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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乡村

①①

长兴县和平镇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的民生工
程，近期，为迎接杭州亚运会，和平镇积极开展“四边三化”行动，扮靓乡村。
图①：新港村村监委日前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活动，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绿色河湖。图②：滩龙桥村“河长”日前组织党员、青年志愿者对霞幕湖
周边开展整治，巩固治水成果，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 许旭 摄②②

记者 许旭 通讯员 汤文燕

休息时间，下个楼就能到智慧
健身中心强身健体；手机点一点，
还能预约健身课程；专职配备的健
身教练，正确指导你科学健身——
在长兴县画溪街道竹元村新能源小
镇人才公寓，智慧社区健身中心不
仅打通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

“最后一公里”，更是助力企业吸引
人才、留住员工，营造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

“15分钟健身圈”与“生活
圈”有机结合

8月，天气更加炎热，但新能源
小镇人才公寓3楼的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热闹非凡，在附近企业上班的员
工和周边的村民都趁着晚上休息时
间来此感受健身热潮。在有氧区，
28 岁的小夏正在跑步机上挥洒汗
水，住在人才公寓的他也是第一批
加入的会员。“平时我就很热爱健
身，但因为工作比较忙，很难抽出
时间去城区的健身房，这个智慧社
区健身中心就在我们公寓楼下，所
有的设备都很专业，简直太棒了。”

据了解，这个总面积1000平方
米的国家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是长
兴县文广旅体局向浙江省体育局争
取的一个国家级项目，包括有氧
区、力量区、动感单车、瑜伽室、

台球区、乒乓球区、影音室、休闲
区、淋浴房等区域，让居民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的运动健身资源。

而在项目落地之初，画溪街道
就选址进行充分考量，最终确定了
新能源小镇人才公寓。这里企业众
多、人口密集，不但辐射到周边企
业，距离街道几个人口大村的直线
距离均在15分钟内，符合“15分钟
健身圈”的各项条件。与此同时，
健身中心还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
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不但满足了周
边健身爱好者的需求，更以先进的
配套设施和专业的指导服务进入了
画溪街道老百姓的生活圈。

“健身中心开业后，周边很多居
民都会来，开业到现在客流量还是
比较高的，已经达到 3000 多人
次。”健身中心负责人介绍。

“智慧健身”与“全民健身”
深度融合

走进健身中心大门，墙边的蓝
色屏幕格外显眼，这里是智慧社区
健身中心的智慧大脑，用户活跃
度、客流占比和器材偏好等内容在
此一览无余。“通过这个智慧化平
台，我们对整个健身中心的客流量
和器材使用，以及各健身会员的年
龄等基本情况都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也为我们健身中心后续的服务
和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健身中心

负责人介绍道。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竹元智

慧社区健身中心实现了智能设备全
覆盖，不仅可刷脸入场、扫码储
物、手机预约，还可以在各种器械
上体验智能播放音乐、实时获取健
身数据等功能，实现了集“全人
群、全时段、全功能、智能化”于
一体的智慧型运动中。

家住竹元村的朱女士对于健身
中心的智慧化点赞不已：“一直以
来，我都想做一些力量训练，但又
怕自己不专业会受伤，现在，我可
以通过手机预约私教，太方便了。”

通过智慧化大数据平台，健身
中心还根据健身人群的喜好、性别
和年龄段，分时段推出了动感单车
和瑜伽等特定课程，开启手机预约
功能，满足辖区内不同用户需求，
让全民健身推动全民健康。

“惠民利民”与“引才留才”
珠联璧合

在开业之初，这家智慧社区健
身中心推出了365元的年卡优惠价，
相当于每天花费一元钱享受全套健
身运动。这一优惠活动，很快吸引
了在周边企业工作的年轻人。

“因为这里附近都是企业，平时
夜间活动比较单调，健身中心就在
我们企业附近，价格还这么优惠，
大大丰富了我们这些外来工作者的

业余生活。”刚参加工作的小李，几
乎天天到健身中心打卡。低廉的价
格和完善的设施，吸引了很多像他
这样的年轻人。

作为省级工业型特色美丽城
镇，一直以来，画溪街道聚焦青年
生活所需，不断延伸青年安居服务
链。而人才公寓与健身中心的有机
结合，让“惠民利民”与“引才留
才”珠联璧合，为画溪街道吸引人
才、留住员工增加了砝码。

自开业以来，这家智慧社区健
身中心坚持公益性、社会化运营的
原则，每周三免费对外开放，定期
开设健身课程。目前，健身中心已
有200多人办理了会员，其中70%
都是周边的企业员工。

与此同时，画溪街道的百姓健
身点全年免费开放，利用综合文化
站开办公益瑜伽、爵士舞、健身操
等文艺赋美课程，扩大外来人才的
朋友圈，并通过公益暑托班等举措
帮助在企员工解决子女暑期托管难
题。在多举措、全方位的服务下，
画溪街道也呈现多层次高质量发展
的人才新格局，为画溪街道的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画溪街道将不断建设融合社
交、分享、创新等服务功能于一体
的人才新社区，不断拓展公共文化
体育服务内涵，提升自身长效管理
和服务水平，打造“南部新城”新
样板。

空间开放 数智赋能

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的新花样

记者 范国锋

本报讯 8月25日，“融合创新
共享发展”长兴纺织新材料专场技
术、人才交流对接会活动举行。

对接会上，县科技局向与会嘉
宾作了长兴智慧纺织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推介。据介绍，该综合体于
2020年11月被列入省级创建名单，
主要有 “智慧纺织”“科技创新”和

“公共服务”三大平台，以及资源整
合、智慧物联、协同创新、检验检

测、市场服务、技术研发、知识产
权、创业孵化及人才培育八项服务
功能。

22项高校院所的最新科技成果
在对接会上进行了现场和书面路
演，旨在推动更多的高校科研成果
走出实验室，让企业关注到纺织前
沿科技进展和技术突破方向，从而
获得应用、投资的机会。当天，对
接会组织24名专家分6组实地走访
了16家本地纺织领域的优秀企业，
推动高校院所专家和企业家进行更

近距离、更深层次沟通对接，创造
更多合作的机会。

今年，长兴继续坚持走“企业
出题、政府立题、协同破题”的技
术创新路子，瞄准行业关键技术

“张榜招贤”。会上，县科技局把纺
织企业共同存在的技术痛点、行业
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共计12项，作为
今年科技攻关项目榜单作了发布，
旨在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解
决制约纺织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据悉，本次发布的科技攻关项目一

旦被立项，单个项目将获得5万元至
10万元的财政经费支持，并列为省市
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重点培育对象。

同时，长兴智慧纺织产业创新
服务综合体武汉纺织大学研究生工
作站在对接会上揭牌。该工作站将搭
建起高校与长兴纺织企业沟通的桥
梁，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实践和应用的
培养机会，更好地促进长兴纺织企
业的创新发展。此外，总投资6.48
亿元的4个纺织新材料科技项目、4
个产学研合作项目也在当天签约。

纺织产业融合创新共享发展

记者 陈虹 通讯员 陶小庆

本报讯“以前这里是一片草
地，杂草丛生，如今变成了儿童乐
园，孩子们在这里玩耍，从早到
晚，好不热闹。”在长兴县虹星桥镇
刘井村文化广场前的儿童乐园，三
五成群的萌宝正在开心玩耍。“这个
滑梯下面是塑胶地面，不怕摔，可
以放心让孩子在地上爬。”正在带孙
子的刘阿婆高兴地说。

每天早晚，刘井村的村民都喜
欢到文化广场、儿童乐园转一转，
大家一起锻炼，跳跳广场舞或者聊

聊家常。
“现在走出家门就是公园，路面

平整干净，设施又新，环境很好，大
家也愿意出来散心锻炼。”钱大姐说。

“用绣花功夫守住乡愁，我们见
缝插针完善设施、优化环境，改造
了1个特色公园，其中儿童乐园成了
最受群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刘井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董文斌
说，通过微改造，新建了人行道，
新增了停车位，在原来广场和公园
的基础上，改造升级适合儿童玩耍
的乐园。

走进虹星桥镇午山村午山家

园，村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在两
侧的空地，改造成小花坛，种满鲜
花，白墙蓝瓦的房屋掩映在绿树红
花中，整个新村俨然一座美丽的花
园。新村旁边就是农民公园，重新
修建了健康跑道，添加了健身器材。

“以前这些空地上种瓜种菜，比
较乱，现在种花种草，路好了，房子
漂亮了，就像住在花园里一样。”周
姐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很满意，平
时还主动帮忙打理花坛的花草。

据了解，午山村通过微改造项
目，对午山家园人居环境进行整治
提升，清理乱堆乱建，清除卫生死

角，维修坑洼路面，不仅改善了村
庄环境，更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
幸福感。

这样的小微改造正在虹星桥镇
各村全面开展，如罗家村将常有垃
圾堆放的公共区域进行微改造，邀
请老干部共同参与，打造垃圾分类
示范园地；宋高村将文化广场进行
微改造，增加暖色夜景灯光，吸引
更多的村民前来打卡；白水村将几
处荒地变身美丽庭院，为美丽乡村
添色。接下来，虹星桥镇将继续推
动“小微改造”项目，建设宜居宜
业的富美虹溪。

家门口的公园点亮富美虹溪

记者 朱琳琰 通讯员 陈美新

本报讯 走进长兴县洪桥镇
弁山村香草山上生态旅游项目
（一期），咖啡馆、烧烤吧、露
营地均已建设完成，儿童游乐
设施正有序入场，不少附近的
村民已经提前打卡。这个原先
无人问津的废弃矿坑，摇身一
变，成为了方圆十里的“香饽
饽”。再过一个多月，这里将成
为集咖啡、露营、农场体验、
苗木花卉种植、户外研学、户
外婚礼、会展活动和共享办公
等多样内容为一体的乡村休闲
度假胜地。

“弁山村‘绿’资源丰富，
我们有风景秀丽的弁山，有90
亩连片的荷花景观，经过持续
几年的‘微改造、精提升’，现
在村里处处有风景，这也是今
年弁山村能够引进这个生态旅
游项目的底气。”弁山村党支部
书记郑新方介绍，该项目总占

地面积 50亩，总投资 6100万
元，建设完成后，可提供岗位
20余个，村集体收入增收75万
元，实现绿色增收。

从闲置了十几年的废弃石
矿，成为未来弁山村第一个多
功能旅游综合体，这是洪桥镇
坚持绿色发展，以“微改造、
精提升”促农文旅项目招引的
一次生动实践。

为推动该项目快速落地，
洪桥镇为该项目特设工作专
班，党员带头积极服务努力作
为，当好“红”管家。同时，
该镇持续加强镇域生态环境保
护，刷新“绿”底色，不断加
强宣传力度，以优质服务确保
项目在10月正式开业。

“该项目一期投入运营后，
后续我们还将继续依托项目招
引项目，以‘绿’带‘绿’，为
乡村发展注入活力，为老百姓
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和经济价
值。”郑新方说。

弁山废矿坑变身度假地

记者 赵斌 通讯员 王澹

本报讯 “20年高歌猛进，
‘八八战略’指明了浙江发展的
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长兴电
商企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
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路径和方
向……”日前，由长兴县委宣
传部主办的“八八战略”在身
边——“长青潮”青年理论宣
讲团巡回宣讲进企业活动在星
网电子商务创业园举行。

宣讲现场，一次次独具特
色、内容丰富的宣讲，都为在
场的企业员工们理解“八八战

略”提供新思路、新观点，赢
得了阵阵掌声。“这样的宣讲活
动非常好，能够激励人心，也
给互联网电商企业发展带来了
指引，相信在‘八八战略’的
引领下，企业能够实现更好发
展。”星网电子商务创业园综合
办公室主任喻群说 。

据了解，“长青潮”青年理
论宣讲团的宣讲员将继续紧扣

“八八战略”20周年主题，持续
开展基层宣讲活动，通过走进村
（社区）、企业，让接地气、冒热
气的理论宣讲走进千家万户，让
琅琅宣讲声能声声入耳。

“长青潮”理论宣讲进园区

记者 陈虹 通讯员 唐灵萍

本报讯“道闸安装好后，
我们居民的车也有位置可以停
了。”家住长兴县雉城街道小西
门社区桥工苑的居民楼东，在

“银发”先锋志愿者上门征求
车辆有序管理意见时，竖起大
拇指给志愿者为民办实事服务
点赞。

小西门社区地处老城区，
所辖小区都是老旧小区，其中
桥工苑小区和桥南路小区还是
开放式小区。网格员在日常网
格巡查中发现，消防通道被
堵、小区内车位被外来车辆占
停，楼道乱堆放等问题一直困
扰着居民。

社区将热衷于社区治理的
离退休干部、老党员组成“银
发”先锋志愿服务队，通过多

次现场查看、展开讨论、现场
入户走访等方式，解决居民的
烦心事。

“银发”先锋队通过倾听
居民心声，全面了解居民需
求，所以，道闸安装、规范
停车、楼道堆放清理等工作
得 到 了 社 区 群 众 的 积 极 响
应。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
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众人纷
纷献计献策。

“入户走访调查，只有和群
众掏心窝子地交流，才能获得
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更好
地了解群众的需求。”社区离退
休老党员朱桂生说。

截至目前，“银发”先锋志
愿服务队收集居民反映的有效
问题 150 余个，解决车辆管
理、楼道堆积物、毁绿种菜等
一批社区难题。

“银发先锋”助推社区治理

通讯员 施津霖

本报讯 在长兴县图影大道
亭子桥，县公运中心工作人员
日前正在对桥梁钢结构高强螺
栓进行全面体检。据了解，亭
子桥是一座钢桁架桥，全桥由3
万多套高强螺栓连接而成。多
年以来，由于缺少能够定量检
测高强螺栓健康的方法，桥梁
健康问题一直是长兴交通急于
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此次县公运中心与浙江沪
杭甬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方通力
合作，共同确定了全新的高强
螺栓的体检方案。这项检查技
术综合运用了3D成像、超声波
和信息化检查技术，从栓杆内
部状态等方面检查了螺栓的状
态，并进行了技术状况评价。
据了解，这三种技术的结合在

浙江省桥梁检测工作中是首次
应用，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的首
次应用。

据悉，螺栓3D成像技术具
有与医用三维B超具备一样的
功能，无需拆卸螺栓，可原位
检测螺栓的内部状态。超声波
测量螺栓预紧力技术是可以直
接对高强螺栓力学性能进行无
损检测的技术，该技术能为每
一颗螺栓建立预紧力档案。而
信息化扭矩检查工具可以快速
地确认每一颗螺栓的扭矩指
标，并实时上传云端。

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有
助于提升长兴县钢结构桥梁高
强螺栓的运维水平，为长兴交
通基础设施向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提供支撑，也可为浙江省
乃至全国钢结构桥梁高强螺栓
的检测与技术状况评定提供先
行示范。

领先技术检测桥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