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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C2 平湖版

近日，2024 年平湖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在市东湖
小学教育集团嘉兴大学附属第一
小学（平湖崇文校区）展出。今年
大赛有来自全市37所中小学的近
2万名师生参与，此次展出优秀作
品416件，涉及科技小发明、小制
作等科技活动成果。

■摄影 王 强 金健良

智启未来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黄洁丽 李佳伊

夏晓蕾

本报讯 随着“双十一”线上
购物狂欢节的到来，各电商平台
推出的“预付满减”“限时秒杀”

“瓜分现金红包”等优惠活动层
出不穷，然而，这也为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滋生提供了土壤。为
确保广大市民的财产安全，我市
各镇街道、各部门迅速行动、多
措并举，共筑“双十一”期间反诈
防线。

扩大宣传范围，是反诈的关

键。“诈骗者冒充电商平台客服，
利用‘订单异常’或‘商品退款’
的理由，诱骗受害者点击钓鱼链
接……”近日，曹桥街道通过收
集往年“双十一”期间高发的电
信网络诈骗真实案例，精心制作
了《“双十一”电信网络诈骗防骗
指南》，并通过广播、村社区反诈
志愿者上门的方式将这份“反诈
宝典”送到了市民手中。“我们依
托广播的宣传范围和邻里间的
紧密联系，在‘双十一’期间开展
有针对性的反诈宣传，让诈骗分
子无处遁形。”曹桥街道平安法
治办相关负责人说。

设计情景模拟，让市民亲
身体验反诈过程，是开展精准
宣传的一大创新点。近日，钟
埭派出所反诈宣讲队深入社
区，通过编排的情景模拟环节，
让群众“沉浸式”体验诈骗分子
的狡诈手段。如在“冒充商家
客服诈骗”的情景模拟中，一位
反诈志愿者化身为诈骗分子，
通过电话向一位居民谎称其购
买的商品是次品，要给予居民
相应的补偿，但需要垫付一定
的保证金。而这位居民则在反
诈宣讲队员的悉心指导下，保
持冷静，成功识破了骗局。“我

以前对智能手机和网络了解不
多，总是担心会上当受骗。这
回我学了很多防诈骗的知识，
心里感觉踏实多了。”福臻社区
居民张阿姨说。

借助行业力量，揭示诈骗
手 法 ，方 能 让 诈 骗“ 无 处 遁
形”。10 月 22 日，当湖派出所
联合邮政管理局，针对“双十
一”期间频发的快递包裹类诈
骗案件，特别策划了反诈宣传
活动。反诈工作者们利用快递
驿站取件的高峰时段，将反诈
宣传内容与市民的日常取件流
程紧密结合，使得反诈知识更

加贴近民众生活、深入人心。
“除了邮政管理部门，我们还联
合了中国联通等通讯公司，在
大润发等各大商圈入户走访。”
当湖派出所反诈讲师朱丽佳
说，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往往借
助通讯工具实施，联合通讯行
业专业力量，能够更有效地揭
示诈骗手法，提升公众的防范
意识。

“双十一”反诈“不打折”
我市多措并举筑牢反诈防线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徐佳丽

本报讯 日前，2024年浙江省中小学班主任
基本功大赛举行，我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蔡美
亚老师参加此次大赛，并获得小学组综合奖二等
奖的好成绩。

浙江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旨在展现
班主任的优秀管理能力和水平，大赛分为小学
组、初中组、普通高中组 3个组别，选手们参加了
育人故事、带班育人方略、主题班会和情景模拟4
个模块的角逐，全省各地的101名班主任参赛。

为赛出最佳水平，蔡美亚提前一年就开始了
紧张的备赛。从育人理念的深入钻研，到实践技
能的反复锤炼；从带班方略的推翻再来，到育人
故事的反复修改，每个细节都凝聚着她的思考和
智慧。今年六月，她先从嘉兴市赛中脱颖而出，
十月冲击省赛，一举拿下省级二等奖。

班主任获省奖，是我市德育工作提质的一个
缩影。举办中小学班主任节、挂牌名班主任工作
室、做优家校协同育人课程……近年来，市教育
局通过系列举措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加强高素
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优秀的
德育队伍。

锻造教师过硬基本功
我市一班主任获省奖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胡人杰

本报讯 近日，位于平湖经开的蔻诗曼嘉化
妆品（中国）有限公司率先完成了某化妆品的完
整版安全评估报告并通过备案。这也是嘉兴完
成的首份化妆品完整版安评报告。

化妆品安全评估是保障消费者用妆安全、维
护企业品牌形象的基础工程，根据行业新政，自
明年 5月 1日起，企业必须提交产品的完整版安
评报告后才能上市销售。因此企业具有规范开
展化妆品完整版安全评估的能力，成为了接下去
化妆品行业的新门槛。

新政策出台后，市市场监管局靠前服务，第
一时间组织开展政策宣贯、完整版安评工作培训
等，指导企业开展完整版安全评估工作，并协调
解决整个安评过程中企业碰到的疑难问题。同
时多次实地走访企业，将最新的化妆品原料数据
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使用等进行传达解读，最终
成功助力企业完整版安全评估工作取得突破。

我市一企业完成
化妆品完整版安评报告

系嘉兴首份

择一城而居，愿是平湖
（上接1版）
尤其是近年来平湖迭代升级实施美丽城市专项
行动，围绕“人”“城”“境”“业”四大因素，不断完
善“中优、南进、北融、东拓、西联”城市总体布
局。北部，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引了一个个高
品质住宅项目、一个个高质量外资项目，北部新
城就地崛起。城西，建设内容包括室外球场、室
内场馆、儿童活动场地等在内的城西便民活动基
础设施项目，列入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今年
上半年已完成飘带桩、天桥承台、驿站主体结构
等基础施工，预计年底竣工，可惠及周边居民 10
万余人。随着“中优、南进、北融、东拓、西联”城
市布局建设的加快，平湖城市版图不断扩展，主
城区面积达到90平方公里。

平湖城在“长大”，长大的不仅是城市框架，更
有城市品质，还有人民群众节节攀高的生活。生
活性服务业，是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98年关帝庙商城开业后，以商贸综合体为代
表的生活性服务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通过
对外招引、对内培育，一大批商贸综合体拔地而起，
比如位于东湖新区的八佰伴、南市新区的吾悦广
场，再比如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大润发商圈，各个
商贸综合体布于不同点位、辐射周边，既满足了群
众家门口的消费需求，也实现了平湖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于9月30日隆重开业的
银泰百货，成为了平湖又一地标性商贸综合体，将
进一步推动平湖市民消费升级。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多年
来，平湖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把城市开
发建设的蓝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城市辨识度
显著提高，今天的平湖是浙江省 5A级景区城，更
是人民群众的幸福之城。

【记者手记】城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群众居住的重要单元。近年来，平湖城市建设不
断加快、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市民居住的幸福感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这样的幸福，或许是
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或许是一次次愉快的消
费体验、亦或是一个个家门口的公共文体设施。
一个个小确幸，串起了群众一个又一个幸福的日
常，也堆积了平湖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郑凯欣 徐冰艳

本报讯 近日，我市公布第
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本次新增的项目共有传统
技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俗
四个类别11项，涉及平湖浆蜂养
殖技艺、小白龙传说、新兴镇庙会
等，进一步挖掘了我市非遗资源。

非遗，源于生活，更用于生
活。此次平湖非遗项目名录中就
有每个平湖人参与过烹饪、品尝
过味道的一项——平湖烧野米饭

习俗。立夏时节，三五好友聚在
一起，置起一口大锅，在锅内加入
新鲜的糯米、蚕豆、春笋、咸肉等
食材，来回翻炒二十来分钟，就能
热气腾腾地出锅。对于这一项目
获评，市非遗中心主任黎庆慧也
有自己的看法。“刻有本地民俗记
忆、地域印记的优秀传统文化是
平湖的文脉精髓，也是最能够吸
引和打动人的文化特质。”她表
示，群众喜爱、深度参与，并且助
力传播，才是非遗最“生动”的样
子。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非遗更

是老一辈人的智慧结晶，这批非
遗项目也有不少是“致敬经典”。

“平湖玫瑰米醋酿造技艺”就是其
中代表。平湖玫瑰米醋味道纯
正，得到了几代平湖人的认可。
在平湖市老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
司内，米醋酿造采用古法酿造技
艺，经过选料、浸渍、蒸饭、自然发
花等十多道程序，酿造出的米醋
色如玫瑰、酸味柔和。经过传承
发展，它不仅已经融入平湖人的
日常生活，更在品牌加持下走出
平湖。

非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

断“再创造”。自去年平湖被列入
浙江省“非遗助力共同富裕”试点
名单后，我市便不断强化非遗系
统性保护合力。如今在平湖，以
省级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平湖糟
蛋制作技艺为特色产业，平湖糟
蛋非遗文化展示馆形成了线上及
线下专营店、景区形象店等多模
式销售。

以非遗为标识的活动、品
牌、产业也在平湖多点开花，成
为我市特有的文化底色。以平
湖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平湖黄酒
制作技艺、圆作技艺等多个市、

县级传统技艺项目为抓手，在各
镇街道建设生产经营场所，不少
传统技艺形成了从工作室到门
店再到公司等多种形式的经营
模式。我市还举办中国平湖派
琵琶音乐会、平湖钹子书新作展
演大赛等非遗品牌活动，拉进百
姓与非遗的距离……

“我们始终坚持将非遗融入
当代生活的理念，深入实施非遗
保护传承工程，全力推动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让非
遗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
彩。”黎庆慧说。

多彩非遗走进百姓生活
我市盘活非遗资源打造特色产业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这项技术有什么
好处？”“怎么样绿色高效地种植
水稻呢？”……昨天下午，“太湖
流域粮食主产区绿色高效种植
制度创新与应用”工作推进会暨
现场观摩交流会，在我市钟埭街
道得稻家庭农场种植基地举
办，水稻领域的专家学者、我市
各镇街道的种粮大户，一同观摩
学习水稻种植的新技术。

平湖作为全省产粮大县，粮
食生产还存在着种植模式单一、
养分投入大、农田生态功能退化
及作物优质高产难兼容等问
题。为突破制约粮油作物产量、

品质、效益和绿色协同提高的技
术瓶颈，我市建立了示范基地，
旨在通过水稻种植技术的创新
探索，让农田高产优质双丰收，
进一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在示范基地内，记者看到了
一片丰收的景象：千亩稻田一片
金黄，种植田块井然有序，大部
分水稻已至成熟期，稻穗粒粒饱
满。一块块试验田以施肥种类、
机插技术等进行配套组合，品种
产量差异明显，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效果。据了解，本次示范基
地，总面积1000亩，以秀水1717、
上师大 19、小麦浙华 1号、扬麦
29等为示范品种，采用稻麦轮作
的种植方式，主要示范推广丰产

优质稻麦轮作、秸秆快速腐解还
田、绿色高效定额施肥和增产免
疫生物菌肥促生技术。

“得稻家庭农场拥有丰富的
种粮经验和高标准的农田配套，
这些技术的试验能够进一步促进
示范区耕地质量提高、化肥施用
量降低、肥料利用率提高，实现水
稻、小麦绿色优质生产。”中国水
稻研究所研究员、项目首席科学
家曹小闯说，“例如，这里的定额
制施肥技术，实现每亩稻田能减
施氮肥 2.4公斤、作物增产 43公
斤，这正是通过‘土壤地力—目标
产量—农学效率’等指标的测
算，形成稻麦轮作体系周年化肥
施用限量标准。”目前，在我市得

稻家庭农场示范的粮油作物高
效绿色定额施肥和机插水稻丰
产优质高效协同栽培技术研究
成果，已陆续入选浙江、江苏省
农业主推技术，被农业农村部采
纳向全国推广应用。

观摩会也成为种植大户们
的一次交流良机。“今天的现场
观摩活动，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水稻种植轮作、肥料使用等方面
的新技术，为我们种植水稻打开
了新的视野，也让我更加意识到
推动水稻绿色种植的必要性。”
嘉兴市田园粮油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宋德礼拥有 1000亩水
稻种植基地，是一名种粮大户，
基地采用的还是传统施肥方式，

在观摩会上，他直观地感受到了
新施肥技术运用带来的产量差
异，积极进行了学习了解。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计”，粮
食的品质关乎农民的根本利
益。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双强
行动（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加
快农业科技推广，开展一系列高
产创建和展示示范。去年，全市
粮食播种面积 43.2万亩，粮食产
量 19.2万吨，均列全省第三。“本
次项目的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保
障我市粮食作物绿色高效生产，
为我市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守牢
粮食安全底线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市农业农村局植保土
肥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建强说。

种植技术种植技术““上新上新”” 绿色高效高产绿色高效高产
行业专家肯定我市水稻种植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