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注销清算公告
经平湖市泽达应急救援中心理事会决定，自即日

起解散，现就本中心债权清偿事宜公告如下：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本中心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其债权的，不列入清算范围之列。

平湖市泽达应急救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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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戴 琰
通讯员 周瑾媛 周孝燕

本报讯 在市婚姻登记管
理服务中心暖色调的大厅里，温
馨场景不断上演。每当新人在
宣誓台前庄严宣读结婚誓词后，
婚姻家庭辅导师郑玲玲总会适
时走近，翻开精心准备的辅导手
册。这位拥有国家级心理咨询
师资质的专业人士，会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耐心
地向新人阐述家庭责任的意义，
并指导他们如何顺利完成从恋
人到夫妻的角色转变，为他们的
新生活提供指引。

“这项辅导服务非常贴心，
让我们对婚姻有了更深的理
解，也让我们对未来生活充满
了信心。”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
张先生说。在平湖，像郑玲玲
这样的婚姻家庭辅导师共有 21
名。这支队伍由社区干部、心
理教师、执业律师等专业人士
组成，他们经过系统培训，精通
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
在工作中各自发挥所长：社区
干部擅长解决邻里矛盾和家庭
琐事，心理教师专注于情绪管
理和疏导，而律师则能够用法
律知识为家庭关系提供支持。
今年以来，他们已为 600多对新

人提供了婚前辅导，初婚辅导
率达到了 80%。在离婚调解方
面，230余对夫妻经过辅导后选
择和解，调解成功率达到 80%
以上。

活跃在我市婚俗改革一线
的，还有一支 26 人公益红娘团
队，钱磊琴是其中的代表。他们
不仅组织主题相亲活动为单身
青年牵线搭桥，更致力于传播以
感情为基础的理性婚恋观，倡导
摒弃攀比浪费的婚俗陋习。“我
们的工作不仅是促成姻缘，更要
帮助年轻人理解婚姻的真谛，避
免盲目跟风和过度消费。”钱磊
琴说。

本月是我市婚俗改革暖心
服务宣传月，婚姻家庭辅导师与
公益红娘这两支队伍紧密合作，
从婚前教育、新婚辅导、离婚调
解到婚恋服务等方面全方位推
进婚俗改革，构建起了全链条服
务生态。其中，婚姻家庭辅导师
主攻家庭关系的建设，为准新人
提供婚前辅导，为已婚夫妇进行
婚姻调适，努力构建健康的家庭
生态；而公益红娘则活跃在婚恋
服务的第一线，通过倡导文明节
俭的婚恋新风尚，着力破除高额
彩礼、繁缛婚俗等陈旧习俗。

如今在平湖，“轻仪式、重内
涵”的婚礼新风尚已然蔚然成

风，理性健康的婚恋观也日益深
入人心。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
举办了 8场婚俗改革主题活动，
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甜蜜经
济”示范村的广陈镇山塘村，更
是积极行动，搭建起了一个优质
平台，吸引了20多家支持文明婚
俗的婚庆、餐饮、文旅等服务商
入驻。这一举措不仅将文明婚
俗成功转化为经济动能，充分释
放了婚俗改革所蕴含的社会价
值，也为新时代婚俗文化的变革
注入了坚实的产业支撑，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婚俗
改革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为爱树新风为爱树新风 幸福向未来幸福向未来
我市构建婚俗改革全链条服务生态

昨天，在当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小朋友们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校园美景。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该园开展“毕
业悄悄‘画’”活动，让大班的小朋友们记录下幼儿园的美好时光。这些作品还将在毕业典礼上进行展出。

■摄影 王 强 谢 钰 颜雨晴

毕业悄悄“画”

■记者 钱澄蓉

平湖健儿征战嘉兴市运会
摘金夺银创佳绩

本报讯 日前，嘉兴市第十一届运动会开
幕，伴随着火热赛事，平湖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展
现出出色的运动实力。截至6月15日，我市共参
加了 16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 93.5枚金牌、88枚
银牌、65枚铜牌，团队总分位居排行榜第二。

6月15日下午，随着我市足球小将曹雨喆的一
脚射门，结束了足球女子乙组的决赛，最终平湖女
子足球队以7比0的大比分击败对手，夺得该项目
金牌；在足球男子乙组的比赛中，平湖男子足球队
在点球大战中，惜败对手南湖队，摘得银牌……摘
金夺银，平湖代表队喜讯频频传回。

据悉，本届赛事共设 23个比赛大项、30场比
赛，将产生 922枚金牌。我市 600多名运动员出
战，将参加除举重、武术散打、帆船以外的全部项
目。部分比赛项目从 4月份就已开始，将在 7月
底完成全部的项目比拼。

“此次比赛中，我市运动员展现出了力争上
游、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取得了优异成绩。”市
文旅体局体育科副主任王涛介绍说，在一些传统
优势项目上，我市运动员表现抢眼，已分别在赛
艇项目和皮划艇项目上取得了1金26银8铜和13
金6银18铜的好成绩。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徐冰艳

【匠人名片】沈秀丽，浙江嘉
特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研发部部长

【一技之长】保温产品设计
【坚守故事】1996年，沈秀丽

入职嘉特担任技术员，开启了她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没想到一
朝入行，就爱上“制杯”，从一线
工人到研发设计师，她在岗位上
不断成长蜕变。

近三十年间，沈秀丽参与设
计的新款超百款，多次推动工艺
改良与技术革新，参与编制了9项
保温容器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回首起点，她坦言：“当时我已经
被一所中专院校的美术专业录
取，最后权衡再三，还是选择到嘉
特工作。”正是美术功底，为她最
后走到设计岗位埋下了伏笔。

刚入职的第一个岗位是磨
具切割工，沈秀丽是当时这个岗
位的唯一一名女性。她的工作
是用代码将图纸输入电脑，由电
脑生成机器代码，再手工输入机
器代码“驱动”线切割机器，实现
生产。电脑代码手册如同一本
字典般厚实，机器代码则长达千
余个字母，输入时不能有丝毫错
误。在这间充满皂化油气味的
车间里，沈秀丽逐步了解了保温
杯的生产流程。

1998年，嘉特迈出自主设计
步伐，沈秀丽也进入了新组建的
设计部门，从设计零件开始摸
索。在此过程中，她利用晚上、
周末的时间，自学了中专、大专、
本科等课程。在厂长“技多不压
身”的勉励中，她凭借绘画功底
和勤学钻研，学会图纸设计，又
先后掌握了CAD制图、3D设计软
件等技术，为后续的数字化转型
积蓄能量。

2000年是沈秀丽职业生涯
的关键节点。当时她为一位美
国客户设计了一款 5磅热水壶，
这是她独立设计的第一款产品，
受到了客户的肯定。自此，她如
开了挂一般，画笔下不断有创新

产品：女生喜欢的时尚单品、孩
子喜欢的吸管杯、驾驶员喜欢的
单手杯等。在一次次的出新中，
沈秀丽对于保温杯的设计有着
独到的见解，需要周全考虑客户
群体、适用场景、外观视觉冲击
力、功能性指标、模具生产可行
性、图案风格等诸多因素，她也
先后获得外观设计专利13项、实
用新型专利8项、发明专利1项。

“从一块面板到一只杯子，
中间要做几十项技术检测，验证
失败是常有的事，我要做的就是
不断修正设计，再次投入检测验
证，直到成功。”沈秀丽说，批量
投产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零件开
模成本动辄二三十万元，而她带

领的设计部，就是要将所有问题
解决在检测阶段，保障产品质量
的同时提升企业效益。

北京人民大会堂指定款梅
花保温瓶；上海世博会定制款保
温杯；“雪龙号”南极科考船的特
制保温箱；星巴克、迪卡侬、Mega
等国际品牌的定制保温杯……
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保温容器
背后，都有沈秀丽参与设计的身
影，她深感自豪。但沈秀丽的脚
步却从未停下，她依旧坚持技术
学习，不断了解当下的时尚元
素，带领团队每个月都拿出十几
款设计新品供客户选择,这是企
业向新而行的底气，也是她的热
爱所在。

潜心画杯为“出新”
□匠心创造奇迹

本报讯 “咚锵，咚锵——”
近日，林埭镇综合文化站里，省级
非遗项目“平湖九彩龙”的排练正
热火朝天。文化特派员金水平带
领团队紧张有序地筹备着即将到
来的文化活动，他说：“要让九彩
龙舞出新时代的风采，让更多人
了解并爱上这一传统民俗。”

在金水平的推动下，九彩龙
在林埭镇焕发新生，也让更多人
成了传承者。“以前觉得舞龙是老

一辈的事，现在才懂每个招式都
藏着故事和智慧，我们得把这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22岁的队员
钟亿豪感叹道。

金水平的故事只是林埭镇文
化特派员工作的一个缩影。在这
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小镇里，像他
这样扎根基层的文化特派员共有
3位。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
优势，从理论殿堂走向田间地头，
成为乡村文化传承中最活跃的

“细胞”。截至目前，文化特派员
已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过
70场，惠及村民超过3000人次。

走进陈匠村，墨香萦绕。浙
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化特派
员方熙正在书法公益课堂上指导
老年学员。老人们手握毛笔专注
临摹，笔触从生疏到流畅，字里行
间满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方熙
不仅关注老年群体，还创办了面
向儿童的“萌匠书法班”，让书法
艺术在孩子们心中扎根。一老一
小的课堂如文化纽带，串联起乡
村的过去与未来，让传统在乡土
间生长。

然而，方熙的愿景远不止于
此。她深入挖掘陈匠村“书法与

匠艺共生”的历史渊源。“在明清
时期，匠人们便用毛笔记录榫卯
图纸、题写器物铭文。”方熙说，如
今，她将书法艺术与陈匠村的非
遗竹编技艺深度融合，鼓励学员
们在精美的竹编作品上题字，在
墨香中细细品味“匠心”的独特韵
味。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说：“这
种结合不仅让传统技艺有了新花
样，也让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更
深入地感受文化的魅力。”

这些文化特派员还活跃在国
学、民间工艺等多元文化传承中。
他们组织非遗展示、技艺培训、跨

文化交流等活动，还借助短视频、
直播等科技手段传播林埭非遗。

“文化传承绝非简单地守着尘封的
老物件，关键在于让它融入我们的
生活。”林埭镇相关负责人说，就如
新开设的“非遗数字展厅”，把九彩
龙的128个经典招式数字化，开发
成互动教学系统，让孩子在游戏里
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文化特派员如繁星照亮乡村
文化传承路。林埭镇也将持续推
进文化特派员制度，为乡村振兴
注入精神动力，让传统文化的光
彩在这片土地绽放得更绚烂。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林埭文化特派员助力文化传承

■记 者 戴 琰
通讯员 纪亚千

乡里有了个“虫头头”
（上接1版）
作为新仓农科站站长，马秋水一马当先、身先士
卒，经常去到田头踏看，一个人趴在田埂上几十
分钟，一动不动地仔细观察虫卵的变化。功夫不
负有心人，最终，成功获得了精确的植保测报，为
除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马厉害哩，对害
虫了如指掌，可以指挥它们自投罗网。”马秋水的
付出，乡亲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大家亲昵地
称他为“虫头头”。

有了“头儿”带领，平湖农业阔步前行。20世
纪70年代，新仓供销社和农科站以降本增效为抓
手，积极推广土农药防治病虫害，想方设法弥补
农药、化肥不足问题，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绿色
农业生产创新道路。在防治飞蛾时，取外来之精
华，宣传推广“糖醋诱蛾法”，迭代升级“酒酿代糖
诱捕法”；在农业复种指数“高扬”时期，用棉籽饼
浸出液配置“705”土农药，用于棉田、稻田主要病
虫害防治，并积极开展“5406”菌肥试验，有效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农民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是分外
事也要尽力而为。”数十年如一日，新仓供销社扎
根农村、贴近农业，生动诠释着“为农民服务”的
初心和使命。而今，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沉淀，这
份为农情怀早已融入每一个农业人血脉，成为新
时代平湖“三农”工作的生动注脚。

【延伸阅读】70年风雨兼程，“新仓经验”在不
断创新发展中，已跳出供销合作系统，成为面向

“三农”工作的典范。从最初的“虫头头”领衔，到
如今农合联“大家庭”群星闪耀，平湖一步一脚
印，建立起完备的为农服务体系。

作为鱼米之乡、浙北粮仓，2024年，平湖农业
生产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43.13万亩、总产 19.23万
吨，位居嘉兴第一、全省前列。但荣誉的背后，二
化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问题仍不可
忽视。这几年，我市吸取前人和外部优秀经验，
推出水淹法、药杀法、信息素诱导捕杀法等防治
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蔓延，坚决守牢粮食
安全防线。

但防治是第一步，要想实现“绿色丰收梦”，
农技服务还需狠下功夫。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
生产“减损、稳产、增产”目标，统筹整合供销社、
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资源，广泛凝聚产业农合联、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单产提升
行动，协同推进综合种养、绿色防控和机械移
栽。2023年以来，先后推出《新型可降解水稻育
秧毯示范》《“森井模式菌群”技术推广》等农业丰
收项目，以先进技术和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的效益和质量。同时，巧借数字化之风，依托“浙
农服”创新上线的“滴滴农机”服务板块，加快构
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
推动农业生产提质提效、丰产丰收。

“‘新仓经验’70年的发展，一条总脉络就是
与时俱进，为农服务也是如此。”杨慎涛说，将聚
焦“为农”“姓农”的政治定位，以农户需求为导
向，“量身定制”助农兴农惠农方案，奋力书写“三
农”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数智”当引擎
质效双提升

（上接1版）
以激发传统产业的内生潜力为重点方向，独

山港加快推动传统企业向新质生产力“突围”。
今年 1至 5月，独山港传统产业实现产值 309.9亿
元，同比增长17.8%。

“我们鼓励传统产业深化数智赋能，以技术
创新驱动发展蝶变。”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周跃说，独山港传统
产业以服装产业和机加工产业为主，政府积极鼓
励优势传统企业通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优化生
产流程等方式加速转型。同时为传统产业发展
提供平台保障，在提升传统企业生产环境和效能
的同时，满足辖区内同类型传统企业上楼需求，
并为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要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