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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新埭镇一花卉基地内，工作人员在搭
建新的育苗大棚。据介绍，该大棚建成后将引进自
动化移苗机等设备，减少用工的同时，可进一步增
加育苗产量。

■摄影 王 强 顾秋叶 沈思凡

扩产正酣

■记 者 戴 琰
通讯员 徐佳丽

本报讯 “看到自己的想法
变成了同学们餐桌上的美食，感
觉特别有成就感。”昨天，市东湖
小学 404 班的赵弘文难掩兴奋
之情，他参与设计的营养食谱被
学校采纳，并正式制作成了学校
营养午餐。原来，在近期开展的
食育活动中，学校邀请学生参与
营养午餐菜谱的制定。一份份
由学生自己设计、充满智慧与创
意的营养食谱成为了新惊喜。

市东湖小学在食育方面的
创新举措，是我市推进校园食

育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通过
多样化的创意方法，我市各学
校将食育巧妙融入学生的日常
学习生活，让学生在实践中学
习、在体验中成长，全面提升食
品安全意识、营养健康知识和
生活技能，助力健康成长。在
实施校园食育工作时，各学校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
分阶段进行，这种教育阶段划
分确保了食育内容的系统性和
适宜性，有助于学生在不同成
长阶段获得恰当的食育培养。

幼儿园通过营造生动场景
和趣味游戏，奠定孩子们对食
育的兴趣基础，侧重于“认知启

蒙”。如在市航天神箭幼儿园，
小朋友们亲手种下了航天小麦
和本地小麦，开启了一场奇妙的
探索之旅。他们观察小麦的生
长变化，用心记录着航天小麦与
本地小麦之间的每一处细微差
别。当收获的季节来临，他们参
与到打麦子的活动中，感受着小
麦从麦穗到麦粒的蜕变。

小学低年级则借助劳动实
践，实现从“趣味体验”到“系统
学习”的自然过渡。在东湖小
学，食育被深度融入了劳动教
育课程中，以食育为纽带，传递
劳动教育的温度，构建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食育+劳动”实践

路径。在校园内外的“食育田
园”劳动基地里，学生们亲自参
与从食材种植到美食烹饪的完
整过程；而在食育工坊内，一堂
以牛奶为主题的实践堂则生动
展现了“调研—制作—分享”的
探究式学习模式。

到了小学中高段，教育重
点转向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和挖掘食育背后的文化内涵，
从而深化食育的思想性，并加
强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
各学校会组织学生进行食物制
作的探究活动，比如平师附小
就深耕地域文化与传统节庆食
育，今年端午节期间开展了《非

遗“粽”动员》课堂，让学生探究
端午传统食俗文化，并用五谷
杂粮改良传统粽子，在包粽技
艺传承中融入现代营养理念。

“食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公共卫生
领域关注的重点。食育可以促
进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培养他
们的健康饮食习惯，还有助于
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责
任感，对他们的终身发展具有
深远影响。”市卫生健康局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赟说，
未来，我市将持续优化校园食
育的内容和方法，推动食育的
普及和深化，让更多学生受益。

平湖学校做优平湖学校做优““舌尖上的教育舌尖上的教育””
从趣味认知到文化探索

文明乡风吹 村民日子美

本报讯 民居错落有致，生
活配套齐全，到处干净整洁、环境
优美；康养酒店、农家乐、茶室等
文旅场景特色鲜明；村民和善有
礼，经营者热情诚信，游客往来如
织。

近日，记者走进新晋的“全国
文明村”——广陈镇山塘村，眼前
的乡村新貌令人赏心悦目。据村党
总支书记金建东介绍，去年，山塘村
实现经营性收入519.8万元，实现
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

“过去，由于山塘村处于浙沪

交界，经济基础薄弱、环境破旧不
堪。”忆往昔，金建东很是感慨。

山塘村的蜕变是从环境改善
开始的。从2013年村里铺开“五
水共治”工作开始，又先后经历了
小城镇综合整治、美丽城镇、城乡
风貌提升等一系列整治行动，山
塘村逐渐展露出江南水乡的“清
秀面貌”。

“外修”乡村风貌的同时，山
塘村“内修”文明素质的步子也不
曾停下。以村干部、党员为先锋
模范，带头推动文明创建，引领群
众深度参与；在村内打造老年大
学、老年课堂丰富老年群体的文
化生活、植入文明乡风的种子；共

同处理各类跨省界纠纷，与一桥
之隔的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
携手打造毗邻党建，建立联合党
支部“零距离”支委交流群，并建
设毗邻治理中心，有效解决各类
问题；随着文化特派员下乡，市钹
子书文化研究会在村里成立，钹
子书场每年服务群众、游客超 20
万人次；涌现了莫彩三、金梦依等
平湖好人，挖掘整理39名参战老
兵英勇事迹，打造“英雄山塘”红
色品牌……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2020年荣获“嘉兴市文明村”
荣誉称号、2024年获得“浙江省文
明村”荣誉称号，今年又一举摘得

“全国文明村”。

搭乘这股文明新乡风，山塘
村从原来偏僻冷清之地转变成充
满活力的旅游网红打卡点。“90
后”村民朱建正是搭乘了这股东
风，在山塘村吃上了“美丽经济
饭”。“本来在市里工作，看到了乡
村的发展前景，就接手了老街上
的山尾茶室。”朱建说，借助老街
流量，眼下茶室办得有声有色，他
正在茶室内尝试一些“新花样”，
为老街引流。农村与青年双向吸
引、同向奔赴，是金建东最愿意看
到的“良性循环”。在诸多如朱建
一样的新鲜血液加持下，“明月山
塘”景区 2024年共接待游客 97.1
万人次，旅游收入4511.6万元，山

塘老街已成为山塘村文明创建的
最佳展示窗口。

从文明出发，让幸福落脚。
如今文明乡风吹进了山塘村的
家家户户，村民的日子美起来
了。首创共富草莓园，为入股的
26户低收入家庭提供股金 10%
的保底分红和二次分红；打造新
乡邻民宿项目，盘活闲置房屋 18
户 65间……山塘村的村民离“共
富”的目标也越来越近。将文明
创建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
和改善社会风尚的有效途径，山
塘村以既塑形又铸魂的文明行
动，不断提升着颜值与气质，丰富
了乡村精神文明内涵。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李凤超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徐冰艳

30余年编织服装创新梦
□匠心创造奇迹

【匠人名片】刘建英，嘉兴永
成制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一技之长】制衣
【坚守故事】“咔嗒咔嗒”的缝

纫机声从街角传来，当时10岁的
刘建英踮着脚趴在窗边，眼睛亮
亮地盯着缝纫师傅手中飞舞的布
料。那些五彩的布料在她眼里仿
佛会说话，每一次抚摸面料时指
尖传来的触感，都在她心里种下
一个执着的梦想：长大后，一定要
成为厉害的缝纫师傅。

1988年，刘建英通过实操考
试进入了嘉兴永成制衣股份有
限公司的前身——共建服装厂，
成为了一名缝纫车工。打样、
制版、成衣……她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来钻研制衣的每一个工艺
流程和学习服装专业知识，并通
过参加各类培训不断充实、提高
自己。

时间一长，刘建英发现共建
服装厂与平湖其他刚刚兴起的服
装厂一样，大多数仍从事着贴牌
加工等低端生产。于是，她向企
业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建议。
自此，借着政府推动服装产业转

型升级的契机，刘建英毫不犹豫
地投身于服装的自主研发、创牌
之中。她凭着自己多年从事服装
行业的工作经验和过硬的制衣技
艺功底，经过对品牌的精心策划、
对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对市场的
深入调查，先后开创了“美士兰”
羽绒服、“第衣路”系列品牌，并成
功让产品在国内外打开了市场和
知名度。

创新藏在细节里。在提高产
品效率上，刘建英把自己多年的
经验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不断
改进发明生产小工具。“你看，这
个卷边器是我用铁块改的。”生产

车间里，刘建英举起一个闪着金
属光泽的小工具。原来，公司常
年生产的一款衬衫由于面料特
性，工人们在卷下摆时总是遇到
困难，返工率居高不下。她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经过反复试验和
摸索，最终研发出这款缝纫机卷
边器，不仅让操作更顺手，还大幅
提升了产品质量。工人们都笑着
说：“一个小发明，解决了我们的
大麻烦！”

随着制衣技术的突破，刘建
英 将 目 光 投 向 了 人 才 培 养 。
2012年，在她的推动下，“刘建英
（劳模）技能创新工作室”成立。

在这里，她带领团队不断研发新
工艺、改良新设备，推动企业由
过去的手工制版、手工排版，发
展到现在的电脑制版、电脑排
版、机械切绘等。“创新不是一个
人的战斗。”刘建英说。如今，工
作室不仅成为了企业技术创新
的引擎，更培养出了一批批技术
骨干。

不知不觉中，今年56岁的刘
建英已经在服装这条路上默默耕
耘了 30余年。当初趴在窗边看
布料的小女孩，已然成为了行业
的标杆，引领并激励着更多劳动
者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记者 王茹彤 通讯员 夏晓蕾

本报讯 “鞋架整齐，没有杂物堆放，消防通
道畅通，可以再上一个星级。”当湖街道梅兰苑社
区专职网格员王晓叶在玫瑰湾橘园6幢12楼的文
明楼层评分表上打了个勾。一旁的居民志愿者张
美英附和：“现在大家都自觉多了，五星级楼层的
占比明显增多了。”

近日，一场在楼层里的文明评比在玫瑰湾展
开，王晓叶和张美英穿梭于玫瑰湾橘园的各楼层
间，时而弯腰查看角落，时而轻敲住户门提醒：“陈
姐，门口的快递箱记得及时收啊。”有无违规停放
自行车、杂物堆放情况、公共区域整洁度……手中
的评分表成为了衡量小区文明的“标尺”。

玫瑰湾作为梅兰苑社区唯一的高层住宅小
区，曾出现乱堆放等不文明现象。为提升居民文
明素养，提高小区文明程度，社区推出了“三方协
同”参与楼层评比的机制，由社区工作者、居民志
愿者和物业工作人员组成考评小组，每月对楼层
进行评分，成绩优异的示范楼层在社区微信群和
微信公众号上表扬，并张贴在宣传橱窗内，需要改
进的则会收到温馨提示。“上个月这户门前还堆着
纸箱，我们上门沟通后，现在你看……”王晓叶翻
出手机里的对比照片，照片里原本杂乱的空间变
得井然有序。

“评分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调动居民自治的
积极性。”梅兰苑社区党委副书记徐晋说。6月
份开始，社区将评比结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对需
要改进的楼层，由社工进行上门宣传和指导。为
提升参与度，他们还将邀请更多居民加入到评比
队伍中，以
直观体验的
方式，深植
文明种子。

楼层里的“文明赛”

文化消费券预约通道开启

本报讯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兴
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平湖主场）将于6月13日至
14日在金平湖文化广场露天舞台举行。为丰富
游客参与体验，活动特别推出“满20减10”消费券
优惠活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开启。

如何参与消费券活动预约？用户可登录“今
平湖”APP，在首页点击进入“平湖文化消费券”活
动专属页面，按照指引完成抽奖预约登记，就有机
会抽中消费券。预约通道将于 6月 11日 15时关
闭，系统将于6月11日16时起陆续向中奖用户发
放消费券至微信卡包。

本次消费券活动共分为 3个中奖档次。其
中，一档可同时获得3张消费券，二档可同时获得
6张消费券，三档可同时获得8张消费券。获取消
费券后，游客可在活动现场符合条件的商户进行
消费。满足消费券使用金额条件的，消费结算时
使用微信账户支付即可抵扣。消费券使用时间为
6月13日至14日，逾期未使用的消费券将自动失
效。

■记者 徐玉霞

为网约配送员注入
“幸福动能”

（上接1版）
奔赴是双向的，网约配送员群体热心参与社

会治理的背后，是他们在平湖感受到的浓浓幸福
感与归属感。为强化网约配送群体党建工作，平
湖实施2025年暖“新”关爱六件实事，通过全力推
进服务阵地建设、暖心赋能服务、星级评选奖励、
权益维护保障、商户聚力关怀、宣传提能砺为这六
件实事，切实把网约配送群体关心关爱举措落到
实处。“我们还充分发挥‘小个专’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在平湖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党支部的带头下，
携手民营企业共建暖‘新’驿站。同时，在商圈、社
区等区域合理布局，为网约配送员等提供歇脚充
电、应急医疗等服务站点，形成关爱网约配送群体
的强大合力。”市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佘海华
说。

热水、微波炉、雨伞、方便面、水杯……在市区
解放路 180号，爱心商户蔡明森联合市个私协会
党支部为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处爱
心驿站。“我希望每名外卖小哥都能感受到，在平
湖奔跑的路上永远有灯、有伞、有港湾。也希望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企业或组织加入暖心驿
站的建设中来。”蔡明森说。

网约配送员是城市最活跃的“流动细胞”，也
是“双向积分”最核心的共治伙伴。我市以制度创
新和实事项目织就了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凝

“新”聚力助推着网约配送新业态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