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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顾秋叶 陶佳迪

本报讯 6月 27日，夏荷初
绽，“访人间处方 品泖水故事”农
民读书会活动在新埭镇大齐塘村
举行。近百名文化爱好者齐聚一
堂，共赴一场书香、药香与乡情交
织的夏日之约。

“报本寺里有座报本塔，这座
建筑造得真伟大……”读书会伊
始，一段钹子书唱段就将大家带
回到了几百年前，跟随着讲述人
的步伐，我们见证了平湖这座古
塔的建造历史。之后，《青云桥》
的一段故事，解密了新埭古桥“青
云桥”的前世今生，《宰家训俗》陆

稼书留给当代的家庭教育良方，
为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的
读书分享，此次的农民读书会还
结合大齐塘村本村文化，开展了
中医特色教学。“踏勿煞格地鳖
虫。”“大伏三场到，荷包草变稻。”

“十月萝卜小人参。”本村的老中
医用一句句亲切的平湖谚语，为
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药膳养生
课程。

学习养生技巧，活动还安排
了捣药制作香囊体验活动。菖
蒲、艾叶、白芷……大家跟着老
师，将需要的药材一一放入石臼
中，再用舂槌将药材捣碎成粉末
状，放入香囊袋中，一个精致的香

囊就完成了。“故事引人入胜，实
践又生动有趣，这样的活动让文
化传承入脑又入心。”村民戈全美
说。

一场活动，以书为媒，以故事
为引，以古训为鉴，以养生为用，
更以亲手制囊的体验为点睛之
笔，让“人间处方”从抽象的理念
变为可感可触的实践，让文化的
种子在指尖生根发芽，让泖水的
故事随着香囊的芬芳飘向更远的
地方。

草药治身、读书治心，在大齐
塘村开展的这一场特色农民读书
会，正是新埭镇“一村一品”读书
活动的生动实践。这几年，新埭
镇不断挖掘特色各异的乡村阅读

推广主题，打造了“一村一品”文
化品牌，积极开展了相应的品牌
活动，形成了乡村阅读百花齐放
的美好景象。比如前段时间，姚
浜村就围绕村里的生姜特色，将
生姜文化融入读书中，现场，非遗
传承人讲述清风姜的传承故事和
腌制技巧，并亲手体验腌制过程，
在文化交流中拓宽了非遗传承的
路径。

阅读，是点亮乡村的微光。
除了农民读书会，新埭镇还充分
运用 7家礼堂书屋、2家智慧书
房、3家乡村书吧、3家名师工作
室的阵地优势，开展“周末课堂”
活动。云栖书院内，每两周会开
展一次《云栖湾的绘本探索之

旅》，带领幼儿领略绘本的魅力；
天心书房里，每两周举行一次
《中国古代文化趣谈》，让青少年
体味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形
式多样的活动，覆盖全年龄层，
让书香不断滋润着村、居民的心
田。

今年截至目前，通过各式各
样的活动，新埭镇的阅读之光已
惠及5000余人次，在全镇营造出
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
化氛围。 （下转2版）

书香相伴 美好一夏
新埭全民阅读氛围浓

■记者 王茹彤

平湖的夏天，是浸润在西瓜
的香甜里的。

儿时，是井水冰镇的畅快；如
今，是瓜田里的缤纷色彩，是游子
舌尖上的乡愁，是城市的文化符
号。这份甜蜜承载着水土的馈
赠，也沉淀着“瓜熟蒂落、生生不
息”的信仰。

400年的种植历史，百年前
的璀璨荣光，历经岁月沉浮的平
湖西瓜，既积淀了“中国西瓜之
乡”的底气，更让我们满怀瓜乡瓜
事旺的美好憧憬。2021年，平湖
启动西瓜产业振兴五年行动计
划，从品种、品质、品牌三个维度
全面升级西瓜产业。五年振兴，
成果丰硕，马铃瓜列入第三次全
国农作物普查优异种质资源榜，
与天露西瓜携手入选首批“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在浙江精
品西瓜评选中屡夺桂冠。

老味道，新篇章，这一口清甜
已跨越百年，在唇齿间留下余味。

一

平湖人的西瓜自信，是刻在
骨子里的。

平湖西瓜的种植历史最早可
以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那时的
三白瓜以其“汁若甘露”的独特品
质名动京师，成为皇室贡品，奠定
了平湖西瓜的尊贵地位。

时光流转至民国初期，平湖
马铃瓜因汁多味甜、爽口无渣、较
耐贮运成为平湖西瓜的当家品
种，曾一度风靡上海滩，成为当时
人们争相购买的“时髦”好物。
1936年《平湖之土地经济》记载
其为“江南第一瓜”，与汴梁瓜、喇
嘛瓜并称中国三大名瓜。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个曾
经风靡一时的珍贵品种却因品种
混杂、退化而濒临消失。

对于这份难以割舍的乡土情
怀，平湖人异常执着。2010年，一
场跨越全国的“寻种行动”悄然开
展，农业专家们跋山涉水只为找
回最纯正的马铃瓜种子。2011年

我市开启了平湖马铃瓜的提纯复
壮和杂交改良工作，提纯复壮工
作由浙江大学农学院开展。2013
年，自交纯化的第一颗马铃瓜终
于成熟。2016年起平湖市天露西
瓜研究所开始培育“马铃1号”和

“马铃2号”，新马铃瓜品种在保留
了原马铃瓜果型和瓤色的同时，
在瓜瓤风味和甜度等方面得到了
很大提升，中心糖度由原来的9%
左右提高到 11.5%左右。墨绿底
色的斑驳油画质感瓜皮、麦柴黄
的瓤色、鲜甜的口感，把平湖人的
记忆再次拉回了那些年的夏天。

振兴第一步，培育出好种是
关键。这不仅关乎瓜的复兴，更
在于西瓜产业的振兴。在《创建
西瓜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实施方
案》等6个政策春风的吹拂下，在
建成平湖西瓜育种及展示中心等
举措的推动下，18个西瓜新品种
应运而生，其中“马铃1号”和“马
铃2号”等7个品种通过了国家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吃瓜群众”的生活也因此发

生了巨大变化。瓜田里更是“乱
花渐欲迷人眼”，天露小黄、天露
彩虹、天露小红等新品种层出不
穷；瓜瓤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黄
色，而是橙色、彩虹色等多种颜色
的“随机搭配”，平湖人夏天味蕾
上的盛宴从不单调。

从皇室贡品到百姓餐桌，从
濒危品种到产业振兴，平湖西瓜
的传奇故事仍在继续。它不仅是
夏日里的一抹清凉，更是传统与
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见证着一
个地方特产如何通过创新传承，
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

平湖西瓜之名，不容小觑。
在“2025浙江好西瓜”评比中，平
湖市慰英家庭农场出品的“金平
湖”牌“马铃1号”西瓜摘得金奖，
这张奖状是对五年来平湖西瓜振
兴的肯定。

那么，平湖西瓜为何能在众
多西瓜中脱颖而出？产业振兴的

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诀？
良法优标，育得“琼浆满瓤”。

当糖度检测仪定格在“特等”区间，
当刀锋划开瓜皮时那清脆的“咔
嚓”声响彻展台，平湖西瓜正用高
品质诠释着技术与标准的重要
性。与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院、
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所等的深度
合作，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转化为田
间的生产力；十大生态轮作模式的
推广，让每一个西瓜都饱含生态的
甘醇；牵头制定的嘉兴市地方标准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平湖西瓜生
产技术规范》，成为瓜农手边的“种
植指南”；五大标准共同推动平湖
西瓜按标生产，极致守护“平湖味
道”。这一系列创新实践，打造出
了一个科技赋能、标准引领、品质
至上的产业发展典范，让更多人相
信平湖西瓜。 （下转2版）

栏目统筹：胡佳英

平湖西瓜，味正甜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戴 亮 金哲宇

陈明远

本报讯 日前，亚有港机智
造（浙江）有限公司收到了平湖农
商银行发放的“科政保”担保贷款
200万元，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
了活力。

亚有港机是首批取得国家
特种设备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
主要生产港口机械设备、矿山设
备，并提供各类装备制造的解决
方案和技术服务。同时还专注
于新能源特种设备的开发和研
制，所研发的氢能源牵引车、电

能牵引车等产品均达到行业先
进水平，产品远销德国、意大利、
香港等地。

“此次申请到的担保贷款将
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购买先进
装备，为企业发展积蓄能量。”亚
有港机智造（浙江）有限公司负责
人徐先生说，自公司运营以来，始
终重视科技创新，已获得了 1个
注册商标和 5项专利。此次“科
政保”的 200万元贷款再次为他
们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心
剂，接下来他们也将用好这笔资
金，继续加大对新能源特种设备
的研发，进一步推进码头以及矿
业事业绿色发展。

享受到“科政保”这一金融
服务的还有平湖沛锐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由于企业经营需要，
急需更多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日
常生产经营。此次‘科政保’贷
款发放的 50 万元，解决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平湖沛锐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沛锐机械
是一家生产、销售通用机械及配
件为主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符合

“科政保”的申请条件，提出需求
申请后，银行第一时间上门对
接，为他们量身定制了金融解决
方案，并快速完成了材料收集、
贷款审批等手续。

构建多元化科创金融服务

体系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
措。“科政保”就是我市推出的实
质性担保贷款产品，通过政银担
三方有效对接，设立科技型企业
担保贷款基金，充分运用政府增
信和担保增信双重机制，为我市
科技型企业提供免抵押、低费
率、降门槛、简手续的融资担保
服务，有效满足科技型企业的资
金需求。

“科政保主要用于初创型、成
长型的企业，为企业提供金融‘活
水’，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市金融发展服务中
心金融稳定科副科长陆晓燕说，
企业只要入选嘉兴市科创企业培

育库入库企业名单且处于初创
期、成长期，注册地址在平湖，经
营满一年就可以申请。贷款最高
额度 10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 3
年，审批流程也十分快捷。

截至目前，我市已发放“科政
保”业务 2笔，合计贷款金额 250
万元，另有多笔业务正在推进
中。“我们将继续深化政银担多方
协同机制，进一步扩大‘科政保’
贷款覆盖面，加大科技金融支持
力度，通过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型
企业，助力产业链与资金链深度
融合，为我市构建‘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生态注入强劲动
能。”陆晓燕说。

““科政保科政保””助科创企业爬坡过坎助科创企业爬坡过坎
平湖构建多元化科创金融服务体系 ■记者 陶佳敏 通讯员 彭心怡 李 骏

本报讯 夏日傍晚，曹桥街道野马村村部前
的小广场上，几张小板凳围成一圈，村民摇着蒲
扇围坐在一起，一场“板凳议事会”正在热烈进行
中。“有些村民房屋翻修后产生的建筑垃圾没地
方处理，就随处堆放。”“堆放在路边很影响路面
整洁，有什么办法吗？”村民你一言我一语，道出
心中的困扰。

担任此次“板凳议事会”的野马村“微领袖”
杨瑛一边倾听着大家的意见，一边认真记录。随
后，她将意见反馈给村委会，经讨论迅速形成方
案。最终决定在村委会附近设置建筑垃圾集中
投放点，并由村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宣传环保知
识。如今，曾经堆放废料的道路变得干净整洁。

“这个议事方式很好，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实在。”
百寿村村民张根发感慨道。

这样在村口闲聊中解决身边小事的生动场
景，其实是曹桥街道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板凳议事会”。过去，传统的“会议室+文件宣
读”议事模式僵化，群众参与度低，社区治理中环
境整治、邻里矛盾等琐碎问题难以快速响应。为
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曹桥街道创新推出“板凳
议事会”，用几张小板凳搭建起基层治理新平台，
让微领袖和居民围坐在一起，集思广益解决实际
问题。

“‘板凳议事会’打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壁
垒。没有正式的会议程序，没有严肃的座位安
排，大家像拉家常一样畅所欲言，这种轻松自由
的氛围极大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曹桥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严良说，其议事流程也十分接地
气，前期利用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群众关
心的公共事务后，通过微信群、口头通知告知会
议时间、地点和议题。

为保障“板凳议事会”常态化运行，曹桥街道
还从各村社挑选热心公益、有号召力的村民担任

“微领袖”。他们负责召集讨论、整理意见、反馈
方案并跟踪回访，形成“收集—商议—解决—反
馈”的治理闭环。目前，活跃在各村社的“微领
袖”稳定在30人左右。

这些“微领袖”不仅主持议事，更有效带动了
村民自治。百寿村“微领袖”徐建芳在去年6月的

“板凳议事会”上提出独居老人照料难题。经过
“板凳议事会“的讨论，去年年底在街道的支持下
组建起了“邻里互助志愿队”，这支队伍里不仅有
村里的“微领袖”，还有被“微领袖”带动起来自发
参与自治的村民。他们定期开展“敲门行动”，为
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健康检测等服
务。目前志愿队已上门3650余次、参与志愿活动
时间达700小时。“有次我糖尿病发作导致呼吸困
难，多亏上门的志愿者及时发现送医。现在每天
都有人来敲门问问情况，心里特别踏实。”今年78
岁的百寿村村民丁奶奶对“敲门行动”深有感触。

“板凳议事会”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平台，更是
基层治理的“温度计”和“风向标”。“几张小板凳，
一壶热茶，承载着村民的期盼与智慧。板凳议事
会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有效提升
了治理效率和居民满意度。”严良表示，该模式自
推行以来，已累计解决基层问题百余件。

“小板凳”架起“连心桥”
曹桥板凳议事会
巧解群众烦心事

近日，我市第十三届青少
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小学生
排球比赛在市体育中心激情开
赛。赛事设男、女甲组和男女
混合乙组展开角逐。来自我市
各小学的排球小将同台竞技。
精彩的扣杀、顽强的救球，充分
展现了我市青少年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

■摄影 王 强

小将逐球

■言成声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 2025 年第二批
（非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名单。我市广陈镇
山塘村、新仓镇杉青港村入选，将获得更多政策、
资源支持，进一步发挥在片区组团发展中的示范
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难点，也是重点。以
重点村为节点，联结周边若干个区域相邻、资源
相近、产业相似的村，形成“重点村+周边村”组团
式发展的模式，已成为全省各地深化“千万工
程”，缩小城乡“三大差距”，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核心抓手。

从此次我市入选的两个省级重点村的实践
来看，在当前村庄发展普遍存在资源较为分散、
要素保障较为缺乏、产业互补性较差等诸多共性
难题的情况下，实施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有助于
从“一村奔富”到“抱团共富”。进一步放大乡村
片区组团发展的集聚效应，需要各地以系统思维
重构乡村发展逻辑，把握好“统领、融合、变革”三
个维度，努力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向“全
域共兴”跃迁。

要以党建为统领。从客观上看，传统乡村发
展常受限于行政边界和资源分散，相邻村庄往往
各自规划产业，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同质化竞
争。因此，破除行政壁垒是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
展的首要任务，需要以党建联动来破解困局。如
广陈镇将山塘村、泗泾村、龙萌村以及金山区廊
下镇的山塘村组建跨省组团发展片区，通过打破
省界藩篱，辅以“党建联建”这一无形的“纽带”，
把零散的资源集中起来，一体规划发展布局，形
成“东部生态美学、西部产业连片、南部宜居安
康、北部老街古韵”空间版图。

要以“融合”为抓手，盘活存量资源，以要素融
合创造更大价值增量。如新仓镇“合作之源·杉水
共富”示范片区，以杉青港村为核心，通过整合周边
三叉河村、友联村、双红村、芦湾村以及中华村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着力打造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
乡村文旅全新
场景，全面推
进“农文旅”深
度融合，
（下转2版）

放大“组团效应”奔共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