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故事

用心绘就“颐养金平湖”幸福图景

平湖民政多点发力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从“老有所养”向“幸福颐
养”持续升级———

走几步路，乐享社区食堂幸福“食”
光；闲暇之余，参与社区活动增添生活乐
趣；足不出户，家庭医生上门贴心服务
……在平湖，一个个关乎老年人衣食住
行、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景，托起了银发一
族“稳稳的幸福”。

伴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脚步，我
市老龄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面对“银发
浪潮”，我们能为老人做些什么？又该如
何以老年人为中心，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会？这是平湖民政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近年来，市民政局紧紧围绕“老有所
养”目标，紧扣敬老爱老主线，为老年人献
爱心、办实事、做好事，大力弘扬尊老爱老
传统美德，在服务供给、社会参与、惠老政
策等方面持续升级加码，让老人安享幸福
晚年，倾力打造“幸福颐养”平湖样板。

打好“情”字牌

养老服务“心手相牵”

“出门理发、药店买药、老年食堂就
餐，随身携带‘爱心卡’，就能享受到很多
实惠，这对老年人来说太友好了！”听完社
区工作者对养老服务“爱心卡”涵盖服务
内容的介绍后，当湖街道启元社区的王爷
爷发出这样的感叹。

今年 10月是我国第 15个“敬老月”，
日前举行的平湖市 2024年“敬老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市民政局正式发布了养老服
务“爱心卡”服务项目清单、服务机构白名
单、首批爱心商家名单，由此我市全面推
行养老服务“爱心卡”制度正式启动。“养
老服务‘爱心卡’是聚焦我市老年人衣食
住行等多方面需求，依托优质的养老服务
机构和爱心商家，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
便捷性养老服务的保障卡。”市民政局副
局长陆晓燕介绍说，“爱心卡”以失能失智
和高龄老年人为重点，以社保卡为载体，
在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医、助急等六
大养老所需的场景，提供“六助+N”服务，
让老人能够在家门口乐享暖心服务。

一张“爱心卡”，浓浓爱老情。自今年
我市启动养老服务“爱心卡”建设以来，市

民政局聚焦老年人日常所需的理发、洗
澡、体检等诸多服务需求，面向社会公开
遴选养老服务“爱心卡”上门服务机构白
名单。在遴选过程中，严格对照评审内容
和白名单评分表，对申报单位逐一进行资
质审查和评分，如是否符合从事养老服务
相关营业范围、养老护理员是否持有护理
员证、申报单位服务区域是否覆盖我市各
镇街道等，最终将综合评分达到70分以上
的机构纳入养老服务“爱心卡”上门服务
机构白名单。同时，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首批养老服务“爱心卡”爱心商家招募，最
终择优确定了涵盖药店、家政、口腔诊所、
理发等各行业优质商家30户，通过整合各
方资源力量，让优质优价的养老服务触手
可及，大大满足了广大老年人多元化、个
性化的服务需求。

打好“暖”字牌

敬老氛围“愈演愈浓”

走访慰问辖区高龄老人，传递节日关
怀与温暖；为全市新增百岁老人赠送“福
寿康宁”牌匾，送上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探望困难、孤寡等老年人群体，倾心交流
近况、帮其纾困解难……营造尊老、敬老、
爱老的社会氛围，是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在“敬老月”，市民
政局用深情的笔触，绘制了一幅幅温馨的
画面，让“暖”字成为这个月最动人的旋
律。

“谢谢你们还记挂着我，让我感受到
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在当湖街道梅兰
苑社区举办的“绽放夕阳，敬老为福”十月
长者生日会上，居民杨奶奶向社区工作者
表示感谢。关心关爱始终是“敬老月”最
浓墨重彩的一笔，市民政局通过积极组织

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重阳节当天，
广陈镇为浙沪南北山塘村近300名老人送
上了一场暖心又暖胃的“重阳家宴”；独山
港镇开展了一碗长寿面暖爱行动，祝福老
人健康长寿；当湖街道举办重阳节趣味运
动会，让老年人身心得到放松……依托一
场场温情满满的“敬老盛宴”，让老人们感
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让美好和谐、尊
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在推进老龄工作过程中，我们还十
分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和精神文化
生活，通过承办老年文艺汇演等方式，为
老年人搭建风采展示的舞台，倡导积极的
老龄观。”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老年文艺汇演作为我市 2024年“敬
老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共
有百余名老年朋友登台表演，全面展示了
全市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值得
一提的是，在我市举行的平湖市第三十届
老年文艺汇演上，舞蹈《春天的故事》、葫
芦丝演奏《迷人山歌》、情景朗诵《远航腾
飞》等精彩节目轮番亮相，让在场的观众
大饱眼福。

打好“实”字牌

幸福颐养“双向奔赴”

“卫生间里铺了防滑地胶、换上了智
能马桶、安装了防滑的L型扶手，这些改变
大大减少了滑倒、摔跤等危险的发生，十
分合我心意。”家住钟埭街道西林寺社区
的李奶奶高兴地向记者介绍卫生间改造
后的新变化。

适老有“爱”，居家无“碍”。如厕洗澡
怕摔倒、室内行走不便利、安全监测不及

时……在老年人的居家生活中，隐患和困
难常有发生。为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
便捷、更贴心、更智慧的居家养老服务，市
民政局发布了《平湖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居
家适老化改造实施细则》，居家适老化补
贴享受对象在以困难老年人、最低生活保
障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老年人等为主要
对象的基础上，拓宽至居住在平湖市范围
内的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聚焦老
年人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
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
等方面，该局联动各镇街道以老年人需求
为导向，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适老化改
造方案，为老年人幸福养老持续“加码”。

值得一提的是，在共建共享老年友好
型社会进程中，市老龄委成员单位还在老
有所学、老有所为方面出实招、谋实效，大
大激发了“老龄友好”双向活力。以老年
教育资源整合省级试点为契机，研究制定

“2+11”政策保障体系，首创“银尚乐学”老
年教育品牌，成功创建省级老年教育优质
校 3所、嘉兴首批优质校 24所，依托优质
学习平台，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需求。深
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鼓励和引导老
年人秉承量力而行原则，发挥专长参与到
垃圾分类、反诈宣传、便民服务等老年志
愿服务活动之中，在为社会发展贡献“银
发力量”的过程中，更有获得感和归属感。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我们将始终把老年人的冷暖放在心
上，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
动老年人生活品质升级，持续擦亮‘颐养
金平湖’品牌成色，让每一位老年人尽享
颐养之福。”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杰
这样表示。

■记者 纪晓岚 通讯员 唐文雅

西门外大街与平湖糟蛋
西门外大街，因位于原城关镇西门外

而得名。大街地处嘉兴塘北岸，东起西孟
家桥，西至白马堰界泾桥，全长 740米，宽
4米。2004年 5月，该地块被划入钟埭街
道。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2013年平
湖城区解放西路继续向西延伸至西小港
路，西门外大街从此消失。

昔日，大街和西邻的白马堰老街贯
通，是连接西郊乡村的主要通道，又是城
西乡村农产品的集散地，由于紧靠嘉兴塘
航道，所以沿河一带又是通向苏杭大运河
的船埠。这里城乡交接，水陆通畅。水路
中，来来往往的运输船只穿梭不断，有的
还须在此停靠装卸；大街上，店铺鳞次栉
比，人流摩肩接踵，异常热闹。在 20世纪
90年代前，大街两边还开设有供销社、信
用社、卫生所等。

旧时，大街西端的界泾桥之西为嘉兴
县境。至今这里仍有“接官亭”遗址，在明
清时期，新任知县乘船到了这里，就知道
已经进入平湖县境，都在这个地方下船上
岸，接受官府与百姓的迎接。明嘉靖三十
二年（1553年）平湖筑城以后，这里为西门
外要冲之地。倭寇平息后，县城西门外逐
步发展起来，开辟成一条商业街，尤其是
西孟家桥至徐婆桥（今环城西路）这一段
尤为热闹。在大街周围，建起了行前

（弄）、花街弄、牛贺弄等一大片古弄狭巷
的建筑群，久而久之形成了西门城外的闹
市区。

清朝雍正年间，开设在西门外大街的
徐源源糟坊，其出品的糟蛋首次上市就

“一炮打响”，轰动了县城。当地民间曾流
传着一个徐源源出产糟蛋的故事。

相传雍正年间的某年清明时节，徐源
源糟坊的老板备好船只准备去海盐丰山
上坟祭祖，临行前喊了学徒照观同往。年
少嘴馋的照观，清早从厨房里偷了几只鸭
蛋藏在身边，准备等东家离店后再煮熟了
吃。突然，东家的一声叫喊把照观吓了一
跳，想不到东家要他一同去扫墓。他急中
生智，随手把身边的鸭蛋偷偷地放入一缸
酒糟中。扫墓归来后，照观又没有机会取
出鸭蛋，渐渐地将此事忘了。

到了中秋节，照观在糟缸中取糟鱼、
糟蟹时，无意中发现了几个月前放入的几
只鸭蛋。只见鸭蛋光亮如鲜、白里透红，
他一不小心，竟碰破了蛋壳，一股独特的
醇香扑鼻而来。他大胆地伸出舌头，舔了
舔流淌出来的乳白色蛋清，“啊……”滋
味妙不可言。他连忙把此事告诉东家，并
如实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老板没有责
怪他，反而感谢小徒弟为他发明了天下独
一无二的珍奇食品——糟蛋。照观因祸

得福，入赘徐家，成了徐家的上门女婿，独
掌糟蛋制作工艺。平湖糟蛋逐渐在杭嘉
湖地区传开。

平湖糟蛋的加工季节一般在黄梅节
气初期，用新鲜鸭蛋经裂壳后用糯米浸
渍而成。从落坛到糟渍成糟蛋，要经过
四五个月时间，工艺要求十分严格。
1986年，糟蛋常年生产获得成功，改一年
生产一次为一年多次，产量大增。糟蛋
俗称“软壳糟蛋”，其蛋壳柔软碎落，而蛋
膜不破，蛋形完整。糟蛋的蛋白呈乳白
色胶冻状，晶莹如玉；蛋黄呈橘红色的半
凝固状态，橘红如火。糟蛋不仅味道鲜
美、醇香浓郁、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
还具有开胃、助消化等多种功效。食用
时，用筷子或小刀挑破蛋膜，即可品尝美
味，不必烧煮，十分方便，是馈赠亲朋好
友的佳品。

徐源源糟蛋风味独特，声名鹊起。
自乾隆年间起就被列为进贡皇帝的贡
品，并获“乾隆京牌”褒奖。民国十四年
（1925年）《平湖县续志·卷四》记载：“各
种糟品以徐源源制者最佳，其糟蛋驰名
尤远，宣统元年（1909年）曾在南洋劝业
会奖给金牌。”此后，又在英国伦敦博览
会、南京品物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
出，并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牌。时有

诗云：“买醉城西结伴行，源源传酿远驰
名。剖来糟蛋好颜色，携到京华美味
评。”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糟蛋生
产，1957年糟蛋曾在全国再制蛋交流会上
展出，以色、香、味俱佳获胜。1981年至
1989年，平湖糟蛋连续获商业部、浙江省
优质产品证书，被评为浙江省最佳食品，
并获省新、优、特产品“金鹰奖”。1988年，
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在博览会
期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派专人购买
了40罐平湖糟蛋。

已经有 280多年历史的平湖糟蛋，深
受国内外消费者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华人
的青睐。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国家领导
人陈云的夫人，我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
木，称赞平湖糟蛋“醇香、酯香融合为一
体，形成复杂的鲜美滋味”，称“食平湖之
糟蛋，是回味无穷的享受，又是具有营养
滋补之功效”。

古老的西门外大街为了城市建设永
远地消失了，被现代化的解放西路取代。
人们知道平湖糟蛋的声誉永盛不衰、销路
越来越广后，看到平湖糟蛋包装得越来越
精美时，无不为之赞叹。但更希望平湖糟
蛋的传承人把糟蛋的质量做得好上加好，
更加深受顾客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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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快递资讯快递

嘉兴市民政局领导调研
督查我市养老服务工作

■通讯员 唐文雅

近日，嘉兴市民政局副局长吴书雷带队，来
平调研督查养老服务工作。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杰，副局长陆晓燕陪同。

吴书雷一行先后来到平湖市柏润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和当湖街道如意社区老年食堂、洁芳社
区养老驿站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对
机构养老、食堂运营、驿站建设等情况的介绍。

座谈会上，吴书雷一行详细听取了我市关于
养老领域民生实事、居家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

“爱心卡”和群腐整治等工作进度、难点痛点以及
下一步计划的汇报。

市民政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养老服务
领域重点难点工作集中攻坚、狠抓落实，以民生
实事项目增强老年群体获得感，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适老化改造政策兑现效率，逐项破解养老服
务“爱心卡”推进难题，结合日常工作提升群腐整
治成效。

睢宁县民政局考察组
来平开展交流学习

■通讯员 李 敏

日前，江苏省睢宁县政协副主席、民政局局
长卓霏，江苏省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郑
本生等来到我市，考察调研社会救助对象精准画
像、市镇村三级助联体建设和运营情况。市民政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华锐陪同。

卓霏一行首先参观了新仓镇助联体服务站，
深入了解助联体建设及日常运营情况，并实地走
访困难老年人助餐项目服务点，深入探讨助联体
项目运作方式。随后，参观了平湖市社会救助服
务联合体，了解救助资源整合运作机制情况。

交流座谈会上，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与慈善事
业促进科（核对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精平
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应用场景，双方就数字
化精准运用、大数据落地救助服务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交流，互相汲取先进经验。

加强地名文化保护
推进“乡村著名行动”

■通讯员 陈喜忠

平湖市地名文化保护研讨会日前在市民政
局举行。会议旨在加强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优秀地名文化，切实推进“乡村著名行动”。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娟凤，以及市地名专家组全体人员和市地名服
务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省民政厅地
名文化服务文化建设试点意见、嘉兴市推进“乡
村著名行动”实施方案等有关政策文件。随后，
与会地名专家围绕地名规划编制、地名命名更名
制度、地名文化挖掘、地名文化展示设施建设、地
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等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会议对各地名专家在地名命名更名审核、地
名工作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为我
市地名工作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同时指出，近
年来地名文化保护在地名工作中占据越来越重
要的位置，希望各地名专家更加关注地名文化保
护和传承工作，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工作经
验，为我市优秀地名文化的发扬光大提出更多有
益的意见建议。会上还为第九届地名专家组成
员颁发了聘书。

民生公益集市
凝聚平和“社”力量

■通讯员 周 兰

为深入推进社区邻里和谐氛围构建，促进社
区居民在公益慈善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互动，鼓励
青少年和儿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近日平和“社”
力量民生公益集市·友邻集在市博物馆拉开帷
幕。此次民生公益集市由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
综合党委主办，市博物馆、当湖街道启元社区、市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承办。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博物馆内热闹非凡。
来自启元社区的居民带着精心准备的特色商品，
汇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别开生面的民生公益集
市。

小小集市，包罗万象，玩具、书籍、文具等琳
琅满目，家长和小摊主们共同装饰布置、摆放商
品，一个个摊位整洁有序、创意无限，一件件商品
承载的是孩子们的故事与情感，一次次成交的经
历传递的是孩子们美好的回忆与喜悦。

此次民生公益集市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更激发了他们参
与公益事业的热情与责任感。同时，通过本次活
动，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为构建和谐社区、推动公益慈善文化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善行巴士”发车

平湖市“善行巴士”慈善文化特色公交发车仪式于日前举行。据悉，

城市5路公交作为我市首批“善行巴士”，车身印有醒目的“善行金平湖”

宣传标识，车厢内设有慈善宣传照片和标语，车内循环播放慈善宣传

片。“善行巴士”将依托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资源，全方位传播慈善文化，营

造浓厚的慈善氛围。 ■摄影 俞潮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