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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第一批嘉兴市历史文化传统
村落及重点村创建名录公布，大桥镇江南村
成功入选。

围绕“江南文明之源 创新活力之城”
的定位，近年来，大桥镇努力挖掘人文资
源、厚植文化根基，以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

铸魂，将“文化惠民”贯穿文化提升工程主
线，实现了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
全覆盖；持续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高水平举办胥山端午民俗文化节、江南葡
萄文化节、“光影耀胥山”红色电影展映等
文化活动，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文化活

动品牌。
近 年 来 ，以 镇 图 书 馆、省 级“ 书 香 礼

堂”为建设样板，一批有颜值有内涵的农
家书屋落户大桥镇，众多企业建成富有特
色的职工书屋，满足群众对日常阅读的需
求。

弘扬文明新风尚，丰富文化生活。在打
响“浙江有礼”品牌、推进省域文明新实践的
进程中，大桥镇各村（社区）迅速掀起“浙风
十礼”文明新风弘扬行动的热潮，通过打造
胥山村“有礼地标”，开展“我为浙江有礼代
言”活动，借助户外电子屏幕、宣传标语等宣
传载体，在景观、公共场所、住宅小区等地深
入宣传“浙风十礼”。

文明之景随处可见。放眼大桥大地，从
热闹街区到恬静乡村，处处可见文明礼仪新
风宣传；侧耳倾听，从会场到寻常巷陌，时时
可闻典型事迹⋯⋯

此外，在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的过程
中，大桥镇涌现出“杨妈妈工作室”“夕阳红
老娘舅工作室”“金锤志愿者”等一批志愿服
务品牌，在服务村（社区）、关爱老人、助力

“双减”、反诈宣传、疫情防控、矛盾调解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特色实践项目的推
进中，大桥镇全域文明创建、全员践行有礼
的氛围日渐浓厚。

以文化人 精神生活更富足

“我为浙江有礼代言”主题活动

“听说养老金涨了，我特地来查一下，果然，又涨了不
少！”倪家浜村村民沈幸娟开心地说。村里有了自助政务服
务一体机，家门口就可以办不少事。

走进倪家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道路干净整洁、农
房立面整齐划一；庭院内外整洁卫生、田园环境优美舒适。

这几年，村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家宴中心、文化礼堂、
礼堂书屋等硬件设施越来越齐全，服务也随即跟上。“家门口
就能上学、看病、享受养老服务，我们的日子不比城里人差。”
沈幸娟说出了村民共同的心声。

幸福生活的背后，是大桥镇不断优化各项保障，倾力夯
实民生之本的努力。今年，大桥镇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亚欧学校建设，完成大桥镇中学改造、铭德小学搬迁改
造；基本医疗参保率达99.79%，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6%；
累计发放各类补助金额1475万元，惠及7385人；指导促进就
业人员3112人；新增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2处，“为老
助餐”18535 人次；新建托育机构 7 家，新增幼儿托位 490 个；
新建亚欧、由桥两个“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今年，大桥镇将“智护空巢”
空巢老人关爱项目列为镇民生事实工程，通过全屋雷达、居
家安防套件等构建独居、空巢老人智慧安全防线，以五级联
动方式守护老人安全底线，破解独居、空巢老人的安全问题。

打造多个特色品牌。以“老伙伴”项目为切入点，首创
“老伙伴专员+社工”的孤寡老人帮扶模式；依托“复兴少年
宫”项目，整合儿童之家建设，通过项目持续性服务、引入优
质资源等方式，关注困境儿童。

随着一件件民生实事从蓝图变为现实，“幸福大桥”成了
群众可感可触的美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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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怎么样啊，嘉行码有没有让顾客
扫呀？”近日，天明社区网格员屠莉英像往常
一样走进沿街商铺，商家也像老朋友一般熟
络地和她聊起来。

天明社区商铺林立，新居民众多，群租
问题较突出，而屠莉英这样的网格员就像社
区治理的“眼”和“手”，发挥着重要作用。

坚持党建统领，凝聚多元力量，今年以
来，大桥镇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努力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深化新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工
作，大桥镇建立网格 144 个、微网格 903 个，
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村不漏户、户
不漏人”的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并发挥

“微嘉园”回应诉求、缓解矛盾、凝聚共识的
桥梁纽带作用，形成基层自治合力，加快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早上7点21分，网格员发现有一处违规
停放数十辆非机动车的现象，问题上报后，
仅过去 28 分钟，就顺利完成整改。处置问
题既高效又有针对性，这得益于城市智能化
管理平台。大桥镇抓好基层治理“四个平
台”建设，探索完善“互联网+”社会治理新
模式，加快推进智慧校区、智慧社区、智慧园
区建设。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大桥镇提升应急管

理水平，完善体制机制，落实“最多查一次”
理念，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执法，全面构建

“大平安”格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
安全稳定的大环境。

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响应；隐患问题，
严格整改到位；多部门协同，推进一体化检

查执法⋯⋯按照“大综合一体化”要求，大
桥镇梳理 43 项检查任务清单，涉及安全生
产、劳动保障、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全部
整合为一体化检查执法的工作职能，并建
立了“157 大综合一体化”联合检查、执法
队伍。

共治共享 群众更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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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不错，我要再买点。”在邓美琳的
微信群里，凭借之前积累的好口碑，100 箱
阳光玫瑰葡萄不到两小时卖光。

邓美琳是土生土长的大桥人。大桥镇
农户栽种葡萄已有 20 几年历史。从小耳
濡目染，邓美琳很有感触：“传统农业看天
吃饭，加上市场波动大，只能赚辛苦钱。”大
学毕业后，她回乡创办了又木家庭农场，将
销售重点转向线上，通过社区营销、直播带
货等模式，积累了近 3000 人的客户群体，
葡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前不久，在邓美琳的帮助下，原本通过
水果市场只能卖到 50 元每公斤的蓝莓，卖
出了 80 元每公斤的高价。蓝莓农户一边
感谢，一边感叹“没想到”。

80 后农创客顾卫军，辞职回乡创办了
“顾得鲜生”品牌，通过网店和直播销售，他
将优质农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农场主陶
喜平拿起手机成为主播，为自家的农产品
带货⋯⋯随着越来越多的农创客回归，大
桥镇传统农业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涌现
了不少变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桥镇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开拓创新，
形成以葡萄、西甜瓜、蔬菜、优质稻米为主
导的农业产业体系，粮食总产量已达 14.7
万吨。今年，大桥镇预计实现农业生产总
值 15.6 亿元，同比增长 2%；农民人均收入
45329元，同比增长4%。

今年，大桥镇还探索“数字蔬菜”产业
新模式，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对蔬菜的品种
需求、价格变化，保障农户种植的蔬菜不愁
卖，开辟出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可持续发展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围绕农业转型提质、乡村转型发展、
农民持续增收，我们聚焦聚力都市农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迈向
纵深。”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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