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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楠楠

自成立以来，义蓬街道“好
蓬友”新乡贤联谊会一直在街道
发展的道路上发光发亮。义蓬
街道长红村党支部书记高峰对
此感受颇深——去年11月，街
道新乡贤施恒之的恒致研发基
地落户长红村，给当地发展带来
了丰富的资源。

经过多轮接洽，今年6月18
日，义蓬街道举行恒致集团项目
签约活动。恒致集团预计在钱
塘投资14亿元，是义蓬街道招
引落地的第一家拟上市企业。
恒致拥有无人洗车、无人充电、
无人加油、无人船等核心业务板
块，是一家独角兽企业，目前拥
有130项发明专利和认证，业务
遍布国内 21 个省，140 个城
市。该企业累计融资数亿美金，
过往股东中包括阿里巴巴、中国
人保、大钲资本、颢腾亚洲、锴明
资本、中嘉意泰、酉金资本等国
际顶级资本。

“饮水思源，不忘来路。投
资建设家乡、将公司总部迁至钱
塘，这一切都源自对家乡、对父
辈们的感恩。自己生于斯长于
斯，从小就被父母教育‘投我以
木桃，报之以琼瑶’，也一直希望
回到故土、报以家乡。”恒致集团

创始人施恒之说。
除了以施恒之为代表，自发

回归、助力家乡发展的归乡人，
还有虽然不是义蓬人，但是选择
扎根在义蓬、成就在义蓬的“新
乡贤”。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农工党浙江工商大学支部
委员孙豪就是“新乡贤”的代
表。他作为火星村的女婿，曾多
次被义蓬街道邀请考察调研，找
出火星村发展难题。每次他都
邀请高校专家团队，来到现场拿
到一手资料。他表示将利用自
身以及周边的优势、资源，提供
数字农业、立体种植、恒温玻璃
蔬菜大棚等相关技术，整合当地
土地资源，开展种植研究基地、
乡村版网红城、农业博物馆、直
播助农等项目，为火星村打造本
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带动当地乡
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义蓬，越来越多的
新乡贤选择回报桑梓，我们将
做好新乡贤回乡工作，服务新
乡贤的‘才’与‘财’，发挥新乡
贤的‘知’与‘资’。让新乡贤既
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也能
助力新乡贤成为义蓬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引擎，让‘好蓬友’品
牌熠熠生辉。”义蓬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打响“乡贤牌”念好“发展经”迈步“共富路”

立足便捷化，构筑舒适“生活圈”

走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干净整洁的环
境、简洁大气的装修、完善的适老化设施令
人眼前一亮。“乍一看是酒店，再一看是医
院，进来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老年人的俱乐
部！”谈起对这里的初印象，一旁休息的周大
伯笑着说道。

成立伊始，社区便打造了养老服务中
心、文化中心等五“心”服务阵地。“白天，养
老中心接受特殊老人的短暂托养，同时为
照护者提供陪聊、照护技能培训等服务。”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既能让家属喘
口气，也有利于老人更快地康复。

与此同时，一系列“适老化改造”也在社
区悄然发生：高层住宅均配有电梯、无障碍
坡道和公共座椅，周边建设了适宜老年人休
闲娱乐的口袋公园，公厕设置了无障碍厕位
……室内室外的双重便利，让老年人时刻感
受着“家门口的幸福”。

聚焦精细化，打造贴心“服务圈”

在云涛联合社区，有一支虎虎生风

的“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这支志愿者
队伍的成员均为老年人，空闲时间他们
常常通过修改衣物、上门清洁、理发等各
色公益活动，为有需要的“老朋友”提供
帮助。

家住碧桂园小区的李阿姨是队伍中的
一员，今年60岁。“咱们退休人员能发挥余
热,为小区邻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自己也
很开心。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何况这是一
份双向的幸福！”缝纫、买菜买药、台风天收
花盆……只要自己能帮上忙，李阿姨都乐此
不疲。

此外，依托“一人一档”，养老服务中
心精准施策，为独居老人制定陪聊、买菜、
送餐等个性化的服务计划，并定期为他们
进行家庭用电、用气安全等检查。

在社区养老中心的体测一体机里，
完整记录着 305 个老年人的健康数据。

“根据自愿原则我们收集了数据，通过一
键启动排查和延续性的数据对比，便能
得知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便
利了后续的针对性服务。”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彰显个性化，丰富多元“社交圈”

昔日独自在家，今日胜友如云。集体生
日会上载歌载舞，党群服务中心的“开心茶
座”上娱乐和学习，“红心议事亭”下讨论小
区的大小事……在云涛联合社区，老年人拓
展朋友圈，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社区的木子手工社、彩虹合唱团、快乐
健身队等18支文艺队伍，涵盖了美工、音
乐、阅读、养生等各个领域，为不同兴趣爱好
的老年人提供了社交场地。

社区还邀请志愿者们教老年人使用“抖
音”“微信”“彩视”等智能软件，构筑起他们
的“线上交友矩阵”。“‘云下夕阳老友群’不
定时转发老姐们的旗袍秀、老哥们的乐器展
演。‘老朋友’们互相点个赞，竖个大拇指，玩
得喜笑颜开！”社区负责人介绍。

敬田得谷，尊老得福。今年，社区还将
以现代社区建设为契机，在304平方米的银
海社区用房打造第二个老年活动阵地，以更
好地为“老朋友”们服务，帮助他们实现从

“老有所乐”到“老有所为”的转变，让更多
“老朋友”享受“美好白杨家”建设成果。

银发老人手牵手 幸福就在家门口

“三圈”融合演绎新时代“老友记”

■记者 张华颖

身上是隆重的礼服，脚下是熟悉的土地，
身旁是相伴多年的伴侣……近日，清脆的快门
声伴随着笑声在临江街道东庄村文化礼堂的
角角落落里响起，头发花白的老年夫妇在家门
口补拍了婚纱照。

“当天我们共为村内10对夫妇拍摄了婚
纱照。”东庄村文化礼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10对夫妻中有老党员，有退伍军人，有模范夫
妻，还有特殊群体，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关心关
爱特殊群体，弘扬敬老爱老美德，提升老年夫
妻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们结婚那会儿，没有条件，也不流行这
个，就简单的一张纸。今天，我和爱人也时尚
一回，留作纪念。”首次披上婚纱的黄亚凤在现
场志愿者的帮助下画上了精致的妆容，换上了
洁白的礼服。看着镜子里与平常不太一样的
自己，她高兴又害羞地说:“化了妆都不认识自

己了。老底子条件差没机会拍婚纱照，今天算
是圆梦了。”

此次婚纱拍摄地点选在大家常来的村文
化礼堂内，一对对携手走过“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夫妻在紧张又欣喜的情绪里定格了时光。
在拍摄等候区，一位老人还掰着手指给记者细
数起了村里的老年服务，“老年人有专属的生
日会，有体检、打疫苗……在我们村里养老，味
道不比城里的差嘞！”

聚焦“一老”，今年以来临江街道落地了钱
塘区首个康养联合体项目，社区学院临江分院
相关课程成功获评教育部“智慧助老”优质项
目。同时街道还积极利用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等平台开展村社舞蹈、走秀、合唱、书画等
文体培训，着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获得感。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做好
日常工作的同时，根据不同村社老人的不同特
点提供针对性更强的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生
活幸福感。

见证不老爱情 定格美好时光

迟来的婚纱照 更甜！
■记者 钱圆 通讯员 高权

本报讯 眼下正是福寿螺
繁殖高峰期，走在新湾的河道
边，池塘沟渠里常常会看到一块
块粉色的“坨坨”，“那些都是福
寿螺的卵块。”新湾街道农业农
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福寿螺繁殖能力强，危害性大，
有“巨型田螺”之称，是名副其
实的水稻杀手，不仅会破坏河
道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系
统，还对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存在重大隐患。

近日，新湾街道联合各村及
河道保洁与水环境治理单位开
展清理福寿螺专项行动，安排养
护人员对新湾的15条河道进行
地毯式搜索清理。“各村负责辖
区内小微水体内的福寿螺清
理。”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清晨五点，河道养护人员
驾驶保洁船穿梭在河道间，仔

细注视着水面，一旦发现福寿
螺的踪迹，便立刻用网兜进行
清理。“福寿螺总是晚上爬出水
面产卵，白天又沉回水下，趁太
阳升起来前，我们抓紧对福寿
螺进行清理打捞。”同时，养护
人员利用福寿螺卵在水中不能
孵化的特性，将河堤两侧石坎
上的卵块铲除到水中，有效灭
除福寿螺。

“每天能打捞个几十斤，福
寿螺还会随着水体灌溉进入稻
田，严重破坏水稻生长。为尽快
消除福寿螺，这几天我们对村里
的沟渠、池塘等全面排查清理。”
冯娄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不破坏生
态环境，街道采用网兜打捞，人
工铲除等物理防治手段清除福
寿螺，“打捞上来的福寿螺，我们
将进行统一处理。”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福寿螺繁殖能力强，
想要彻底清除非常难，清除工作
将持续开展。

全面排查辖区水体 新湾打响清“螺”战

■记者 张华颖

本报讯 沃野千里稻谷香。
近日钱塘区临江街道7729亩早
稻喜获丰收。金黄的稻穗卷起
重重稻浪，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
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中，饱满
的稻谷尽收囊中。

在东庄村的千亩粮仓示范
田间，承包户贾红艳和丈夫站在
自家的承包田里笑容灿烂，今年
他们种植了300多亩早稻。

“今年水稻生长后期天气连
续晴好，病虫害相对减少，结实
率也有提升。”贾红艳告诉记
者。近年来，她和村里承包户种
植的都是“中早39”，该品种具
有矮秆抗倒、稳产高产等优势，

“现在亩产可达450公斤，粮食
的收购价格也比往年提高了
3%左右。”

在我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
保障与区、街道农技人员的专

业技术指导下，粮食增收不仅
让贾红艳的种粮底气更足，面
对台风等自然灾害时的“安全
感”也提高了，种粮信心也更
坚定了。

贾红艳对种粮信心的提升，
还离不开临江近年来在现代农
业发展的耕耘。据悉，街道出台
农业扶持政策，加大农业人才招
引力度，围绕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不断开展“双强”行动，为推进
共同富裕奠定重要产业基础和
物质基础。

阡陌纵横的田野里，风吹麦
浪的美丽图景则是街道着力打
造美丽田园经济带的缩影。近
年来，按照“种满园、连成片、点
漂亮、清干净、景观美、效益高”
的总体要求，街道对新世纪大
道、江东三路等主干道路两侧成
片农田整理，累计完成630亩抛
荒地整治，直接增加水稻、小麦
等粮食产量约63万公斤。

临江7729亩早稻喜获丰收

在河庄街道约140亩的广阔稻田上，以翠绿的粳稻为底色，红黄紫三色水稻点缀其间，以大地为布，以稻谷
为笔，绘就一幅美丽乡村图。透过航拍镜头，“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等字样和图案映入眼帘，展现了钱塘粮农“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坚定决心。

记者 董笑瑜 通讯员 张祥荣 摄

持续的高温天，不少运动爱好者换了“战场”，纷纷走进各社
区服务中心运动室，继续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图为乒乓球友们在白杨街道西区党群服务中心运动室内切
磋球技。

记者 童志忠 摄

社区“老友记”

■记者 武佳奇 通讯员 谢汝妮

在白杨街道云涛联合社区，常住着1800余名“银发族”，其中，以“新杭州人”和“帮带老人”居多。
如何服务好这些“老朋友”？近年来，社区不断擦亮“云下夕阳”为老服务品牌，通过党建引领、链接资源、提升环境

和搭建平台等多元方式，带领“老朋友”们演绎起新时代的“老友记”。

一起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