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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挖掘广陈山塘的幸福密码——

看全国文明村如何以文明“破圈”
5月 23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召开，会上公布了最新一批系列文明创
建先进名单。其中，我市广陈镇山塘村荣
获全国文明村称号。6月 9日，CCTV13新
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专题系列报道《文明
的力量》播出《浙江平湖：一桥两山塘 共
创共建共发展》，聚焦浙沪“一桥两山塘”
的跨省共治模式，深度挖掘这个全国文明
村的幸福密码，展现其文明建设背后的生
动实践。

究竟这个浙沪边界的村庄，何以成为
全国文明村的典范？在这里我们不妨共
同探究一番。

“山塘河上山塘桥，山塘桥边两山
塘”，广陈镇山塘村隔山塘河北接上海金
山区山塘村，两村为“同名村”，又被称为

“南北山塘”。广陈镇山塘村充分发挥“毗
邻党建”品牌优势，推动“外修风貌、内修
文明”双向提升。

“毗邻党建”领航

构建跨省文明创建共同体

依托浙沪山塘联合党支部，组织发动两
村群众积极参与山塘河治理。村民自觉遵
守河道治理规范，再加上开展的水生态修复
示范项目和生态整治工程，山塘河慢慢恢复
了往日的生机。在此基础上，严格落实“河
长制”，通过定期巡河及时发现整改问题。
从昔日的“臭水沟”到如今杨柳依依，山塘
河的蜕变成为文明创建的生态注脚。

先锋模范带头创建，文明涵养更突
出。党员、干部立下“军令状”，带领群众

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共创”。此
外，将浙沪南北山塘细分出8个微网格，共
同组建文明创建攻坚队等6支队伍参与共
建共创共管共治，实现毗邻地区矛盾纠纷
数量同比下降 40%。文明村创建的全过
程，既彰显治理力度，更传递民生温度。

共富产业筑基

激活文明创建内生动力

扮靓乡村风貌，创建体验持续优化，
文明风尚在山塘村落地生根。首创共富
草莓园，为入股的26户低收入家庭提供股
金 10%的保底分红和二次分红。通过打
造新乡邻民宿项目，盘活闲置房屋 18户
65间。推动村庄增收致富，持续提升老街
街巷肌理和村庄面貌，先后招引寂静山塘
设计师酒店等各类文旅业态 16家。“明月
山塘”景区 2024年共接待游客 97.1万人
次，旅游收入 4511.6万元，山塘老街已成
为山塘文明创建的最佳展示窗口。

文化铸魂聚力

厚植文明创建精神内核

成立浙沪联合文艺队，共同传播非物

质文化遗产“钹子书”“打莲湘”，目前已发
展专职队员15人。钹子书场服务群众、游
客每年超 20万人次。建成全国首条跨省
乡村马拉松赛道，成功举办两届乡村马拉
松赛事，累计吸引超5000人参加。精心打
造的现代原创话剧《明月山塘》，更是为群
众呈现了最顶尖的视听盛宴。

新风培育塑形

焕发文明创建时代活力

山塘村先后涌现出平湖好人莫彩三、
金梦依，挖掘整理 39名参战老兵英勇事
迹，树立“英雄山塘”雕塑并成立专题展示
馆，打造“英雄山塘”红色品牌，邀请 39名
南北山塘参战老兵开展口述记录，制作并
发布微电影《英雄的山塘》，让“英雄山塘”
红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推动实现红色基
因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制定《跨域文明
公约》，开展“好儿女”“好婆媳”“文明商
户”评选，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内外兼修焕新

绘就文明乡村实景画卷

白墙黛瓦，最忆江南。古色古香的山
塘老街是山塘村最引人注目的一抹亮色，
手编的竹席、扫帚等民间工艺品浓缩在老
街的店铺内，更有钹子书场、礼堂书屋、明
月剧场等特色文化设施点缀其中，既保留
江南古韵，又注入现代文明气息。

文明为基，幸福为果。山塘村始终
秉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
工作理念，将文明创建作为乡村振兴的

“铸魂”工程和改善社会风尚的有效途
径，以既塑形又铸魂的文明行动，不断提
升村容村貌形象气质，丰富乡村精神文
明内涵。

从跨省共治到共富共享，从文化传承
到乡风培育，山塘村以文明“破圈”实
践，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文明建
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样本。

■记者 汤智娟

每一个镇街故事都值得被看见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版图中，8个镇街道组成了金平湖的独特风景线，各自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展现着多样化的经济活力与社会风貌。今天，我们以

“镇街”为名，以“热搜”为媒，推出全新版面“镇街热搜”，让各镇街道的特色亮点、奋

斗故事、民生温度，在时代的聚光灯下璀璨绽放。

“镇街热搜”，不是流量的盲目追逐，而是基层实践与时代语境的双向奔赴，是

主流媒体对镇街发展脉搏的精准捕捉。我们立足“记录者、传播者、连接者”的角

色，用全媒体视角解码镇街发展，让“独特经验”成为“大众财富”，让“镇街实

践”映照“时代命题”。

“最头条”置顶，每期聚焦一个镇街有分量的议题 ，让“镇街答卷”成为可参

考、可复制的“教科书”。“镇能亮”捕捉闪光瞬间，产业升级的“硬核成果”、民生实

事的“温暖刻度”、社会治理的“创新密钥”…… 这里是镇街亮点的“聚光灯舞

台”，让每一份“正能量”都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闪光点。“凡人故事”致敬基层微

光，相信每个镇街各行各业的“凡人”都是发展的基石，他们的故事里藏着平湖最

动人的精神图谱。“镇街快门”对焦现场，镜头对准基层一线，用“快门”定格汗水

与笑容交织的瞬间。“热门榜单”荟萃镇街万象，以轻量化表达，让镇街动态如“热

搜词条”般呈现，打造“短平快”的信息窗口。

“镇街热搜”版面的开设，始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每一个镇街的奋斗故事都被

看见，让每一份创新声音都有回响。对读者而言，这是“共建共享”的连心桥；对镇

街而言，这是“比学赶超”的竞技场；对平湖而言，这是“全域出彩”的大展台——

每个镇街道的特色亮点，终将汇聚成长三角璀璨明珠的壮美画卷。

《镇街热搜》愿做一座桥梁，连接创新与攻坚，连接政府与群众，连接现在与未

来。让每一个用心耕耘的角落，都在时代的屏幕上留下滚烫的印记。

开栏语 热门榜单热门榜单

换装主播带货忙
反季销售引热潮

“家人们，这件羽绒服是宽松的版型，不挑身
材、不挑年龄，大家可以放心冲……”走进平湖时
尚公园电商直播基地，换装主播杜雪正在直播间
内，上身试穿着不同款式的羽绒服，平均每分钟
六七次的换装频率，让小小的直播间仿佛在上演
一场小型的冬装时装秀。

缘何在炎热的夏季，将直播的目光放在冬装
上？“眼下正值‘618’电商大促，我们瞄准‘反季专
场’这条销售赛道，通过低价出售等方式，为冬装
销量全力冲刺，也为旺季销售提前做好准备。”杜
雪说。

在直播电商的浪潮中，服装反季销售已成为
我市服装行业发展的新风口。服装反季爆卖的
背后，凝结着电商直播团队精心的前期筹备与专
业化的运营。正如换装主播杜雪，在每场直播开
始前的几个小时，她早已做足了“功课”。在她的
工作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货品的讲解顺序、
各类服饰的卖点、需要展示的细节等。“直播的节
奏是很快的，每个顾客的诉求各不相同，为了尽
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自己就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有时候一场直播下来，服装差不多就要换几
千件。”杜雪介绍说。

当被问及AI是否会替代真人主播时，她微
笑着回答道：“AI确实能够实现迅速换装，但直播
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带给观众实实在在的真实体
验。我们可以通过揉搓羽绒服向观众展示服装
的蓬松度，也可以采用泼水测试等方式让观众在
镜头前感受面料的防水性，这些沉浸式的互动，
都是AI暂时还不会的。”

在一场直播结束后，刚下播的杜雪没有急着
离开，而是细致复盘着今天的数据。从3年前直
播讲品时的磕磕巴巴，到如今能够游刃有余地在
镜头前展示服装的每一个细节，杜雪说，只有沉
下心来去练习、去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度，
才能让自己在这个快节奏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位置。这也是她给想要踏入直播行业的“准
主播们”的朴实建议。

平湖农耕文化亲子趣游
活动在曹桥举行

近日，嘉兴市“礼堂一嘉人·四时‘美’相逢”
暨“厩这一夏”平湖农耕文化亲子趣游活动在曹
桥街道马厩村文化礼堂（赛艇小镇）举行。

本届活动以“农耕+文化+亲子”为核心，创新
推出夏日主题矩阵，设置了“夏有村趣”“夏有村
集”“夏有村展”“夏有村礼”四大版块系列活动，
通过趣味竞赛、非遗体验、田园互动等多元形式，
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活动现场，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农耕文化亲子
挑战赛火热开赛，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呐
喊声、欢笑声回荡在赛艇小镇周边。划艇抢瓜
赛、扭扭运粮队、龙虾争霸赛等特色竞技活动，让
参赛亲子家庭在比赛中体验协作的快乐，收获亲
情的升温；非遗体验、萌鸭互动、吃瓜挑战、文化
市集等，让孩子们在游戏体验中沉浸式感受农耕
文化的趣味性与教育意义，让家长在互动中重拾
农耕文化的记忆。

多部大型IP沉浸式话剧
将在新仓上演

厌倦了镜框式舞台的旁观？渴望一场全身
心投入的戏剧奇遇？“大盒沉浸”，这个将“沉浸
式”刻入基因的戏剧先锋品牌，即将在充满历史
与艺术气息的新仓镇1955艺公社盛大启幕。

1955艺公社由新仓粮管所改造而成，位于新
仓镇安桥社区西小街，项目规划面积约 4200㎡，
是一个集沉浸演绎、艺术体验、研学度假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公社。1955艺公社以
别出心裁的空间设计，将复古粮仓与现代艺术完
美融合。如今，《极夜》《燎原》《仓》《花好月圆》等
多部重磅沉浸式话剧即将在此轮番上演，不同主
题、多元风格，每一部剧都将打破观演边界，用虚
实交织的剧情与零距离互动，为观众带来震撼心
灵的艺术体验。

林埭首个
“兵娘舅工作室”揭牌

近日，林埭镇首个“兵娘舅工作室”在徐东村
“崇军之家”揭牌运行。仪式现场，林埭镇党委委
员、武装部部长郑国权，徐东村“兵支书”潘晓良
共同为“兵娘舅工作室”揭牌，并为首批入选“兵
娘舅工作室”的调解员颁发聘书。

据悉，林埭镇“兵娘舅工作室”有8位成员组
成，他们既是中共党员，也是退役军人，凭借部队
历练的坚韧、公平公正的处事原则、群众信任的
口碑，从事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多年，成为老
兵群体的“法治定心丸”。

成立“兵娘舅工作室”，旨在将“兵味”融入
“法味”和“情味”，从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涉退役
军人矛盾纠纷，做到司法拥军、调解惠军，让退役
军人群体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和拥军的热度。

于照法：指尖传承非遗 倾情护苗成长
在平湖，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非遗

传承人，自 2006年 10月退休后，他十九
年如一日坚持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义
务辅导孩子们剪纸，将剪纸艺术带到更
多人面前。他就是曾任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剪纸课专职老师、市职业中专校外辅
导员、新埭中心小学社团剪纸课指导老
师于照法。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辅导了 5000多
名孩子。”说起指导剪纸，于照法满脸的欣
喜之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就陆续有孩
子到于照法工作室来学习剪纸技艺。看
着一个个稚嫩的孩子有模有样地在红纸
上“比比划划”，于照法心里很是欣慰。他
从小醉心于剪纸艺术，继承了外公和父亲
的剪纸手艺，对剪纸的热爱也让他想把这
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传授给更多
的人，因此退休后村里希望他能在寒暑假
给孩子们上剪纸课时，他一口就答应了。

后来村委会考虑到让更多的孩子受益，专
门安排了办公场所，作为于照法的工作
室。他被聘为新埭镇鱼圻塘村“春泥计
划”辅导站文化辅导员，定期为学生上剪
纸课。同时，他还在学校、村文化礼堂、文
化站等开展剪纸公益培训。

“课堂不一定在学校，教学也不一定
在课本。”于照法始终坚持将向上向善之
心通过谆谆教诲传递给孩子。于照法的
教学点更是由 1个拓展到了 3个，除了负
责教授自己村里的孩子，还义务在姚浜村
和新埭社区开办教学点，为的就是能让更
多的孩子学习到这项传统艺术。在孩子
们眼中，于照法是一个全能型的老师，除
了剪纸技术出神入化、惟妙惟肖，还会竹
编和竹扎等手艺。在位于鱼圻塘村的于
照法工作室里，摆放着很多竹丝和稻草等
做成的毛竹夹、链枷、稻床、水车、粽榈衣
等农耕模型工具。于照法说，这 158件农

耕模具都是利用这大半年的时间亲手做
出来的，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跟孩子们讲
解这些工具的构造和用途。“现在社会发
展很快，农耕文化也在孩子们的意识中淡
化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丢了太可惜了。”于照法介绍说，接下
来他计划将这些农耕文化融入剪纸作品
中，让孩子们在学习剪纸的过程中增进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

19年来，于照法除年年举办“春泥计
划”剪纸培训班，利用寒暑假免费招生、义
务授课，辅导村里与周边的中小学生和新
居民子女读书、写作、剪纸、编织、书法、拉
二胡、吹笛外，还热心帮困，资助残疾人。
他感恩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在退休 10周
年、入党52周年时交了5倍党费。他还创
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祖国万岁》《董存瑞》《黄继
光》等一系列“党史”剪纸作品，用剪纸作

品讲述党史故事、讴歌革命英雄。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用近半年的时间创
作剪纸作品 200余幅，串连成了一幅长达
105米的剪纸长卷。依托自己的工作室，
他以剪纸这一党史学习教育载体，带动党
员和学生一起学党史知党史，把对人民的
爱、对祖国的情，通过千刀万刻融入剪纸
作品中。

于照法热心社会公益，传承剪纸、编
织等非遗文化艺术的善举，得到村民们的
赞扬和各级领导的肯定。他曾先后获得
浙江省优秀民间文学艺术人才，省关心下
一代先进个人，省银尚达人、暑假春泥计
划优秀志愿者，以及平湖市第二届银色领
军人才荣誉，于照法名师工作室获评嘉兴
市优秀红船银晖品牌工作室。此外，还获
得平湖市优秀共产党员志愿者、助人为乐
好人榜、百个特色家庭——剪纸之家、最
美老干部工作室等荣誉。

本地葡萄
抢“鲜”上市

近日，在广陈镇雨豪家庭农场内，一串串葡

萄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据介绍，该农场种

植有阳光玫瑰、夏黑等品种的葡萄，目前早熟品

种——夏黑已采摘上市。

■摄影 王 强 李凤超

凡人故事凡人故事

镇街快门镇街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