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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事之江新事
本报讯 （记者 王雨红 通讯员

宋正卿 柯中杰）如今漫步嘉兴农村，
可以看到一个个名叫“嘉乡驿”的小屋，
百来平方米的空间，成了村民和新就业
群体休憩、娱乐的好去处。

但很多人想不到，这些小屋的前
身是公厕。近年来，浙江以便利化、智
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为要求，
通过新建、改造等，解决农村公厕存在
的“脏乱差”问题。“努力把民生小事办
好，让如厕更如意。”嘉兴市农业农村

局社会事业处处长盛丽君说，2019年，
嘉兴全面启动“厕所革命”，推动农村
公厕建设改造与管理服务提升。截至
目前，嘉兴已打造21座“嘉乡驿”农村
公厕驿站，完成农村公厕标准化新改
建1750座。

“‘嘉乡驿’是‘厕所革命’的升级
版。”盛丽君介绍，近两年，嘉兴结合美
丽乡村精品线建设和乡村休闲旅游开
发，在公厕增设接待区、休息区、购物区
等，拓展旅游咨询、运动休憩、物资补给
等配套功能。

走进海宁市周王庙镇胡斗村，一幢
三层小楼映入眼帘。一楼是厕所，感应

水龙头、自动售纸机、母婴室、无障碍卫
生间等一应俱全。沿楼梯走上二楼，是

“江韵胡斗”渔盐文化展厅，可领略钱塘
江边的美丽村落。三楼则设有休闲书
吧、茶室，几位村民正坐在软沙发上喝
茶、看书，俨然一个温馨的“小家”。“这
可是我们村的网红打卡点。”胡斗村党
委书记钱云清略显自豪。

刚柔并济，将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做
到群众心坎上。事实上，前几年嘉兴的
农村还不乏旱厕、露天粪坑和简易棚
厕，且部分地方存在村民“借用”公厕洗
菜、洗衣服等行为，若一味地“硬碰硬”
管理，或许只能短时见效。为此，嘉兴

专门出台提升行动方案，一方面建立规
范标准、细化目标任务；另一方面，针对
各地实际，推行积分兑换、红黑榜等机
制，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公厕建设和管
理。不到两年时间，嘉兴农村旱厕、露
天粪坑和简易棚厕全部清零，长效管护
机制基本建立。

手指点点，还能“一键找厕”。嘉
兴通过搭建农村公厕大数据管理平
台，将现有的农村公厕制成“数字一张
图”，公厕坐标点位全部上传至百度、
高德地图APP，在“附近”模块中查找

“厕所”，让村民和游客对公厕位置一
目了然。

嘉兴打造“厕所革命”升级版，文明瓶颈变亮丽风景——

嘉乡驿让公厕变“香”了

本报讯（记者 李灿）“现在家里
有缝纫机的不多了，哪个邻居碰到裤子
长了、衣服破了、线头脱了、拉链坏了什
么的，尽管来找我们就是。”

杭州上塘街道善贤社区的善贤人
家小区，有个运营了两年多的暖心缝纫
铺，每周二上午8时30分到11时，免费
向1000多户社区居民提供缝补服务。

暖心缝纫铺有3名成员，分别是71
岁的朱彩琴、68岁的冯小玲和67岁的
陈民心。算下来，这个“缝纫女团”的平
均年龄已经快69岁了。

虽然年龄已经达到“奶奶级”，3位
志愿者踩起缝纫机的时候，可都是活力
满满。

“我们是回迁小区，老年居民多，所
以我们最开始设定的服务对象是60周
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小区里年轻住户、
租户也多了起来，他们找上门，我们当
然也乐意帮忙。”陈民心奶奶说，自己十
几岁自学裁缝，还在服装厂干过十几

年，趁现在眼神不错、手工还算利索，就
想着为邻居们发挥余热。

朱彩琴奶奶也是“专业组”选手。

年轻时就靠做裁缝养家的她，虽然现在
干的是不收钱的缝纫活，却也乐在其
中：“我有退休工资，生活条件也比以前

好了很多。每次看到邻居夸我缝补好
的衣服穿着舒服，我很开心。”

“家里一直有台缝纫机，没事的时
候我也会做点床单、坐垫什么的。”与两
位“小姐妹”不同，冯小玲奶奶常常调侃
自己是个“业余”裁缝，但这并不妨碍她
的技术得到居民认可。作为一名老党
员，她一直是小区里的“热心肠”，2020
年听说小区在组建暖心缝纫铺，就毫不
犹豫地毛遂自荐。

今年是暖心缝纫铺的第3个年头，
3位奶奶会提前商量、轮流当班。谁要
是家里有事，或者有别的活动要参加，
其他奶奶就会顶上。

时间长了，社区里的邻居们对奶奶
们都格外信任。最忙的时候，奶奶们一
上午要处理10余件衣物，要是碰到修
补难度大的，还会自发“加班”干到下
午。“有些老人对衣物是有感情的，我们
特别理解，所以也想尽自己的能力帮帮
忙。”朱彩琴奶奶说。

杭州有个奶奶级“缝纫女团”，免费为居民缝补衣物

一针一线间，满满热心肠

“缝纫奶奶团”，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民心、朱彩琴、冯小玲。 本报记者 李灿 摄“缝纫奶奶团”，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民心、朱彩琴、冯小玲。 本报记者 李灿 摄

本报讯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金庆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
年11月11日在杭州逝世，享年75岁。

金庆灿同志是浙江省临海市人，
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79年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兴县水口供销

社、食品站会计，县食品公司副经理、经
理、支部书记，县商业局局长、党委书
记，县财办主任，县供销社党委书记，副
县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委副书
记、县长，县委书记，湖州市委政法委常
务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金庆灿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周 静 通讯员
喻争）“这里有棋牌，有健身器材，还有
一群小姐妹，我过得很开心。”居住在杭
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夕阳红老年公寓
的85岁老人王茂香乐呵呵地说。这家
由政府购买服务的老年托养中心，可为
街道内60周岁及以上有需要的老年人
提供日间照料和短期康复护理服务。

余杭街道共有户籍人口9万余人，
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8万
人，占比 20.1%；在册困境儿童共 89

人。对此，余杭街道以城乡现代化社区
建设为抓手，联动辖区共建单位、社会组
织、企业等资源，精准定制“一老一小”服
务菜单，开设五星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延伸建设18个村社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多维日常服务，包括“食
堂+助餐点”全覆盖、上门服务全周期以
及精准托养全提升。同时，积极推进儿
童之家建设，目前已打造5家示范型儿
童之家、19家基础型儿童之家，开展“同
心童梦”关爱救助系列活动。

精准定制菜单 服务“一老一小”

11月20日下午，在常山县金川街道徐村村，“常山UU音乐节”现场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常山 俞国文 汪杰 摄

本报讯 （记者 徐贤飞 薛文春
共享联盟·兰溪 朱窈 郎擎宇）“叮
叮！”收到银行到账提醒，浙江欣旺
达电子有限公司 90 后工人邵火佩
会心一笑。从纺织工人跳槽成为锂
电池工人 ，他 的 月平 均 收 入涨 了
2000元。

作为老工业基地兰溪，纺织业一直
是该市的“用工大户”，规上企业从业人
员约有4万人。今年，随着新能源电池
产业兴起，新增就业岗位近2万个。这
条“鲶鱼”搅动了当地用工市场。兰溪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至9月该市规
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73918人，同比增
长 10.8%；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长

22.1%。
受各种因素影响，兰溪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去年仅 3.83 万元。如
何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
阶，是兰溪市在共同富裕新征程的重
点和难点。为此，该市专门组建了共
富争先大会战指挥部，建立工作专
班，成立理论创新课题组和共富专家
委员会，构建起“指挥部统筹+专班
化运作+课题组研究”模式，寻找破
题方法。

今年初，一支由市领导、本土企业
家、在外乡贤等组成的共富专家团，着
手对比研究兰溪与长三角兄弟县（市、
区）的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兰溪人“小

富即安”，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引
入“鲶鱼”来搅动。

第一条“鲶鱼”放到工业。前些
年，随着浙江欣旺达电子有限公司开
工运行，一直跳不出纺织、水泥、化工
的兰溪工业，有了新气象。一般的锂
电池充满需要2至 3小时，“欣旺达”
只需1个小时。仅此一项，“欣旺达”
上半年出口额超14亿元，占全省锂电
池产品出口额的三分之一。为放大这
一优势，兰溪以欣旺达为“链长”，陆
续引进了涵盖基膜涂覆、正负极材
料、锂电池外壳等领域的上下游企
业。既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又能
在用工市场上与纺织、化工等企业形

成竞争，倒逼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
高工资水平。

第二条“鲶鱼”放到农村。今年以
来，该市注重农创客、乡村运营师的培
养和引进，出台了地标农产品精品化、
农民闲置房屋流转办民宿等政策，成
立“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引进培养
400多位“新农人”。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投身到“种养+产销”农业全产业链
中，推动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农村流动
集聚。

据统计，前3季度，兰溪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2463 元，同比增长
7.1%，高出金华平均增速2.8个百分点，
增速位列金华地区第一。

上马新能源 培育农创客

兰溪引进两条“鲶鱼”搅活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华 共享联盟·
镇海 陈巍）“小倪，多亏了你的努力，电
梯这么快能装起来。”11月20日，宁波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西长营
弄51号的住户们，围着镇海区建设交
通局物业管理中心年轻干部倪天任连
连道谢。当天，随着吊车把电梯准确放
入指定位置，一台全新的加装电梯像搭
积木般在单元楼门口拔地而起。这已
经是倪天任推动加装的第3部电梯了。

在镇海，一场“社区青春行动”正在
火热展开，各条战线的青年骨干在团组
织融入社区的探索实践中主动作为，倪
天任便是其中一员。

镇海团区委书记陈雯雯说，今年，
镇海组织开展了青年助力城乡现代社
区建设行动，统筹青年力量，下沉资源，

根据社区需求推出了纠纷调解、加装电
梯、助老助残、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十
多个“社区青春行动”项目，鼓励引导青
年社会组织、青年文明号深入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与社区服务工作。

11月18日，在招宝山街道西门社
区举行了一场老年人智能手机公益培
训活动。当天，在镇海区文广旅游体育
局青年志愿者手把手的指导培训下，近
百名老年人学会了通过智能手机点外
卖、打车、预约挂号、查询公交的操作方
法。“我们要做的并不多，就是多一点耐
心，帮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志愿者、
镇海区图书馆副馆长周晓卉说。

目前，镇海已有逾4万名青年参与
“社区青春行动”，在该区青年群体中的
占比超过三成。

镇海开展社区青春行动

4万名青年志愿者社区送服务

11月21日，浙江长龙航空携手中国国际动漫节共同打造的“国漫专属航班”正式启航，机舱内充满了动漫元素。图为动漫吉
祥物“乐乐”与长龙航空空姐一起欢迎乘客乘坐“国漫专属航班”。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拍友 范雨竹 摄“乐乐”邀你坐飞机

本报讯 （记者 吉文磊 通讯员
章蓉蓉）近日，在有着“青田西藏”之称
的万阜乡云山背村，随着“轰”的一声，
一股清泉从 250 米的深水井喷涌而
出。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村
96名村民不必再为喝水发愁。

9月以来，极端干旱天气频发，位
于浙南山区的青田降雨量比往年同期
减少超80%，农村供水保障工作面临
严峻挑战。位于青田县中部山区的章
旦中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日常用水需
求量大。因为干旱缺水，全校2600名
师生一度面临停课危机。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青田县水利局
和章旦乡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及时在当地
钻打3口新井，补上了供水缺口，并额外
增派送水车为学校补充自来水。截至目
前，相关部门已为学校送水5317吨。

章旦中学面临的缺水情况不是个

例。今年10月，干旱情况持续加剧，青
田县山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用水紧
缺。“严重的时候，每天都会有乡镇要求
解决缺水的来电，有一天甚至有50多
个电话”，青田县水利局农饮站站长叶
小雷回忆道。

对此，青田县水利局及时制定供水
应急预案，在全县52个行政村66处缺水
困难点，开展河道抽水、应急送水，寻找
新水源，加强水库水量调度等工作，牢牢
守住供水“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底
线。10月以来，青田全县50天里共为群
众送水6517吨，应急打井83口，限时供
水90多处供水站，寻找新水源50多处。

今年7月，青田县印发了《青田县
农村供水保障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将在青田中部和西部组团乡镇形
成“互为备用”的供水水源，打造“一流
域一水源”的乡镇集中供水水源。

50天送水6500多吨，应急打井83口

青田全力保障农村供水

本报讯（记者 李茸 共享联盟·
南湖 罗益娥 许颖佳）近日，在嘉兴
南湖区的南湖微创园二期工地上，只见
3幢单体厂房与1幢研发楼已雏形初
露，工人正在紧张施工。项目一期已建
成5.5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设施，二期
固定投资约12亿元，全部投用后不但
效益倍增，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
展，推动南湖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
济稳进提质的重要力量。“面对疫情和
国际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以精准
的政策和有力的服务为抓手，让民间资
本敢于投资、放心投资。”南湖区委负责
人表示。今年1月至10月，南湖区民

间 投 资 达 150.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5%，增幅嘉兴第一。

技改投资成为民间投资主力军。
在嘉兴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偌
大的车间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无
人驾驶车、机械臂在有序工作，未来感
十足。去年，企业投资1亿元，将6个
传统车间改造成数字化车间。该企业
相关负责人严芳算了一笔账：在没有
增加用地的情况下，企业万元产值成
本降低 18.18%，产品不良率降低
72.22%，人均生产效率提高24.73%，
效益显著提升。

1月至10月，南湖区技改投资完
成35.27亿元，同比增长147.7%。

前10个月，南湖民间投资增逾一成

常山开办乡村音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