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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本报讯 “现在执法部门
对我们企业的合法经营指导让
我感到惊喜。一系列暖心的政
府服务和优质的营商环境，让
我们能够安心扎根在这里。”位
于新埭镇的平湖聚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金聚感慨
道。

原来就在几天前，市综合
行政执法队新埭中队与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新埭分局联合开展
了一次跨部门、跨领域的执法
行动，深入辖区餐饮配送企业，

提供经营指导和服务。在检查
中，聚源餐饮因仓库中用于存
放米面等食品的拖板尺寸规格
不 符 合 相 关 规 定 ，被 要 求 整
改。“如果是以前，可能只是告
知我们需要整改，甚至可能会
面临处罚。但现在，执法部门
不仅从我们的实际经营角度出
发，提出了具体的整改建议，还
主动帮助我们落实整改措施。”
谢金聚说。

从过去的“单纯执法”到如
今的“服务优先”，我市“执法+服
务”双轮驱动的执法新模式正在
成为新常态。据市综合行政执
法队新埭中队中队长陈全介绍，

各执法部门通过“进一次门、查
多项事”的方式，梳理高频检查
事项，制定了跨部门的联合检查
清单，并在检查执法过程中整合
执法资源，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
扰，实现“一次检查、全面覆
盖”。此外在联合执法行动中，
将为企业服务融入监管全程。
事前，执法部门会结合企业经营
特点对轻微违规行为发送“风险
提示函”；事中，针对在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明确整改路径和时间
节点；事后，对整改困难的企业
提供“一对一”帮扶，确保问题整
改到位。今年以来，市综合行政
执法队新埭中队已指导服务企

业20余家次。
这种“预防式”执法模式也

被运用到区域协同治理中，助
力浙沪两地企业轻装前行、健
康发展。在我市与沪毗邻地
区，不少企业存在在平湖生产、
产品销往上海的情况，这也导
致了企业迎检负担大。对此，
我市统筹整合两地行政执法检
查计划，主动推进企业关心的
重点事项治理，联合上海对口
部门聚焦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需
求，形成了长三角跨区域涉企
指导服务事项清单，将普法服
务前置并融入执法。“我们在先
前成立的浙沪联合执法队基础

上，根据涉企指导服务事项清
单，定期联合开展毗邻地区餐
饮油烟等多领域的专项治理指
导服务，帮助企业规避相关经
营风险。”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改
革协调科相关负责人说，截至
目前，已为 850余家两地企业合
法合规经营保驾护航。

目前，我市与上海市金山区
司法、公安、综合执法等多部门
正在打造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一
体化综治服务中心和“集成式”
法治服务专区，着力实现跨区域
跨领域涉企法治服务“一键立
享”“一站惠享”，不久后就将对
企开放。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盛依雯 李叶瑾

从监管执法转向服务优先
我市创新综合执法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讯 历史建筑留住城乡记忆。近日，嘉
兴市首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十大优秀案例出炉，我
市“平湖县委办公旧址、新仓镇西木桥62号民居、
乍浦镇南司弄76号民居”3处历史建筑榜上有名。

据悉，这一市级名单的评定，旨在让历史建筑成
为承载城乡记忆、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以“保护优
先、合理利用”为原则，统筹推进历史建筑修缮、功能
更新与文化挖掘，通过活化利用让老建筑焕发新生。

此次 3处入选，标志着我市在历史建筑活化
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领域再获认可。其中，平湖
县委办公旧址的保护利用尤为引人注目。该建
筑位于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建于 1959年，是平
湖当时第一幢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承载了平湖
半个多世纪的党政办公历史，见证了平湖城市的
发展。2019年，经市建投集团修缮改造，旧址转
型为“清风楼”廉文化记忆馆，通过实物展陈与数
字化展示，系统呈现平湖廉政建设历程，成为清
廉文化教育的“城市地标”。

乡村传统民居的保护同样成效明显。新仓镇
西木桥62号民居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新仓镇
友联村。其“落戗屋”形制与观音兜歇山顶造型，具
有祈福保佑家人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寓意，展现
了平湖农村民居的独有特色。友联村通过收归集
体产权、修旧如旧，将其改造为西木桥党员先锋
站。另一处入选的乍浦镇南司弄76号民居，则见
证了港口商贸的繁华记忆。该民居为民国建筑，
2019年经修缮后作为乍浦会馆陈列馆对外开放。

从城市到乡村，从政治地标到商贸遗存，3处
建筑的活化路径虽异，却都诠释了“保护中发展”的
理念。如今，我市众多历史建筑、文保建筑经过修
缮，结合文化内涵注入，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参
观、学习体验的良好场所。“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
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深挖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历史建筑向文创空间、展示场馆
等方向转型，让更多老建筑‘活’在当下、服务民
生。”市建设局村镇建设科科长纪海云说。

活化利用 老屋新生
■记者 陶佳敏

■记 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钟雅琳

本报讯 日前，第一批省级
非遗主题旅游景区评定结果出
炉，共计 28家景区单位获选，我
市东湖景区上榜。

在东湖畔走走逛逛，到南河
头历史文化街区买上点蟹壳黄、
鹅头颈等平湖传统糕点，坐在

“当湖十局”主题公园与友人闲
看东湖风光，这是在东湖畔开店
的施张英十分喜欢的休闲方
式。“东湖这一圈，有很多我们平
湖传统的文化，是感受‘平湖味’

的一个好地方。”昨天，记者跟着
施张英在东湖景区的几个景点
走了走，一路上，国家级非遗琵
琶艺术（平湖派）、平湖钹子书，
省级非遗平湖西瓜灯、平湖九彩
龙、平湖糟蛋制作工艺、传统纺
织技艺（平湖杜经布制作技艺），
以及当湖十局、圆作技艺、鹅头
颈、蟹壳黄、鸡蛋糕、杜瓜子等嘉
兴市级、平湖市级的非遗均能找
到踪迹。

要说非遗文化最为集中的，
当属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从
东湖广场一侧进入街区，穿过一
座小桥，就是老鼎丰酱油的销售

点，200多年的传承味道，凝聚了
平湖人“浓油赤酱”的味蕾情
怀。继续往前走，米鑫米糕团店
内，豆沙尺糕、桂花白米糕、靴糕
等平湖传统糕点，好看又好吃。
放眼 800米长的街区，从事非遗
产业经营活动的商户超过三分
之一。

除了品尝美食、欣赏精美艺
术品，在这里，市民游客还能在
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体验
这些老底子的技艺。目前，当湖
圆作馆、米鑫米糕团店都会定期
组织开展非遗体验、非遗培训、
非遗展示等活动。“我们基本每

周都会开展活动，或是圆作课程
学习，或是圆作工艺体验。”当湖
圆作馆负责人、圆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姚祖观说，若是没有赶上常
态化活动也没有关系，只需提前
预约，还能加设课程，绝不让人
遗憾而归。

离开南河头历史文化街
区，一路向南就到了“当湖十
局”主题公园。亭台楼阁，古色
古香，处处透露着围棋文化的
古朴肃穆。不光是围棋爱好者
切磋棋艺的好去处，也是市民
游客感受东湖风光的好地方。
近年来，这里每年会定期开展

围棋培训活动，还举办了一系
列重大围棋赛事，不断传承与
发扬着“当湖十局”这一金字招
牌。

上榜非遗主题景区，是我
市将非遗元素与旅游体验深度
融合的成果。“我们不光做好了
非遗传承的文章，还不断拓宽
宣传渠道，通过各类活动，弘扬
和推广非遗文化。”市文旅体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在平湖，非遗
早 已 不 再 是 孤 芳 自 赏 的“ 古
董”，而是成为了人见人爱的

“新秀”。

跟着非遗开启东湖之旅跟着非遗开启东湖之旅
东湖景区上榜省首批非遗主题旅游景区

本报讯 日前，我市今年第二轮购车补贴活
动启动，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满足消费者
消费需求。

本次购车补贴总金额400万元，补贴时间到3
月7日截止。活动按照先到先得、补完即止的方式
予以补贴。在补贴额度上分为二手车和新车两种
类型。在购买二手车时，裸车价3万元以下车辆，
补贴300元；裸车价3万元及4万元以下车辆，补贴
400元；裸车价4万元及6万元以下车辆，补贴500
元；裸车价6万元及以上车辆，补贴1000元。在购
买新车时，裸车价 10万元及以下车辆，补贴 1000
元；裸车价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车辆，补贴
3000元；裸车价20万元及以上车辆，补贴5000元。

活动期间，在我市限额以上汽车经销企业
（含即将达到限额以上标准入库企业）购置家庭
乘用车并在本市开具车辆销售发票的个人消费
者，可享受购车补贴。补贴资金由汽车经销企业
统一申请，发票开具时间限定为活动时间内。

我市发放新一轮购车补贴
总金额400万元

■记者 林旭东

本报讯 2月进入尾声，天
气渐渐回温，花市也悄然复苏，
上新了不少品种的花卉，带来了
春日的“信号”。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当湖街道的花鸟市场。娇艳欲
滴的月季、小巧秀丽的紫罗兰、
明艳大气的仙客来……一走进
花鸟市场，缤纷绚丽的花卉摆

放整齐，让人目不暇接。“最近
气温略有上升，阳光也充足，比
较适宜鲜花生长，紫罗兰、海
棠、仙客来，这些都是当季热门
的花卉品种，购买的人不少。”
一花卉店店主林杰说，不少附
近的居民会过来挑选一两盆心
仪的花卉，为家中增添一抹亮
色，为生活增添一抹活力。“花
卉盆栽种植需要注意水分、阳
光、空气等条件，多肉相对来说
比较好养，最近卖得也不错。”
林杰说。

店内，家住祥和小区的顾英
秀正在仔细挑选着鲜花。“孩子
开学了，想带两盆多肉装扮教
室，我就过来帮他挑挑，看到最
近鲜花种类这么多，打算多买几
盆，正好也给家里添点花卉绿
植。”顾英秀说。

花卉产业是我市农业产业
中的一大亮点，最近我市不少花
卉企业也忙开了。走进位于新
埭镇的平湖市子琪家庭农场，负
责人赵女士正在仔细地检查温
室大棚内的花卉生长情况。“最

近，马蹄莲、小飞燕、雪柳都很受
欢迎，接下来风铃花、洋牡丹也
会陆续上市，一般在三八妇女节
前几天，销量都比较可观。”赵女
士说。他们主要将花卉销售给
江浙沪一带的花卉批发商，平均
2至3天出货一次，单次订单超过
500把，平均价格在10元多一把，
其中马蹄莲价格相对较高，超过
20元一把。

“买花容易养花难，养花其
实有不少学问。”赵女士说，她
向记者分享了一些鲜切花养护

“小妙招”：鲜花买回家后首先
要摘掉多余或者不新鲜的叶
子，花瓶口不能有过多的叶片，
保证氧气可以从瓶口顺利进入
花瓶内，维持新陈代谢；花瓶要
经常换水，换水时可以重点清
洗花枝底部，间隔 2 至 3 天，要
及时裁剪花枝底部，延长鲜花
寿命；日常摆放中要避免阳光
直射，保持水分。同时，她还特
别提醒，玫瑰容易掉花瓣，百合
容易落，如果是养花新手，可以
选择马蹄莲。

■记 者 管学悦
实习生 俞可儿
通讯员 夏晓蕾 陶佳迪

花市上新，捎来春的信号

本报讯 2月 22日，话剧《永不凋谢的杜鹃
花》在林埭镇开启平湖首演。该话剧作为嘉兴市
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聚焦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首场演出吸引了百余名观众观看，收获了
一致好评。

该剧以上海工人运动、淞沪会战、皖南事变等
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了施奇从一名普通纺织女工
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艰辛历程。主人公施奇是
浙江平湖人，她出生贫苦、命运坎坷，14岁就进入
上海一家纺织厂，成为一名童工。淞沪会战爆发
后，施奇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随后参加新
四军，光荣入党，在军部担任机要员，负责电报翻译
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施奇被俘。狱中，敌
人为获取情报，对她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她始
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同年5月，她被敌人
活埋，牺牲时年仅20岁。施奇被誉为坚贞、圣洁而
崇高的“丹娘”、永不凋谢的杜鹃花。

“施奇是近代共产党人的缩影，我想要了解她
的生平，知道她的力量来自哪里，也希望她的精神
能够传递下去。”《永不凋谢的杜鹃花》编剧马其林
说。为纪念施奇烈士，马其林花费五年时间，查阅
大量文献资料，走访施奇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多次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创作出小剧场版本的话剧
剧本。此次在林埭镇的演出，是对先烈的深切缅
怀，让观众在重温历史中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信仰
和顽强的意志，激励人们传承红色基因，奋勇前
行。后续，该剧将在平湖、嘉兴等地巡演。

《永不凋谢的杜鹃花》
平湖首演

重温革命先烈施奇英勇事迹

■记者 管学悦

昨天，在广陈镇山塘村的糟蛋博物馆内，一件件展品向游客展示着平湖糟蛋的发展历程。据介绍，接下来当地将通
过结合可视化生产工厂和糟蛋博物馆等建设，打造产学研非遗体验型文旅项目。

■摄影 王 强 李凤超

“糟”遇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