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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理念解锁消费新场景——

镇能量

当湖点燃夏日经济“热引擎”
从霓虹闪烁的夜市，到科技赋能的电

商直播；从文化浸润的文旅活动，到智慧
驱动的消费升级……今年以来，当湖不断
创新思路、蓄势赋能，用一场场“破圈”实
践，诠释着现代服务业的蓬勃生机。作为
平湖主城区核心的当湖街道，以争创省级
高能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为重点，聚力打
造高质量服务业集聚区。进入夏季以来，
街道结合区域实际，以创新的消费场景与
多元的业态融合，再谱夏日经济新篇章。

夜经济

提升城市“烟火气”

每当夜幕降临，当湖的街头巷尾便化
身消费活力场。今年以来，在各大商圈及
广场，平湖银泰集体跨年时刻、八佰伴啤
酒龙虾音乐节、金平湖广场的平湖周末文

旅夜市等活动，吸引日均 2万至 4万人次
涌入；水洞埭步行街则以“平价美食天堂”
著称，五六十元的人均消费让市民在烤
鱼、烧烤与冰啤酒中尽享夏夜松弛。南河
头历史文化街区以“江南夜韵”为主题，融
合市集与灯光秀，兼具古韵与时尚。

“夜经济”不仅是消费载体，更是文化
表达。明湖景区推出湖畔音乐会与露天
电影，让市民在大自然中感受艺术魅力。

新零售

线上线下双向奔赴

今年以来，当湖服务业经济线上线下
“热力全开”。三大电商平台优势尽显，通
过直播经济、平台经济，引导传统服装、箱
包企业培育国货好物“潮”到海外。抖音
基地举办“时尚平湖，扬帆出海”——平湖
市产业带跨境电商出海启动会暨飞鸟跨
境电商运营中心揭牌仪式，正式开启跨境
直播；京东智能城市（浙沪）创新中心举办
出口转内贸采购需求对接会，聚焦外贸企
业转型痛点，携2000亿元出口转内销扶持
计划，为我市50余家外贸企业搭建高效对
接平台，推动企业内外贸双循环发展；新
动能直播基地启动运营后，创新开展服
装、箱包等垂直品类专场直播 10余场，为
本地产业带商家对接 40余名中腰部达人
主播、为本地达人直播嫁接 100余家产品
供应链。

首店经济与大宗消费同样表现亮眼。
盒马嘉兴地区总部落户当湖后，两家奥莱
店、一家鲜生店以不同定位策略日均吸引
万人消费；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叠加街道
发放的汽车消费券，直接拉动超5亿元消费
增长。这种“政策+市场”的双轮驱动，让当
湖成为长三角消费升级的样板区。

文旅融合

解锁“夏日限定”体验

当湖的夏日经济不止于购物与餐饮，
更将文旅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南河头
的“烟火气”、金稼园的泥土香、野米饭的
柴火味，共同构成“可带走的当湖记忆”。
2025年夏季，随着萤火虫观测季、非遗集
市等活动的密集落地，当湖正以“微度假
目的地”姿态，书写长三角文旅融合的新
范式。

文化 IP的创新开发更显巧思。平湖
博物馆推出沉浸式实景解谜游戏，让良渚
文化“活”起来；非遗市集与手作工坊则让
年轻人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数字赋能

打造未来消费新图景

在当湖未来软件园，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技术正重塑消费生态。园区入驻企
业开发的智能导购系统，为线下商圈提
供精准客流分析；区块链技术则应用于

羽绒服溯源，消费者扫码即可验证产品
品质。京东智能城市（浙沪）创新中心与
抖音基地的“双平台”模式，已带动 1300
余家企业“云上”发展，去年实现GMV超
61亿元。

从传统商贸到数字浪潮，从市井烟火
到国际视野，当湖以“敢为天下先”的姿
态，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今年，当湖计
划进一步打造平台经济产业园、软件信息
产业园与上市企业总部三大高地，以更大
魄力推动服务业“规模壮大、结构优化、效
益提升”。在这里，每一份消费热情都被
珍视，每一次创新探索都被赋能——当湖
的夏日经济，正书写着现代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答卷。

热门榜单热门榜单

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保险
护航曹桥农业高质量发展

曹桥街道积极根据《浙江省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设施管护实施办法（试行）》，不断探索高标
准农田长效管护保险，创新农田设施管护服务模
式进行迭代升级。

2023年，曹桥街道野马村率先开展试点工
作，将 2234亩高标准农田设施纳入保险，包括 8
座灌溉泵站、14000米灌溉渠道、16000米排水渠
道。当年支付保费4.98万元，保险公司实际支付
维修费用6.5万元。保险的兜底保障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这一做法也收获了村集体的认可。2024
年，曹桥街道全域推广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长效
管护保险，将9个村的2.88万亩高标准农田区域
内的泵站建筑物、灌溉渠道、放水阀、机耕路等农
田基础设施全部纳入保险范围。

高标准农田设施长效管护保险的实行，为全
街道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文明微管家”助力
新埭乡风文明建设

新埭镇聚焦乡风文明建设，推出“文明微管
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发动干部群众担任

“文明微管家”，认领文明“微网格”，通过线上线
下开展结对帮扶、政策宣讲等活动，解决群众难
题，推进移风易俗，项目成果入选全省百个文明
新实践案例，成为文明实践标杆。

项目通过“三举措”扎实推进。织密“文明
网”，精准划分文明微网格，组建“1+5+N”文明微
管家队伍，在网格内宣传政策、普及文明习惯、调
查群众需求，利用微信服务群实现群众事务快速
办理。打造“服务圈”，在村社区设“文明微驿
站”，派驻指导员收集民意；开设“文明有礼讲
堂”；制定服务清单，组建三支小队，构建“1公里
文明服务圈”，提升居民幸福感。推出“好项目”，
以“文明微驿站”为依托，打造五大特色活动品
牌，策划60余场特色活动，围绕多项文明主题开
展2000多场宣传活动，惠及13.4万余人，凝聚起
乡风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

新仓一企业列入
全国印刷业创新十强

“2025中国印刷业创新 10强”榜单近日揭
晓，位于新仓镇的浙江大洪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荣耀登榜。

大洪包装前身为上海大洪印务有限公司，至
今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大洪包装搬迁至新
仓后，依托当地产业优势，业务从单一药品包装
扩展至全品类纸制品包装，营收稳步增长。目
前，药品与外贸包装占业务结构约70%。

创新层面，大洪包装秉持“印刷+”理念。接
触外贸订单后，技术团队将RFID技术融入传统
包装，研发智能包装，提升客户服务水平。2024
年涉足文创领域，推出收藏盲盒，打造拆卡直播
间，并与爱奇艺等平台合作，参与10余个剧集周
边制作。同时，大洪包装注重数据积累与应用分
析，积极应对印刷业数智化浪潮。二期新厂房正
在建设，将打造智能化工厂，立体化仓库已建成。

农开区一企业获评
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

近日，在工信部第二轮重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评选中，平湖农开区的浙江新发现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本年度（第二批）国家级重点

“小巨人”企业。
据了解，浙江新发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环保型纸容器成型设备研发、设计与制
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获得“浙江
省隐形冠军企业”“浙江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作为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企业率先研发了多
项省级首台套产品。

此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累计拥
有各类知识产权 186项，包括发明专利 40项、实
用新型专利140项、软件著作权6项，形成了涵盖
纸片送纸、工位排布、高速成型、智能检测、智能
制造管理等核心技术的完整知识产权保护壁垒。

陈青华：传承圆作老手艺 焕发时代新光彩
走进林埭镇非遗传承人陈青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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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打磨的作品，
也是她与圆作技艺相伴二十载的缩影。

想当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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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看到市非遗中心正在招募圆作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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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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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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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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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课堂已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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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间机械插秧忙

在钟埭街道得稻家庭农场，插秧机

在田间往返穿梭，所过之处，一株株翠

绿秧苗整齐植入泥土中。眼下正是晚

稻秧苗移栽时节，田间呈现一派忙碌景

象。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凡人故事凡人故事

镇街快门镇街快门

■记者 汤智娟

——“全国文明村”钟埭街道钟埭村的进阶之路

从“文明高地”到“幸福标杆”

以生态为笔，以经济为墨，以文化为
魂，近年来钟埭街道钟埭村依托“产业、景
区、非遗”三大特色资源，文明创建工作跃
上新台阶。通过党建引领，把精神文明建
设与经济发展、全域秀美、文化惠民、乡风
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使全村乡风文明程
度、生态宜居指数、村民幸福水平稳步提
升，绘就了一幅文明与共富交织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文明新风引活水 棹歌共富惠千家

钟埭村着力提升自然村落环境，打造
“钟溪鱼韵垂领共富”党建统领共富示范
点，整合农家乐、米酒、农民画、亲子研学
等九大特色产业，推动美丽风景转化为美
丽经济。通过投资4个“强村计划”联建项

目，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从 2010 年的
31.96万元跃升至 2024年的 2837万元（经
营性收入1403万元）。随着集体经济收入
的增加，村创建经费投入逐年增加，让百
姓享受创建成果。

文明建设固根基 全域秀美焕新颜

钟埭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3年来累计打造6
个示范点位；创建4条碧水河道，长度2公
里，创建2条美丽河道，长度2.5公里；完成
1000平方米立面改造；整治乱堆乱放 10
万处；更新广告标识 120个。基础设施全
面升级，铺设柏油路面 20公里，安装照明
路灯645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让村民的
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级。

文明非遗润沃土 村晚欢歌聚民心

钟埭村深挖非遗资源，打造了农民
画体验馆、竹编文化馆等一批高质量特
色场馆，3年来开展“我们的节日”“二十
四节气读书会”“埭上非遗”等系列活动
100余场，累计参与村民达 10000余人次，
并发挥文化特派员专业优势，开展农民
画特色课程活动 40余场。连续 6年举办

“我们的村晚”，让村民们成为文化的生
产者和享受者。

文明矩阵织锦绣 数智服务入万家

钟埭村积极构建公共服务矩阵，整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农家书屋
等 13个阵地资源，形成覆盖全年龄段的

“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依托阵地优
势，广泛开展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实际讲
形势、传政策。通过建立“专人负责+动态
维护”机制，年服务群众超 10000人次，真

正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常来”。

文明新规树乡风 榜样力量化春雨

钟埭村建立了以“三治融合”为基础、
移风易俗为抓手的乡村治理体系。利用新
四军北撤司令部旧址，常态化开展学雷锋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广泛开展“后生有礼”系列活动，推进
文明出行、文明用餐、垃圾分类等文明习惯
养成。建立健全道德评议会等“四会”机
制，让嘉兴好人奕玉芳等先进发挥榜样作
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钟埭村坚持“创建为民”的工作理念，
将“全国文明村”创建作为共富建设和传
承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通过“既守护传
统又创新发展”的文明实践，使这个有着
千年历史的江南古村落焕发出新时代的
生机与活力。

■记者 汤智娟

独山港获首批浙江开发区
绿色石化科创中心荣誉

近日，浙江省开发区“三个一百”招商活动
暨2025年浙江开发区绿色石化产业对接会在宁
波镇海举行，独山港经济开发区受邀参加会议并
作专题推介。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商务厅主办，系第四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配套活动。会上，成立了
开发区绿色石化产业联盟，发布了首批浙江开发
区绿色石化科创中心名单，“独山港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科创中心”成功入选。

活动现场，独山港经济开发区从多方面进行推
介，着重介绍了独山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园的特色。
浙江石化产业规模位居国内前三，绿色石化更是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核心产业。
独山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总规划面积

11.06平方公里，聚焦碳三碳四等产业。目前，园
区正全力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
海洋经济标志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