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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防输入

见习记者 朱琳琰

本报讯 八月的阳光正烈，洪桥
镇南阳村北塘自然村谢大强水产养
殖基地内，蟹塘主人谢皝正在仔细
清理水草，补充塘里菌类。“现在是
螃蟹蜕第5次壳的时候，螃蟹个头大
不大就看这次蜕壳后的营养补给，
非常关键。”

1994年出生的武义小伙谢皝从
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毕业
后，先后到广东肇庆和德清一家水
产养殖公司累积养殖经验。最终，
怀着一颗创业的心，谢皝和创业伙
伴在2018年来到长兴县洪桥镇，在
中国河蟹之乡承包了30多亩河塘，
开始养殖虾蟹。

有专业知识储备，也有操作经
验，谢皝信心满满地开启了事业，
却被现实泼了一头冷水。创业第一
年春天，就遭遇了河虾太嫩卖不出

去的困境，四处寻找销路后，终于
将河虾出售。河虾卖得困难，当时
无心套养的河蟹却销售一空，价格也
让谢皝尝到了甜头。因此，第二年，
谢皝便改变养殖比例，并将河塘扩大
至75亩，将大闸蟹作为养殖主体，在
周边蟹农的帮助下，学习大闸蟹养殖
技术。

“洪桥是河蟹之乡，像钱金元理
事长和赵汉取老师都是经验非常丰
富的养蟹大户，通过每个月定期给
蟹农开展的培训，我很快就掌握了
河蟹的养殖技巧。”谢皝说，洪桥成立
了专门的大闸蟹农合联理事会，不仅
带动青年创业，还帮扶了20户低收入
农户，已形成成熟的培训帮扶机制，
只要自己遇到技术难题，一个电话就
能咨询清楚，甚至送服务上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机构的帮
助下，谢皝当年养殖的螃蟹达到了
公蟹 5两一只和母蟹 3.5 两一只的

“大个子”，这样的螃蟹在市场上原
本是供不应求的高端货。正当谢皝
预想着可观收入时，却遭遇了河蟹
价格寒冬，忙于寻找销路时，又因
为在外地错过培训，忽略了河蟹冬
季养殖的要点，导致当年河蟹全部
成为“水瘪子”，失去食用价值。连
续两年的创业挫折，也让谢皝的创
业同伴迫于经济压力选择退出。

走，还是继续？当时的谢皝面
临着艰难的抉择，但最终还是咬牙
坚持了下来。“我有专业技术，也慢
慢打开了销路，我对自己有信心，
就想着再拼一把。”少年一腔热血，
无非求个衣锦还乡，以失败者的身
份回老家，对这个年轻的武义男孩
来说是不曾想过的事。于是，去年3
月，谢皝重新起步，注册了长兴柳
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谢大强商
标，再次开启河蟹养殖事业。当
年，基地的螃蟹亩产就达到了200

斤，依托洪桥镇“漾荡河蟹”国家
地理标志品牌，“谢大强”大闸蟹年
销售额超200万元。“人家外头收购
商一听是长兴洪桥的螃蟹，再看一
眼螃蟹品质，基本这单生意就成
了。”谢皝说，搭乘河蟹之乡品牌快
车，去年的螃蟹根本不愁卖。

今年，看着效益越来越好，谢
皝干脆将武义的父母接来了长兴，
一起打理蟹塘。“现在除了我们一家
三口，基地还请了两位当地村民帮
忙打理，周围蟹农也是有活一起
干，大家互相都能帮一把，所以75
亩蟹塘管理起来也不费劲。”谢皝
说，最近，自己还在义乌开了第一
家线下实体店，争取今年线上线下
销售路路红。

谢皝说，自己从小喜欢摸虾抓
鱼，名字也与螃蟹有着莫名的缘
分，现在，他在“蟹老板”这条创
业路上真是越走越“得劲儿”！

挑战不言失败 善搭品牌快车

武义小伙长兴啃创业“大蟹”

记者 陈虹 通讯员 潘建兰

本报讯 刚刚闭幕的奥运会中的
射击、射箭等项目近日成了长兴县
中医院针灸康复科最热门的话题，
关于比赛的讨论在科室就没有停止
过。为什么中医院的医生对射击、
射箭等项目特别关注？背后的渊
源，还要从2018年说起。

2018年8月，长兴县中医院与
浙江省射击射箭自行车运动管理中
心签署医疗保障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内容，长兴县中医院成立以
党委书记柏平华为总队医，针灸康
复科专家为成员的队医小组，为中
心运动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根据运动员白天训练，晚上调
理的节奏，长兴县中医院作为中

心医疗资源的补充，每周一至周
六派出一名针灸推拿科医生参与
中心晚间门诊工作，为运动员治
疗伤病，对中心的医疗成员进行
带教。

从省队走向国家队，是每位奥
运冠军成长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射
击射箭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于
2014年5月，为浙江省体育局直属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中心主要承担
浙江省射击、射箭、自行车、击
剑、马术、攀岩6个运动项目（分为
射击、飞碟、射箭、小轮车、场地
车、山地车、击剑、马术、攀岩9支
运动队） 及其优秀运动员的管理、
教育和日常训练职责。东京奥运会
首金得主杨倩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杨倩及队友王璐瑶的教练葛宏

砖的个人资料展示在中心的荣誉墙
上。走过荣誉墙后左拐，就是中心
的药房和治疗区，也是针灸康复科
医生每晚工作的地方。高强度的体
能训练，对运动员来说，劳损性伤
害是无法避免的。面对单一、枯燥
的生活，躺在理疗床上接受治疗、
康复，也成为他们放松的一种方
式。这也让针灸康复科医生成为了
他们的“健康搭档”。

“大家眼里奥运冠军是大明星，
因为彼此熟悉，在我看来他们就是
一群努力、可爱的弟弟、妹妹。”
2018年应招入职后，长兴人丁梦瑜
成为中心的一名医师，擅长推拿、
正骨等疗法，曾师从长兴县中医院
戴慧峰、陈菊宝等。今年2月6日至
7月22日，他作为随队医生，跟随

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
心的步伐，和运动员们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

在治疗区域中，记者偶遇了杨
倩的学妹冯思璇。冯思璇和杨倩一
样是宁波人，都是从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输送入浙江省队的队员，小姑
娘今年刚被保送进北京体育大学，
曾入选过国家青奥射击队，是2019
年第二届全国青运会射击场上的四
金王。“运动员的背后有一群默默奉
献的人，包括家人、教练、队医等
都非常重要，感谢这些人的付出。”
冯思璇说。

在戴慧峰看来，为国家荣誉而
战的人，是值得追的星。作为一名
医生，能够帮助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们减轻痛苦，是一件高兴的事。

牛！他们曾是奥运冠军的队医

8月5日，长兴县金夹省际检查
站，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县
卫健局等部门联合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对外省车辆卡点检查，防止疫
情输入。

图/沈耀 文/武文

记者 赵斌 通讯员 陆娱

本报讯 8月4日，在长兴县李
家巷镇工业集中区，国网长兴县供
电公司通过实施全市县域内首次线
路迁改类的大型综合连续不停电作
业，对10千伏陈浜254线倪家坝支
线1号杆进行搬迁，保障刘家渡桥梁
新建施工顺利进行。

据了解，该旧电杆位于刘家渡
新修桥梁道路中间，对后续施工正
常进行产生一定影响。国网长兴县

供电公司通过综合不停电作业的模
式，对线路进行迁改，移走“拦路
虎”，同时在需要移除的旧电杆两旁
新立两基电杆并搭接线路通电。

“我们首先将导线进行绝缘遮
蔽，再将新电杆进行绝缘遮蔽，通过
吊车将电杆立进事先挖好的杆洞之
中，进行填土之后将上面的导线扎
好，将绝缘包毯拆除。”国网长兴县
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项目部班员李磊剑
介绍，“整个过程需要空中人员和地
面人员紧密配合，还是蛮辛苦的。”

因该供电区段网架结构复杂，
如采取停电施工将对工业集中区内
33家企业和500余户居民用户正常
用电产生较大影响，为此，国网长
兴县供电公司组织专业力量进行现
场勘察，不断优化施工方案，最终
决定采用综合不停电作业的模式，
连续进行带电施工，在为桥梁施工
建设腾出足够空间的同时，实现电
力用户的停电“零感知”。国网长兴
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项目部班长王
星介绍：“我们通过带电作业的方

式，一方面是保障附近企业居民的
正常用电不受迁改施工的影响，另
一方面也是积极行动，助力城市建
设发展。”

本次作业，该公司共出动两台
绝缘斗臂车、一台大型吊车，在现
场20余位作业人员的紧密配合下，
顺利完成当日两基新杆的立杆搭线
工作。据介绍，待新立电杆线路稳
定运行，后续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
还将组织作业力量对旧电杆进行正
式拆除，整个工程预计持续一周。

新旧电杆转换“空对地” 供电桥梁施工“两不误”

记者 范国锋 通讯员 范露露

本报讯 每周二上午，在龙山街
道龙山社区仅4平方米左右的“一邻
而居”小木屋内，坐班志愿者一边
听着电话那头反映着事情，一边做
着详细记录。

为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
该社区启动“民事民议、民事民
办、民事民管”管理模式，依托

“一邻而居”服务项目，邀请和治理
事会成员实行每周坐班机制，通过
接案汇总，多方对接，逐一处理的
方式，真正实现居民事无小事。半

年来，该社区的新交付小区逐渐增
加，但今年1至6月12345投诉件数
据却呈逐月递减态势。

香缇花园小区居民陈婧近日在
龙山社区便民服务大厅“计生窗
口”，只用了一部手机就完成了

“再生育审批”事项办理。而前些
年为“大宝”出生，她花了一星期
跑社区、街道、银行，才陆续办好
这些手续。让“陈婧”们办事如此
顺 利 的 ， 就 是 一 个 “ 浙 里 办 ”
APP。

“汪阿姨，上次听您儿子来电话
咨询办理老年公交卡的事，怕您出

门不方便，我今天来帮您办理。”办
证员胡永梅在御龙湾小区走访时，
带着居民的诉求上门，通过“浙里
办”APP，上传相关办证资料，很
快后台就受理了，7个工作日内办
结，直接邮寄到居民家中。

一部手机跑小区，既实现了
“无纸办证”，又提升了办事效率。
“最多跑一次”从理念化为实践、
由承诺化为现实，惠及每一名群
众、每一户家庭，“云”窗口移动
办事，助力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
公里”。

该社区立足“最多跑一次”改

革，推出“微”办理举措，推动问
题迅速解决。去年8月，龙山雅苑联
盟党支部率先创设三级微信群。每
位楼长负责联系一个楼道，在本楼
幢建立楼群微信群，起到信息上传
下达的作用，同时，楼长将收集的
信息发至苑长群，由苑长向业委会
反馈，由业委会按事件分类，分工
督促物业公司做好整改方案。“通过
微信群的管理，有些生活上的小麻
烦也有人帮忙一起解决，对社区发
布的消息也能及时了解。现在的龙
山雅苑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业主吴
先生说。

一木屋里“集”事 一部手机“跑”办

记者 许旭 通讯员 包彦冉

本报讯 “垃圾分类说起来
简单，但让村民养成习惯却很
难。”8月8日，在林城镇北汤
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汪海浪说，“自从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以来，村里工作人员经常
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给村民们分
发垃圾桶，宣讲垃圾分类的好
处。现在村里有了大变化，房前
屋后也变得干净又整洁。”

为深入贯彻 《浙江省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不断提升群众
的垃圾分类意识，林城镇各行
政村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每天清晨，大云寺村的垃
圾清运员就会按时上门收垃
圾，收取工作严谨到位；方山
窑村、太傅村等村正在创建垃
圾分类市级标杆村……

据了解，林城镇发动巾帼
志愿者、党员、村民代表等队
伍，通过开展清理生活垃圾、
清理河塘漂浮物、清理建筑废
弃物、清理树枝、清理杂物杂
草等一系列整治改善村容村貌
的活动。目前，该镇垃圾分类
准确率已提升到95％以上，清
理生活垃圾共计60余吨，清理
沿线杂草112处，清理各类建
筑垃圾、废料137余处。

垃圾分类成习惯
村颜美洁很耐看

记者 赵斌 通讯员 徐宗懿

本报讯 “工地要安装长度
大于4米的车辆自动冲洗装置，
同时配备高压水枪人工冲洗，
确保车辆轮胎等冲洗干净才能
上路。”近日，长兴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画溪中队执法队员喻文
银巡查至画溪街道某在建工地
时，发现该工地存在车辆车身
不洁情况，于是，现场向工地
负责人说明相关整改要求。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在建
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切实提升

环境质量，画溪中队强化责
任、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深
入治理在建工地扬尘。今年以
来，画溪中队坚持源头治理和
日常监管共同推进，充分运用

“大数据+网格+群防群控”机
制，对辖区内各个建筑工地进
行“地毯式、无缝隙、全覆
盖”集中排查，并完善“一工
地一档案”台账收集，落实资
料审核、现场勘察等各个环
节，从源头上切断扬尘污染
源，织密扬尘治理防护网，打
赢蓝天白云保卫战。

治防工地扬尘
满目蓝天白云

见习记者 朱琳琰 通讯员 黄琰

本报讯 “现在在地里干
活，累了困了，想找口水喝
时，我们都会来这里歇歇脚。”

“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这里免费
充电，真的很方便，也很暖
心。”8月9日，和平镇方家庄
村的“和你互动小站”里，村
民个个竖起大拇指。

今年以来，方家庄村党支
部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为核心，以提升党建品牌
内涵为抓手，开拓思路，打造

了“和你互动小站”。
据悉，小站里不仅提供党

务、政务、志愿服务等内容，
还以党员书吧、留言板、意见箱
等方式，开通“带您学党史”“帮
您解难愁”“为您服务”等便民服
务内容，让群众的急、难、愁、需、
盼得到及时传递和回应。村干
部、党员、群众通过小站实现面
对面零距离的交流与服务，做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开
放的“和你互动小站”也成为
便民“驿站”，为群众提供了休
憩场所。

“互动小站”成便民“驿站”

记者 陈 虹

本报讯 “我家的表叔数不
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在
声声京韵中，小浦镇方岩村的

“乡村复兴少年宫”正式开班，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设施
和志愿服务力量，小浦创新开
展多种多样的活动课程，让农
村孩子“暑”有所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岕口村将非遗锣鼓融入孩子
们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从小
认识非遗锣鼓，喜欢非遗锣
鼓，在非遗传统文化熏陶下，
激发孩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的情怀。
“老师，这道数学题我想了

半天也不会做，你能教教我
吗？”“老师，我画的是天安门
广场，我想长大了去北京看升
国旗！”连日来，龙山街道玄坛
庙乡村少年宫里每天都充满了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为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
活，玄坛庙居委会招募了辖区
内的3名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制定了详细的活
动计划，上午主要负责辅导学
生们的文化课，下午主要以

“童心向党”“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网络素养教育”等7个
主题进行课外知识拓展。

“乡村复兴”少年宫
农家孩子有“暑”托

8月4日，长兴县和平镇城山村、新港村强化河长制，开展联建
活动，党员及村监委志愿者清理河道，助力水体保洁长效管理，打
造美丽水域，提升“四边三化”环境。 记者 许旭 摄

村村联建 扮靓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