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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防灾
减灾知识

记者 廖莹 通讯员 杜筱薇

本报讯 打捞浮萍、漂浮
物，清除水葫芦、水草……近
日，德清县新市镇组织辖区内
七村与桐乡、南浔相邻村联
手，发动村干部及河道保洁
员、志愿者等力量，在李家
漾、官桥港和丁介桥等交界河
港开展跨界治水，协同提升水
生态环境。

跨界联合相助、共护美丽
河湖，这是新市镇解决治水难
题的措施之一。今年以来，为
更好地推动涉水污染问题发现
工作机制落地见效，有效管控
水安全风险，新市镇通过“宣
讲、联动、溯源”三部曲，推
动“找寻查挖”行动走深走实。

除了跨界治水打造舒适宜
居的城乡风貌，新市镇同步开
展常态水巡查。按照每日一次
美丽专班重点巡查，每周一次
专班+沿河10村沿京杭运河巡
查，每月一次无人机全域空中

巡查，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巡
查机制。

同时，通过雨污管道和主
要排口的检测、修复以及运河
全域水质测样等溯源排查，真
正找到断面超标风险点，从根
子上解决问题。

新市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镇专门成立了一支20余人的
治水青年宣讲团，发挥星原跑
小二、新市好姆妈爱心团、向
日葵公益、巾帼志愿者等力
量，结合敲门入户等行动，开
展形式丰富、深入人心的治水
宣讲活动，在全镇形成了人人
讲环保、人人善治水的氛围。

据了解，自“找寻查挖”
行动开展以来，新市镇共计出
动排查人员545人次，排查水
体100余个，发现问题122个，
均已全部整改。此外，清理福
寿螺2000余公斤、卵200余公
斤，打捞水葫芦约30余吨，排
查入河排水口500余个，河道
水质明显改善。

“找寻查挖”解决治水难题

通讯员 姚汇 记者 陆志松

本报讯 全市农田水利灌溉
工程“回头看”、2023年度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会日前
在德清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考
察调研了水木莫干都市农业综
合体、水价改革示范村东衡
村、民生工程龙潭里机埠等。

近年来，德清县水利局落
实主体责任，夯实测算基础，
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稳
步提升。今年2月以来，该局组
织相关技术人员，对全县范围
内灌区水源、灌溉规模和灌区
管理模式等综合因素进行全面
分析，结合现场实地调研，先
后确定了城南、洛舍、二村、
大世和象跃水库5个样点灌区，

并作为市级样点灌区，主要涉
及乾元、雷甸、洛舍、新安、
阜溪、舞阳6个镇街，设计灌溉
面积3.57万亩，选取典型田块
14处，安装计量装置38套，均
采用在线监测计量，不仅省去
了人工观测时间，还提升了数
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据悉，德清县农田灌溉水
利用系数测算项目从2014年开
始至今，该系数已从0.623提高
到去年的0.633，农灌水利用系
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德清县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提
升灌区测算技术人员的工作水
平，规范测算分析方法和流
程，为完成德清县灌溉水利用
系数测算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农灌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

通讯员 曹鑫丽 记者 廖莹

本报讯 德清县禹越镇徐家
庄未来社区日前联合禹越成校
等，开展老年教育成果才艺展
示晚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社会风尚，让老年居民在
未来社区尽享幸福生活。

当天下午，退伍老兵、高
龄老人等围坐一堂制作重阳蛋
糕。现场还为“金婚银婚好家
风”老人们设置了拍照环节，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
养老服务需求，给社区金婚银
婚老人留下一个浪漫、难忘的
回忆。“拍张合照很有意义,提
高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结婚60年的杨水林夫妇拍完合
照后笑着说。

日暮时分，晚会在 《青青
竹儿》舞蹈中拉开了序幕。才

艺表演轮番上阵，八段锦、戏
曲表演、歌舞演出等，充分展
示了禹越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舞台上灯光璀璨，热闹
非凡；舞台下人山人海，掌声
不断。

今年以来，徐家庄未来社
区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
求，在共建、共治、共享的背
景下，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邻里社群活动，丰富居民精神
文化生活，挖掘社会力量，共
绘未来社区温暖底色。针对农
村社区老年人的特点和兴趣爱
好，徐家庄未来社区打造全龄
教育场景，设置声乐、舞蹈、
太极拳、茶艺等课程。当天活
动现场，还举行了老年教育优
秀学员颁奖环节，鼓励老人们
继续学习，增强老年人社区融
入感及社会参与感。

多彩活动亮社区温暖底色

通讯员 沈烨冰 记者 姚思思

本报讯 眼下，走进德清县新安
镇太平桥工业园区，一曲“零增
地”技改项目的号角正在吹响。一
栋栋老旧的厂房被拆除，一幢幢簇
新的大楼正拔地而起。目前，浙江
锦利达丝织印花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
相继投入改造建设，一个崭新的连
片企业群即将诞生。

“目前新厂房已经结顶，正在进
行室内装修，建成后产能至少增长
20%。”浙江锦利达丝织印花有限公
司总经理嵇祥荣望着眼前这幢10层
楼房满怀期待。该企业于2002年入
驻新安镇太平桥工业园区，20多年

来，虽然生产销售屡创佳绩，但空
间不足、老厂区规划不规范等问题
成为企业未来发展阻碍。

2021年，乘着新安镇老旧工业
园区改造行动的东风，企业投资
5000万元对厂区进行整体提升，包
括公司人居环境、机械化智能化装
备等。不仅如此，锦利达还与新安
镇签订了一年内亩均税收达到6万元
的协议。

与浙江锦利达丝织印花有限公
司仅一路之隔的菲炼石化有限公
司，趁着有机更新政策红利，向上
拓展空间以扩大产能。“这里原先是
钢架结构厂房，容积率不到0.5，通
过老旧厂房改造，容积率提升到

2.4。”该公司负责人孙炳泉介绍，改
造后，建筑面积将达到3.9万余平方
米，整体产值将从200万元左右提
升至3800万元左右。

在改造过程中，新安镇还创新
“五色图”工作管理，根据前期的实
地走访、政策推广以及推进的情
况，将园区内需要改造的企业分
类，形成“先改一批”“倒逼一批”

“破难一批”“腾退一批”等工作列
表，分批实施，分批推进，将老旧
工业园区改造建设落到实处、做到
细处。

目前，新安镇有机更新关停淘
汰 20家企业，占地面积 231.7 亩，
技改提升7家企业，新增产值13亿

元。“现已完成孟家山工业区、下舍
片区测绘、信息收集和初步估值工
作，将根据部署启动签约腾空工
作。”新安镇副镇长杨凯介绍，位于
孟家山工业园区的浙江高远电缆有
限公司盘活了浙江里昂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27亩土地和1.2万平方米厂
房，年销售收入3.5亿元。

据悉，新安镇通过兼并重组等
方式，逐步盘活闲置厂房，引进了
一系列高新技术企业，焕新老旧工
业园区活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近两年，已有18家外地企业落
户新安，其中已升规企业5家，通过

“引凤筑巢”助推实现新增产值超
6.5亿元。

老旧工业园迸发新动力

记者 姚思思

本报讯 10月22日下午，位于
德清县雷甸镇的运河文化公园里，
一顶顶帐篷点缀其间。正值周末，
附近居民带着一家老小出来踏秋，
好不惬意。一旁的运河驿站里，还
有24小时售货机，便于市民选购。
这是雷甸镇全力建设水产未来社区
的生动一角。

据了解，水产未来社区由原水
产村和集镇居委会合并而来，2020
年8月完成撤村建居工作，去年入选
浙江省第五批未来社区旧改类创建
名单，是全省唯一的渔民上岸水产
未来社区示范样本。

水产未来社区以“梦里水乡·

幸福水产”为创建定位，通过改造
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全市首家嵌入
卫生院的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新增
托育部、社区公园、智慧停车场等
配套，补齐功能短板，打造渔民上
岸后文化有传承、治理见实效、智
慧奔共富的标杆水产未来社区。

“在未来社区创建中，我们坚持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线上线下
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形式进行需
求清单调研。”雷甸镇副镇长谈建良
介绍，其中收集到居民的核心需求
是解决文化记忆断层及提升“一老
一小”服务空间。

据介绍，水产未来社区中老年
人的构成比较高，60岁以上老人占
25%。社区与雷甸镇卫生院签订医

养合作协议，为社区老人签约家庭
医生、建立健康档案，免费链接医
疗资源，提供医疗援助，不定期组
织常规义诊、健康讲座。同时，水
产未来社区把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嵌
入卫生院，中心配备日间照料室、
康复训练角等医疗服务功能区块和
阅览室、多功能室等休闲娱乐功
能，并引入社区食堂为老年人提供
送餐、配餐、普惠性就餐服务，为
老年人提供医疗、养老、休闲一站
式服务。

原本的党群服务中心经过改造
后，面积拓展到1260多平方米。该
中心80%以上空间用于服务及活动
场所，涵盖党群服务中心、人大代
表联络站、百姓健身房、中老年文

体活动、幸福学堂等多项功能，月
均开展书画、健身、舞蹈、烘焙等
系列活动近百场次。

水产未来社区还利用党群服务
中心南侧公共门厅和闲置空间打造
了一个200平方米的幼儿成长驿站
和亲子活动中心，有专人负责运
营，提供临时托服务，每天有30多
个家长带宝宝过去玩。

在运河文化公园邻里广场，每
天早晚都有很多妇女来跳广场舞。

“这里以前是旧丝厂，水产未来社区
创建，保留了这座水塔作为工业遗
存，同时启动了丝厂厂房外体结构
的保护工作。”谈建良介绍，计划引
进文创类等三产项目，激活文化产
业活力。

“梦里水乡”让幸福加码

通讯员 黄欣怡

本报讯 位于新市镇的德清县中
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基地内，日前
一派火热的劳动景象，来自德清县
舞阳学校教育集团六年级的学生，
在基地老师的带领下，参与浇水、
施肥、挖番薯、剥豆子等田间劳
作，还有部分学生在学习如何生火
做饭。

为期4天的综合实践活动中，他
们学习了洗衣、叠被等内务劳动，

进行了军事化的操练，体验了红色
文化的熏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
学习将有一定促进作用。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帮我代劳，
这次在内务课上学会了套被套、洗
衣服等，锻炼了动手能力。同时，
军训提升了精气神。”说起这4天的
劳动实践学习，606班学生吴桐说。

德清县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
创办于2006年，是浙江省最早成立
的一批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经过十
多年的探索实践， 针对各年级学生

建立多元课程体系，包括绿色学农
课程、橙色拓展训练课程、红色爱
国主义教育课程、蓝色STEAM课
程、黄色德清非遗课程等80多个劳
动实践项目，开发“孟郊故里游子
行”系列《行走的课堂》，打造了多
个方面的研学线路，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综合实践活动。

“重点是以我们20多条研学线
路，来达到五育并举的教学目的。”
德清县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茅美良介绍，尤其是

研学线路中,包括了生态、科技、人
文，覆盖了整个德清县全域。

目前，德清县有省级中小学劳
动实践基地3个、省级中小学劳动实
践教育项目试点学校5所、县级校外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17个，各校
因地制宜建设校内外劳动实践基
地，特色鲜明。德清县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发挥家庭、学
校、社会等教育主体的功能，实现
学生体力和脑力的协同发展、个人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综合实践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通讯员 黄庭好 记者 陆志松

本报讯 “活动共签约项目 8
个，涵盖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装
备制造等多个领域，传递出市场主
体融入乾元发展的信心。”近日，德
清县乾元镇强村公司董事长张兴根
高兴地说。

近年来，针对村属可开发资源
不足、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大体
量优质项目落地难等问题，乾元镇
以强村公司为牵引，挖掘各村存量
资源与特色项目，通过项目化管
理、集体决策形式，自由出资推动
项目落地，化资源为资本，变村民

为股东，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高水平
推进共同富裕累积基础。

“我们现在不缺人才和资金，缺
少的就是这样具有区块优势和交通
便利的大型规模化厂房，所以我们
最终决定入驻乾元的强村公司，新
材料园区的闲置厂房，解决了我们
缺少场地的难题。”已入驻乾元镇强
村公司的浙江建华新材料建设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项目资源上，乾元
镇向强村公司倾斜，通过将镇属国
有资产或小体量工业用地等存量资
源推出去，把工商资本、就业岗位

等稀缺资源引进来。由强村公司股
东村（社区）出资9600万元收购新
材料园区闲置企业，房屋用于新招
引企业的临时过渡用房及租赁用
房，以便实现新招引企业可拎包入
住，闲置厂房及土地得到高效利
用。同时，入驻企业为当地带来较
大收益，目前每年租金达 450 万
元，税收近300万元。

据介绍，乾元镇已谋划实施了
强村大厦、临时夜宵摊、分布式光
伏等 10个强村项目，探索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径。强村公司
已完成投资1亿余元，项目覆盖全
部下辖行政村，实体化运作强村项

目 5 个 ， 2023 年 到 账 收 益 已 超
1000 万元，村集体经济实现快速
增长，预计每个村年均增收100万
元以上。

自强村公司启动以来，乾元镇
将稳岗拓岗作为强村项目合作的重
要前置条件，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合
适的生产岗、管理岗、销售渠道
等，鼓励和辅导村民参与项目运
营，积极带动村民致富。

乾元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通过镇村 （社区） 企三者联动，
做大做强集体经济产业，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增添新活力。

强村公司激活村级发展引擎

德清县减灾委日前联合应急管
理局、气象局来到莫干山镇后坞
村，向村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应
急技能，提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记者 王树成 摄

德清县近年来加快推进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改造提升社区幸福
食堂和助餐点，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图为近日在阜溪街道狮山社
区幸福食堂内老人正在就餐。 记者 王树成摄

助老餐更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