，市民运动正酣。据介绍，该羽毛球
馆自4月份投入使用以来，成为了羽毛球爱好者们新的锻炼场所，即使阴雨绵绵也阻挡不住运动热情。

■摄影 王 强 凌 娜

■记者 王茹彤 通讯员 李凤超

安然度汛有实招

本报讯 随着“梅雨时间”的开启，我市进入
汛期。为应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影响，我市系统谋
划，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前期，我市各镇街道已对 28个农村圩区的
水闸、泵站、堤防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圩区正常
运行。“今年汛前我市已开展各责任主体汛前自
查和抽查水利工程 323处，发现安全隐患后第一
时间完成整改，确保水利工程不‘带病入汛’。”
市水利局水文站（水旱灾害防御站）站长胡静雅
说。此外，新建的广陈镇红征圩区已具备应急运
行条件。该圩区面积 0.24万亩，新建水闸 3座、
闸站 2座，总装机流量 3.752m3/s，渠系排水工程
总长 1426m。“圩区建成后，大大提高了区域内的
防洪排涝能力。”广陈镇农业发展办工作人员张
雨露说，该片区主要涉及三红村等区域，以往由
于地势低洼，区域内遇到降雨量较大时，农田易
受淹，新建圩区后，可以通过闸站将内河水排至
外河，减少农田的受淹情况，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此外，我市还对“全球眼”视频监测控制系统
和水雨情遥测平台运行情况开展检查，紧盯监测
预警环节；加强了防汛物资的储备和管理等行动，
多措并举织密我市防汛安全网。

不仅是软硬件的提升，我市还注重强化应急
响应能力。近日，在平湖（东湖片区）人居环境提
升项目——上海塘闸站，开展了一场2025年平湖
市水旱灾害防御演练，模拟极端天气下，上海塘闸
站内河围堰出现缺口、抢险人员不慎溺水等突发
险情，检验我市安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有效性以
及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6月15日，我市将进入主汛期。提醒广大市
民提高防范意识，遇到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
注意做好各类防水措施，确保自身安全。”胡静雅
说。

我市筑牢防汛“安全堤”

本报讯 “靠着那边的牧童，
笑一笑。”近日，在广陈镇的明月
山塘景区，来自上海的姚华珍与
几名友人边逛边拍，享受着度假
时光。玩累了，姚华珍一行就回
到预定好的明月山塘康养酒店，
这里已经入住了不少老人，大家
或是围坐闲聊，或是聚在一起休
闲娱乐，十分惬意。

“这个景区有着有年代感的
房子、古朴的青石板路，还有那
些颇具特色的小店，走在里面就

像回到了我们年轻时。酒店配
的餐食也很符合我们的口味，清
淡有营养。”姚华珍说，他们一行
5人都已经退休多年，到各处旅
行是他们的日常，第一次来到明
月山塘景区，就惊喜于这里“吃
住游乐”一条龙服务的旅游体
验，并且特别适合他们“银发”人
群。

明月山塘景区还开发了适
合“银发”人群的休闲游玩线路，
比如推出国家级非遗钹子书表
演、绒绣画制作、葫芦雕刻、制香
体验、草莓采摘等多种适合老年
人的体验项目，研发的包括钹子

书香插、雪花井茶具等文创产
品，以及糟蛋非遗系列产品、土
特产等在内的近百种旅游商品
也让姚华珍他们目不暇接。不
仅如此，景区中医馆推出的茶
饮、药膳等养生保健中药、中药
香囊、古法香牌等特色养生产品，
也切合了老年人的游购需求。

姚华珍的旅行体验，也是很
多游客的心声。近年来，随着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追求
品质老年生活。平湖也积极优
化养老产品服务供给，结合非遗
文化、节气养生等内容，开发了
不少康养服务产品，包含短期疗

养、候鸟式旅居等，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的需求，释放出老年人文
旅消费活力。比如结合老年群
体对文艺演出和运动健身的实
际需求，在全市推出了 6条适老
徒步骑行线路，串联了历史遗
迹、主题乐园、生态农庄等特色
景点。“从市区出发，往南可以去
林埭的庄桥坟遗址、中共海北工
委陈列馆，感受平湖的历史脉
络，往北可以前往钟埭的北庄
浜，新埭的鳗鲡湾，体会水乡风
光。”今年 62岁的金月是个骑行
爱好者，平湖推出的徒步骑行线
路她几乎每一条都打卡过，对此

满口称赞。除了特色线路的打
造，我市还定期在各个景区配套
举办文艺赋美合唱团专场演出
等品牌活动，满足老年人日常兴
趣爱好，丰富他们的旅行体验。

不断做优适老化服务，平湖
也紧跟而上。目前，全市各个文
体场馆、景区都设置了志愿服务
站点，配备了老花镜、轮椅等便
民设施和AED等应急救援设备，
为老年游客提供必要的信息引
导、辅助购票预约、景区讲解等
暖心服务。目前，AED已经在平
湖全域 16家国家A级旅游景区
及文体场馆实现全覆盖。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胡立松

推出特色产品 构建多元场景

平湖激活平湖激活““银发经济银发经济””消费新动能消费新动能

本报讯 “谢谢，还好有你们的贴心服务，否
则我爸爸就没法顺利出院、回家休养了。”日前，我
市一辆 96120非急救转运车，将来自安徽的杜先
生父子，平安送回了家乡，看着安置在老家社区养
老院休养的父亲，杜先生握着驾驶员的手，不断致
谢。

原来，杜先生的父亲之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接受了脑出血的手术，手术顺利完成后，如何返
乡休养成为摆在一家人眼前的难题。“从平湖返
回安徽老家，不但要经历 5小时车程，还要路过
颠簸山路。”杜先生说，过度颠簸对术后伤口有影
响，另外父亲身体虚弱，也不能久坐。在医院医
护人员的建议下，杜先生拨打 96120，预定了一
辆非急救转运车，这才解决了术后返家的难题。
更让杜先生觉得安心的是，除了随车配备驾驶员
外，还配备了一名专业看护，在 430公里的行程
中及时关注其父亲的情况，协助调整体位，车辆
抵达后，由看护人员与老家社区养老院进行交
接。

杜先生一家的经历并非个例，今年我市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公民健康守护项目”，就有
关于“启动非急救转运业务，全面提升院前急救和
院后转运能力”的内容。“非急救转运服务的兴起
是大势所趋，它能有效分流非紧急状况的患者群
体，合理优化资源，让 120急救车更加高效，响应
心梗、车祸等急危重紧急事件。”市卫健局急救站
副站长陈春妹说，我市已经配置有 2辆专职的非
急救转运车辆，另外还有4辆备用车辆，服务范围
已覆盖到江苏、上海、安徽等长三角省市。据统
计，从 2024年 12月 24日我市开展非急救转运服
务以来，截至今年5月31日，已累计开展服务658
次（60岁以上患者占90%以上），日最大非急救转
运量6次。

有需要的市民拨打 96120热线，即可享受标
准化的非急救转运服务。据了解，眼下我市正在
进行技术开发，将在“浙里办”APP、“金平湖健康
热线”微信平台等线上渠道，开通在线预约服务，
方便更多有需求的市民。

430公里的健康守护
我市非急救转运服务覆盖长三角城市

■记者 钱澄蓉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4年度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平湖市黄姑实验
学校凭借扎实的足球教育基础、鲜明的校园足球
文化以及显著的体教融合成果，荣膺这一国家级
殊荣。至此，全市“国字号”足球特色学校再添一
员猛将，总数达到17所。

近年来，黄姑实验学校秉持“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的思想，全方位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在体质
健康方面，2024年，全校适龄学生体质健康合格
率达98.49%，优良率达69.99%，远超评定指标；在
体系建设方面，学校构建起完善的足球参与体系，
从普及课程到精英校队，让不同层次学生都能在
足球运动中成长。同时，配备专业的师资团队、充
足的场地器材、足量的教学课时，为足球教育提供
坚实保障。

在竞技舞台上，黄姑实验学校学子更是连连
绽放光彩。2024年，该校在平湖市足球比赛中斩
获 5个冠军，还向嘉兴市少体校输送 4名主力苗
子。“此次荣誉的获得，是对学校多年来坚持特色
办学、深耕足球教育的高度肯定。”黄姑实验学校
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校将继续深化校园足球
特色建设，让更多孩子在绿茵场上追逐梦想，实现
全面发展。

我市学校“足”够闪耀
已有17所“国字号”足球特色学校

■记者 荣怡婷 通讯员 徐冰艳 徐佳丽

本报讯 近日，我市首批制
造业企业分级分类精准监管名
单出炉，144 家企业被列入其
中。该名单的发布，标志着我市
在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进程中，又迈出了关键一
步。

作为此次上榜企业之一，嘉
兴广越服装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李萍萍对此感触颇深。“以前
最怕的就是‘突击检查’，不同部
门的检查分批进行，难免影响生
产节奏。现在被纳入这个名单，
就像拿到了一张‘不扰金牌’，心

里踏实多了。”李萍萍说。
这张“不扰金牌”究竟意味

着什么呢？其核心就是坚持“管
住风险、无事不扰”，减少对企业
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提高监管
效率与服务质量，激励企业合规
经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精准筛选，“好学生”获“不
扰”资格。无事不扰并非简单的

“发福利”，而是有一套科学严谨
的筛选机制。能否列入名单，是
由司法、经信、市场监管、税务、
应急管理等 10多个部门组成的

“联合评审团”线下联审、全市 33
个执法部门线上共同联审的结
果。“评审不是看一时表现，而是
对企业的长期合规记录、信用风

险等级、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及
行业特性等多维度指标进行综
合考量，相当于事前进行了一次
全面的‘联合体检’。”市综合执
法局党组成员、执法队副队长沈
艳说。同时，这份名单是动态
的，我市建立了季度复核和触发
式即时退出机制，确保“含金量”
始终在线。

“不扰”并非放任，智慧监管
将进行“无感”守护。对上榜企
业，除非涉及法律法规硬性规
定、上级专项任务或触及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
重大民生安全红线，日常监管将
最大限度免除现场检查。取而
代之的是各执法部门运用大数

据分析、远程视频监控、在线监
测、企业自查报告等“无感”智慧
化手段，如同无形的“天网”，默
默地守护着合规底线，这大大减
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

“现在现场检查次数确实减
少了，但我们对规范的要求一点
没放松，反而更自觉了。”李萍萍
说，这种基于信任的“松绑”，把
过去应付检查的压力，转化成了
主动追求更高标准合规经营的
内生动力。

“不扰”不等于失联，服务反
而更贴心。我市还同步优化了

“有事必应”的响应机制。企业
若遇到难题，可以主动“点单”，
预约执法人员上门辅导。柔性

执法理念也贯穿其中，对首次轻
微违法行为积极落实“首违不
罚、轻微减罚”，今年以来已办理
226 宗涉市场主体减罚免罚案
件，同比增长 92.75%，以增值化
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监管的‘减法’、服务的‘加
法’，正在有效转化为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的‘乘法’，为高质量发
展积蓄澎湃动能。”沈艳说。从
探索跨区域联合执法，到推行

“综合查一次”减少多头检查，再
到如今为优质制造业企业贴上

“精准监管、无事不扰”的标签，
我市正以分级分类精准监管为
有力支点，持续撬动涉企监管效
能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双重提升。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李铁宏

执法与服务并重 发展与安全并举

“不扰金牌”激发企业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