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忻 媛

75岁的高老伯每天都盼
着周三的到来，因为这天有他
最喜欢的“陪读”。这不，上
周三一早，他哪儿都没去就在
家等着。果然，上午9时许，
吴兴区龙泉街道紫云社区党委
书记戴荣黎带队的党员陪读志
愿者小队上门来了。

“陪读”是今年紫云社区
针对独居、空巢、高龄和行动
不便的老人专门推出的一项爱
心志愿服务项目。

“高师傅，这本 《浙里的
红色根脉》我给你读读，昨天
刚发下来的，我一看是你喜欢
的类型，所以今天就给你拿来
了。”戴荣黎说。

“那太好了，小戴，真是
谢谢你们啊……”高老伯的子
女不在身边，家里就他和老

伴。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看
书，有着40多年党龄的他尤其
喜欢党史类书籍。无奈随着年
龄的增长，如今即便戴上眼
镜，看起书来也显吃力。现
在，志愿者上门陪读，听到兴
起处还可以一起探讨一番，这
让他非常开心。

据了解，作为老小区的紫
云社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
1000多人。“如今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通过社区党员志愿者走
访，一些老人物质上并不缺，更
需要的是精神慰藉。”戴荣黎介
绍，今年，紫云社区创新“公益
积斤”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加精神慰藉、守
望陪伴等老年人需要的服务项
目。“陪读”就是其中之一。社
区发动了党员志愿者和家园志
愿者，每周上门为老人读报、
读书等，深受老人们的喜爱。

“陪读”助老真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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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洁涵

记者近日走进南太湖未来
城CBD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耸
立，工程车来来往往，如火如
荼的建设场景让人振奋。在
CBD主地标项目现场，除了

“空中造楼机”，两条在空中来
回挥舞的红色“超级铁臂”尤
其引人注目。

离地 40多米，来自陕西
的“00后”塔吊司机康世康，
正坐在驾驶室熟练地操控着巨
大的“铁臂”吊送钢梁、钢柱
等建材。“年初七我就上班了，
前期和张伍旗师傅一起对塔吊
做好各种检修保养后，就火速
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康世
康说。

“这是动臂式塔吊，每台
塔吊起重臂长达64米，单次
最大起重量达32吨，相当于
能同时吊起 15 台小轿车。”
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回宝业
告诉记者，动臂式塔吊相较
于广泛使用的平臂式塔吊，

有起重力矩大、变幅灵活、施
工速度快、安全系数高等优
点，在超高层建筑施工中占
有重要地位。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介绍，
项目现场还有不少“黑科技”
助力，让施工提效保质、推进
顺利。曳引式井道施工电梯，
运行速度最高可达120米每分
钟，运力可达到“以一抵
两”，同时具有节约能源、缩
减工期、提高施工效率等优
点；绿色环保铝模板的运用，
精度高、承载力强、易装快
拆、重复利用性强，能有效提
高施工质量和效率……

“南太湖未来CBD项目总
共有40个单体，目前有36个
单体已全面结顶，项目整体正
处于主体和装饰工程施工阶
段。”城市集团下属中房置业
（新湾建设）工作人员朱祚量
介绍，“一季度力争完成东区
全面结顶，主地标核心筒施工
至20层，西区全面进入装修装
饰阶段。”

施工用上“黑科技”

“充电”好去处

记者 徐 震

本报讯 2月11日上午，长兴洪
桥漾荡牌河蟹专业合作社的七斗漾
基地内，蟹农李学明穿着下水裤，
往自家的塘里撒入蟹苗，一只只小
螃蟹挥舞着蟹螯，飞快地爬进水塘
里。李学明是当地村民，今年是第7
年养蟹，在合作社的技术指导下，
如今成了养蟹能手。“今年要买蟹的
人比去年多了一半，我对增收更有
信心了。”他说。

漾荡牌河蟹专业合作社去年入

选市级“未来农场”，通过安装数
字化智慧渔业系统，并配备电动割
草机、无人机投饵技术，实现河蟹
智慧养殖。“目前整个养殖过程用药
量减少 90%，可为农户亩均增收
800至 1200元。”该合作社相关负
责人说。

去年，我市创建首批 20 家市
级“未来农场”，成功打造长兴天
下牧业、南浔“水晶晶”红美人等
一批示范标杆。截至目前，市级

“未来农场”累计联结农户 7097
户，带动增收4500余万元；吸纳农

村劳动力3479人，实现就业增收超
1亿元。

“‘未来农场’通过打造高标准
的智能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民增收
共富，实现共建共享。”市农业农村
局介绍，我市通过建设“未来农
场”，深入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流转，增加财产性收入，
同时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高农户
生产效率，带动就业创业，增加农
户收入。

在南浔星光农业旧馆高品质粮
油“未来农场”，数字大屏显示着田
地最新的土壤、水质监测数据和病
虫害情况。“我们利用智能化设备帮
助农户分析水稻病虫害及需肥情
况，研发施肥机让农户施肥更便
捷。”农场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以优

惠价格将农田承包给农户种植管
理，已累计带动农户1200余户、种
粮农场主18户。

位于吕山乡的天下牧业“未来
农场”内，农户徐鑫炎每天把饲料
运到羊舍后，自动化撒料机立刻

“接班”，沿着轨道将饲料投放进每
一个羊圈，一头头湖羊吃得欢。

“比以前人工撒料节约了一大半时
间，高效更能增收。”企业综合管
理部经理蒋舒兴告诉记者，目前农
场吸纳周边 50多名农户就业，还
帮助近 20户无劳动能力的困难家
庭每户代养各 10头湖羊，每年可
增收数万元。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我市将用5
年时间打造百家市级“未来农场”，
助力农户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新农技带来好“钱”景
20家市级“未来农场”助农增收4500余万元

记者 施 妍

本报讯 “趁周末和闺蜜一起逛
个街、看场电影，没想到还顺便找
了个工作。”昨天，“乐业湖州”
2023年湖州市新春人才招聘会暨春
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活
动在湖城吾悦广场火热举行。在收
到同一家企业的面试通知后，应届
毕业生小金和小冯兴奋地直奔女装
店，打算为下周的面试置办一身像
样的行头。“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
能从闺蜜变成同事了。”说到这，两
个小姑娘满眼笑意。

逛着街就把工作找了，这是今
年湖州新春人才招聘会的一次新尝
试。“‘春招’是今年上半年规模最大
的一次招聘活动。”市人力社保局就

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吴文燕告诉记
者，这种跳出原有形式，将招聘场
景与商业潮流相融合的“CBD招聘
会”概念，实现了商流和求职流的

“双向引流”，为企业搭建引才“立
交桥”，也为各类求职者，特别是年
轻人提供便利。

“企业文化是什么？”“晋升渠道
有吗？”“有没有双休？”……在招聘
会现场，记者看到，不少企业的招
聘展台前都挤满了年轻的求职者，
一个个问题让招聘专员们应接不暇。

“从我们的招聘经验来看，要想
留住年轻人，不止要为他们提供一
个工作的机会，更要为他们提供可
以学习、成长的平台，首先需要他
们认同企业的文化。”诺力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凌晶晶说，

为了这次招聘，他们特意为有意向
的求职者准备了“见面礼”——印
有LOGO的企业宣传U盘，“只有让
求职者认识诺力、认同诺力，才会
更好地成为诺力家族的一员。”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发现，这种
“留人留心”的方式，已成为不少
企业招揽人才的“法宝”。在浙江
明贺钢管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
人事经理何兰正热情地向求职者推
荐企业的特殊福利——“父母感恩
工资”。“入职满一年，父母每人每
月都有‘工资’拿，表现特别好
的，父母俩合计每月有 600 元的

‘工资’。”何兰的一番介绍，打动
了不少求职者。“我好好工作，爸
爸妈妈也能跟着享福。”填下自己
的资料后，求职者小李说，企业的

这种“孝”文化让他很感动，他相
信有这样的文化，企业对员工也会
很好。

“用人单位诚意揽才，求职者全
力以赴，这种企业和人才的‘双向
奔赴’，呈现出湖州就业的新活
力。”市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副主任莫云峰告诉记者，本次活
动共吸引了140家企业参会，其中
上市企业14家，累计为求职者提供
优质岗位5268个，涵盖机械制造、
信息技术、电气工程等诸多领域，
平均年薪达到10万元。

截至当天下午 5 时，“乐业湖
州” 2023年湖州市新春人才招聘会
暨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
务活动共吸引8000余名求职者进场
求职。

实现商流和求职流“双向引流”

一场“CBD招聘会”引来 8000应聘者

2月10日，湖城龙泉街道祥和
社区倩宁书屋，居民在阅读“充
电”。该社区依托城市书房、邻里幸
福驿站等场所，安排导读志愿者，
开展一系列读好书、读红书活动，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记者 陆一平 摄

记者 沈 沉

本报讯 2月10日上午，位于吴
兴区八里店镇塘红村潭家湾的“湖
羊——农作物秸秆”绿色高效新模
式示范基地内，工作人员熟练地开
着农机向饲草搅拌机内倒入辅料，
一旁的传送带上堆放着一袋袋从附
近农户手中收来的废弃农作物秸
秆，通过混合加工后，就成了隔壁
羊舍内湖羊们的美味午餐。

“秸秆—湖羊—肥料”生态种养
循环模式已在湖羊养殖产业领域越
来越普及，通过回收水稻、小麦、
玉米秸秆加工成饲料， 既能为养殖
户降低饲料成本，也能有效解决种
植户长期秸秆还田的负面影响，羊
粪加工后的有机肥还能提供给种植
户，达到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效
果。

良好的循环模式指引了一条
“降本增效”的新路，但在实际运作
中，却让养殖户犯了难。2022年，
我市粮食播种面积121.6万亩，其中
水稻种植面积近80万亩，稻草秸秆
量非常大。但目前在湖羊饲料化利
用上占比只有1%左右。

“湖羊多为规模化养殖，仅靠
周边收集来的秸秆难以支撑养殖基
地的饲料需求，而扩大本土采购范
围就需要养殖基地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成本难以把控，所以外
省成熟的饲料供应链依然是养殖户
解决饲料短缺的主要途径。”市农
业科技发展中心动物所所长李玉峰
介绍，外地饲料价格连年上涨，养
殖户效益明显下滑，湖羊养殖环节
的粗饲料成本是制约当前产业发展
中的主要瓶颈，进一步借助湖州本
土优势“喂饱”湖羊肚子是破难的

关键。
“结合前期对各区县规模湖羊

养殖场、水稻种植基地的调研反
馈，我们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
市湖羊产业协会商讨后，决定通
过引入第三方饲料加工企业，搭
建完整的供应链平台，整合解决
全市稻草秸秆在收集、加工模式、
成本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市农业
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朱旭初告诉记
者，依靠全市水稻资源优势，稻草
秸秆饲料化工作的落地，将有效缓
解湖羊产业饲料短缺的问题，同时
还能消耗全市近七成的稻草秸
秆，解决连年稻草还田造成的下
荏农作物病害多、草多，播种生
长困难的局面，达到保护土壤环
境的目的，确保稻田丰产丰收。
目前，该工作已进入企业洽谈考
察阶段。

喂饱“羊咩咩” 稻田“金灿灿”
我市探索稻草秸秆饲料化工作

记者 汤若静

本报讯 连日来，湖城三所高校学子已陆续返
校报到，同学们拖着大包小包返回校园。据统
计，湖城三所高校共有2.2万名学生返校。

作为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个开学季，湖
城三所高校都向学生亲友开放校门，家长和陪同
人员可以通过提前申请进入校园。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部长谢飞介绍，从2
月9日起，学生们陆续返校了，虽然已经不需要核
酸证明进校，但仍旧需要在返校前7天和返校后7
天上传自己的健康状况。处于阳性阶段或者发高
烧的学生，目前暂缓返校。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孩子的学校，校园环境
还是很美的，一会看看寝室怎么样，学校食堂怎
么样。”湖州师范学院安定书院胡瑗班沈同学的
爸爸难掩内心的激动，在儿子的带领下，行走在
校园里。

“学生们在返校前可以申请家长入校。”湖州
师范学院学工部副部长许金凤告诉记者，11日是
报到的第一天，已经有很多家长和学生一起参观
校园。“为了欢迎我们的家长和同学到学校里来，
我们很多学院组织了游园会、家长座谈会，还开
放了实验室等场所。”

在做好健康检测的同时，大学生也将迎来
“开学期末考”。上学期末，高校部分课程期末考
试延期举行，湖城三所高校学生返校后第一周都
将举行2022年秋季学期课程考试。

在今年的返校学生中，还有一批大三、大四
的学生已经在企业实习，或是正积极寻找就业机
会。湖州学院学工部部长孙计萍告诉记者，昨
天，也有百余名学生直接前往“乐业湖州”2023
年湖州市新春人才招聘会投放简历，为接下来的
就业做好准备。

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校还对全日制二
级学院及专业进行了调整组建。据了解，这次
调整既充分考虑专业群所对应的学科基础，又
结合湖州“2+8”高能级平台、八大新兴产业链
对应用型人才的新需求，优化调整现有教学资
源。“新的学院设置和专业布局，推动了二级学
院与湖州重点产业契合度再次提升、专业服务产
业发展能力优势更趋明显，机制更顺畅、资源更
集聚、平台更优化，可以全面实现学院产教融合
有底气、专业校企合作有平台、师生服务企业有
项目。”湖州职院科技与服务地方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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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德清县幸福阜溪公益基金会组
织设立了“社区公益基金”，把公益
资源流转到社区，对接居民需求，解
决群众身边的“小急难”问题，让居
民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幸福阜溪公益基金得到了街道
12个村社、50多家爱心企业和200
余位爱心人士、乡贤的支持，截至目
前，募集资金已超过1200万元。”阜
溪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基金会
已设立21个单项基金，并广泛开展

“微心愿”活动，精准解决困难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在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
时，“幸福阜溪”以项目的形式，精
准地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服务。“百
岁老人”服务项目通过“社区+社
工+专家+志愿者+慈善”多方联
动，惠及辖区内95周岁以上老人；

“心晴花开”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志
愿服务项目，通过家庭、学校、社
区、政府多方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
模式，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驾护
航；“幸福管家”志愿服务项目面向
辖区内60岁以上的111位特殊老人
以及564户残疾人，让他们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精准的管家式服务。

“阜溪公益基金”
铺就百姓幸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