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秀洲区新塍
镇康和桥村的嘉兴市乡村
广播记忆馆（嘉兴市乡村广
播记忆体验基地）获评浙江
省四星级乡村博物馆。

■通讯员 凌宇伦
摄影 记者 王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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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洲推出首条
敬老爱老公交线路

■记者 赵 晨 通讯员 范利彬

本报讯 坐公交车一直是老年人日常出行
的主要方式。一座城市的公交对老年人的态度，
往往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温度”和“文明程
度”。最近，不少市民在乘公交时发现，一辆车身
印有“开往幸福”字样的公交车，犹如一道风景
线，穿梭在秀洲街头。

上午 9时许，记者在秀洲区行政中心枢纽
站看到了这辆公交车——242 路。只见“开往
幸福”四个大字十分醒目，走进车厢内部，满满
的敬老爱老设施元素映入眼帘，车内配备了爱
心座椅、轮椅导乘板等设施，公交车采用低地
板、低入口设计。

与普通公交车不同，车厢内设置了应急药品
和便民服务箱，还预留了轮椅位。“老年乘客乘坐
的轮椅从坡道上车后，可以用专用安全带固定轮
椅，从而避免轮椅在乘车过程中出现滑动的情
况。”秀洲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给
老年群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242路配备了多
名驾驶服务质量好、经验丰富、综合表现突出的
驾驶员，既为老年乘客提供暖心细致的服务，又
把敬老爱老的举措落实到行动中。

据了解，242路是连接秀洲主城区到王店镇
建设村的主干公交线路，线路采用日夜并线模
式，目前运营时间从早上 6点开始，到晚上 10点
结束，全线共设39个站点，沿途经过购物超市、医
院、学校、住宅区等客流较密集的区域，沿线老年
乘客乘坐该线路的比例较高。

在营造浓厚敬老爱老氛围的同时，也让老年
群体深切感受到了秀洲这座城市爱老敬老的满满
诚意。刘女士是242路公交车的常客，如今焕然一
新的公交车让她感到很暖心。“我经常和我80岁的
老母亲一起乘坐这趟公交车，现在有了这些敬老
设施，坐车感觉更有保障了。”刘女士说。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市民出行需求也在不断
变化，公交服务理应与时俱进，从常规公交到敬
老爱老公交……今年初以来，秀洲区以提升公交
服务水平为目标，推进公交工作高质量发展，倾
力开展 100座候车亭建设，开通了王江泾镇至苏
州市吴江区黎里镇、王江泾镇至嘉善县毗邻公交
线路，并延伸了 344路县际毗邻公交线路至海盐
县百步镇，新增 24个公共自行车“无桩化”网点，
新增公交线路1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8条，涉及
走向、首末班时间优化调整，群众乘坐公交的获
得感不断提升。

在公交场站建设方面，秀洲区不断推进辖
区公交线网提升工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进
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建成启用了高照公交枢纽
站、王店镇公交枢纽站。截至目前，辖区 5镇、
2街道实现公交枢纽站全覆盖。

一辆辆公交穿行城乡，“开”进群众心里，也
串联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区委党校 周 悦

是不是有人想问了，1.44∶1，什
么意思？我先卖个小关子，请大家
看两张图片。

现场的朋友知道这两张图片
是哪里吗？是的，是秀洲，更准确
地说，是秀洲的城与乡。虽然景观
不同，是不是一样让人感觉宜居宜
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呢 ？ 其 实 就 是 因 为 1.44∶1——
2023 年 的 秀 洲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目前，秀洲城乡居民收入均
衡水平已经做到了全省第 4、全国
前 列 。 下 面 让 我 们 透 过 三 个

“员”，看看秀洲如何让城乡差距
越来越小。

城乡融合，统的是物质的口袋

今年夏天，大家吃“阳光玫瑰”
了吗？那么有没有尝过咱们天禾
生态农场的？走进农场，一串串清
亮、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果香。还真不能小瞧
咱们农场，目前它已经获得了许多
省级荣誉，还成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标杆。“这都要感谢施教授！帮
助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在农场负
责人朱志明眼里，这些年的发展，
离不开科技特派员施雪良的指
导。2016年，施雪良驻扎到农场，
对方方面面进行技术指导。农场
年年增收，两年前总收入就达到了
600多万元，这正是科技特派员“把
论文写在秀洲大地，把科技送到田
间地头”的真实写照。目前，全区
共有超过 230名科技特派员驻扎在
各镇、街道。他们让农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了，城乡融合也就结出了累
累硕果。

城乡融合，统的是精神的脑袋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圈被这样

一篇推送刷屏了，这让我想起了秀
洲同样“声”入人心的文化下派员
张卫红。2016年，张卫红来到了油
车港镇。她发现，当地村民对文艺
有热情，但苦于没有老师指导，她
想到了自己不是正好擅长戏曲嘛，
于是，便当起了老师，每周给村民
培训两次，还组建了近 30人的红麟
越剧队。越剧队成员们积极参与

“送戏下乡”“文化走亲”等活动，让
百姓看得开心的同时，也大大传播
了油车港镇的越剧文化。目前，越
来越多的文化下派员投入到了基
层文化建设当中，他们潜心“沉”至
乡村，用心激发乡村文化新活力，
精准对接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

城乡融合，统的是情感的交代

“驻村更驻心”，短短五个字，
是对他工作的高度概括与精准评
价。他是谁呢？他就是去年刚获
得省级荣誉的农村工作指导员徐
志荣。2021 年，徐志荣被派驻到

新塍镇万民村，参与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工作。“小田变大田”“泥土
路变水泥路”“破旧房子变新建小
区”是他带来的三个变，也真正变
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村民孙金
士开心地表示：“现在过的日子是
甜的。”新一年，哪几户人家还没
土地平整，自建小区的垃圾分类
要统一起来……徐志荣的工作日
志总是记得满满当当。对于村里
每户人家的情况，徐志荣都了然
于胸，17个组、797户人家，每一户
门前都有他的脚步。农村工作指
导员时刻牢记“把自己当村里人，
把村民当自己人”，增进了与村民
的感情，城乡融合工作推进自然
更加顺利。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秀洲区始终坚持把城
乡融合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善用人
才、善用机制。相信在未来，秀洲会
创造出比 1.44∶1更辉煌的成绩，绘
就出一幅城乡愈发共富共美的动人
图景。

身边人说改革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即日起，秀洲区融媒合作中心推出“身边人说改革事”栏目，聚焦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改革领域和方面，通过人物自述，表达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感受体会，生动展现
全面深化改革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赵 晨 整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44∶1
■王店镇 祝银玥

20年来，嘉兴城乡融合发展的
春风吹遍了每一个角落，曾经被忽
视的乡村经历了一场蝶变。今天我
想带大家走进乡村，看一看乡村里
的三种范儿。

科技与农业融合
乡村有了“聪明”范儿

在稻谷的丰收季节，收割机成
了乡村里的“新农人”。随着它们此
起彼伏的轰鸣声，麦穗被不断地卷
入机器完成了谷粒的脱离，短短几
分钟就解决了十来天的人力工作
量，让大伙儿从腰酸背痛地干农活
到现在笑容满面地感叹：“国家农机
补贴政策带来的聪明机器，让收割
轻松了不少！”

在嘉兴的田野里漫步，你会看
到很多新装备。尤其在乌镇，更能
体验到线下版的“开心农场”。消费
者在手机上“云监工”，机器的数据
采集，让什么时候该浇水、施肥，变
得一目了然，种田也不需要自己动
手，远程遥控农机就能实现。遇到
问题了，还能喊话托管员“云诊
断”。乡村的“机器换人”，让“田间
劳作”变成“指尖操作”，让种田小白
也能在数据分析下种出好蔬果了。

文体与乡土文化结合
乡村有了“惬意”范儿

王店有很多喜欢足球的村民，
以往要开一个多小时车到嘉兴包场
踢球，现在在手机上就能免费预约
家门口的足球场。村里的足球日历
上排列了“西甲”“王超”“贺岁杯”，

“村超”被办成了长三角赛事……每
一次的赛场上，青壮年运动员们挥
汗拼抢；围栏外，满是老少乡亲的加
油助威。

除了足球，王店镇建林村还有全
省首支村嫂摄影队。从2008年建队

之初的49名村嫂到现在的100多人，
10多年来，她们记录了新农村的发展
和村民的美好生活，也多次在全省、
全国的大赛中获奖。谈到初心时，她
们说：“自从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搞
起来后，村里大变样，抱着把它们记
录下来的想法，就开始了摄影。”

一个小小的足球，一张张照片，
成了村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

“代言”，让大伙儿享受起乡村里的
闲暇时光。

“00后”选择回流
乡村有了“青春”范儿

接下来，请大家到我的直播间
里瞧一瞧。“开播了，开播了，欢迎所
有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姐妹们。
我们家呢，是王店本土的东兴牛奶，
长期以来都是走的线下销售，我们
家的奶源都是供应给上海光明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家新开了一个号
嘛，所以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爆品
牛奶，炸一波福利。牛奶品质大家
可以绝对放心。我们老粉都是知道

的，对不对？百分之百生牛乳，完全
不添加一滴水。姐妹们，我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新粉啊，有的话给我扣
个 1，好不好？如果人多的话，给大
家带一波新人福利。我们不说打七
折八折，我们直接打五折，半价给大
家。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不
用犹豫直接拍下。”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带动
160余单销售，实现销售金额近万
元。无数年轻人回归乡村，用青春
力量助力电商直播，本土农产品走
出去了。

乡村的三种范儿，是党的政策
在嘉禾大地上描绘出的城乡融合新
画卷。这是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的
革新，是村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
飞跃，是老一辈与新一代青年力量
的交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
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身为新时代的“00后”青年，
我将怀揣炽热初心，让青春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绚丽绽放！

乡村的三种范儿

青蓝接力传薪火青蓝接力传薪火 创新创业创未来创新创业创未来
洪合镇成立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记者 吴冰鑫
通讯员 邹晓青 王伟杰

本报讯 风起正是扬帆时，
奋楫逐浪向未来。昨天下午，第
五届“浙江商会周”新生代企业家

“鲲鹏成长·新质培蓄”行动秀洲
区洪合镇专场培训会暨洪合镇新
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会，在
秀洲区佳源四季酒店举行。

现场，浙江大学博士、嘉兴
大学数据科学学院副院长李启
会以“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和社
会责任”为主题，为广大青年企
业家带去了一堂生动的创新创
业课，为企业家们发展实业锚定
了新的方向和精神坐标。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洪合镇
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洪合镇新
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第一届理事

会和会领导班子。王金明等 15
人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徐梦涟当
选为理事会会长，石会会等 9人
当选为理事会副会长。

“作为一名在父辈光环下成
长起来的‘秀商二代’，接过创新
的接力棒，我感到责任重大，内心
也激荡着一股力量。”徐梦涟告诉
记者，她是秀洲区新生代企业家
联谊会成员，如今成为洪合镇新
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
会长，她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

“新生代企业家是年轻的一
代，我们是看着彼此成长的，今
后我们将以联谊会为学习、交
流、合作的平台，共享资源，共谋
发展，实现从‘接班人’到‘掌门
人’的蝶变，共同成长为创新创
业的生力军。”徐梦涟说。

据了解，洪合镇新生代企业
家联谊会首批会员按照“组织推

荐、自愿入会”的原则，将行业代
表性强、社会影响力大的新生代
创业者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共吸
纳了37名来自光电智能、电子装
备、信息科技、纺织服装、电子商
务等不同行业的青年创业者。

“敢想敢拼、实干开拓的新生
代企业家队伍是洪合镇经济发展
的有生力量和重要活力来源，希
望通过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这个
平台，给这些青年才俊创造良好
的创新发展环境，帮助他们在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企业家艰苦奋斗
精神的同时，不断挑战自我，开辟
新赛道，用创新的思维和行动，成
长为行业的先锋力量。”洪合镇党
委党员曹丽丽表示。

秀洲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离
不开老一辈企业家的奋发图强，
更依靠年轻一代的接棒前行。
近年来，秀洲民营企业进入新老

交替、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年
轻一代企业家在民营经济舞台
上逐渐崭露头角。

如何培养造就一批勇于创
新、敢于冒尖的新锐企业家，让
秀商精神薪火相传，让民营经济
永葆生机活力？

秀洲区开展“青蓝接力·薪火
秀商”行动，为新生代企业家健康
成长量身定制“成长行动计划”，
全面破解接班鸿沟和代际传承风
险，走出一条有秀洲特色的“青
蓝”接班路：举办“秀商薪传·青蓝
接力”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班，培养
新生代企业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
爱国主义精神、战略思维、管理能
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组织会员进企业开
展实地考察，学习交流先进管理
理念和成熟做法，开阔创业视野，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行业发展大

计；连续10年组织新生代企业家
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等知名院校，开展“品质秀
商 创新发展”研学进修活动，通
过集中培训、名企访学、异地游学
等方式“充电加油”，促进创新成
果转化，提升全区青年秀商的创
业创新思维和驾驭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水平。

“新生代企业家是秀洲区当
前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发
展的希望所在。”秀洲区工商联
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秀洲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
导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
长，着力培养一支“政治上有方
向、发展上有信心、经营上有本
领、代际上有传承、责任上有担
当”的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
助力他们成长为民营经济发展
的“领头雁”“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