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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近日，区慈善总会在萧山体育中心开展
荣盛慈善基金“全民迎亚运慈善来添力”慰问活动，为实现“办好一
个会、提升一座城”贡献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古涛、区政协副
主席施利君参加。

亚运期间，我区的“小青荷”亚运志愿者们将坚守岗位、扛起责
任，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展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在慰问现场，区领导把慰问物资一一送到志愿者手中。古涛表
示，在亚运赛事前夕，区慈善总会集聚社会力量，开展慰问活动，把社
会各界的关心关爱送到亚运场馆的志愿者手中，希望大家在亚运赛
事期间，拿出青春活力，展示美好形象，立足岗位，为亚运增光添彩。

据了解，此次慰问物资共计30万元，由荣盛慈善基金出资，
将分发给萧山亚运场馆的志愿者们，以此表达集团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和志愿者一起为亚运助力。

2018年，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区慈善总会捐赠留
本冠名基金1亿元人民币，设立荣盛慈善基金，2020年追加留本
冠名慈善基金至1.3亿元人民币。5年来，该基金相继开展荣盛
健康关爱项目、益农镇教育事业发展项目、六助一赈慈善公益项
目、关爱萧山区民辅警困难家庭救助项目、脊柱畸形贫困患者诊
疗项目等慈善活动，为困难群众解危纾困，彰显社会担当。

■记者朱林飞

9月初，萧山区“社区合伙人”发
布会在北干街道天悦社区召开，标
志着由天悦社区首创的“社区合伙
人”机制将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协调
联动党员、居民、志愿者、企业、社会
组织、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以资
金、人力、空间等资源“合伙”，共建、
共治、共享社区美好家园。

目前，“社区合伙人”机制作为
一项创新经验，已入选萧山区现代
社区建设惠民十项举措，今后将成
为更多城市社区的“标配”。

天悦社区首创“社区合伙人”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何为“社区合伙人”？在天悦
社区，只要是愿意参与社区共治共
管共建，愿意为社区发展作贡献的
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成为“社区合伙
人”。

作为一个刚成立3年的融合
型大社区，天悦社区现有居民 1
万余人，且都来自五湖四海，在平
时的治理中，资源缺、人才缺、优
势缺的“三缺”困境一直困扰着社

区，居民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很难
得到满足。

为破解这一难题，5月13日，
天悦社区发布“社区合伙人”招募
令，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
区管理与服务，并吸引了10名核心
居民骨干及22家团体率先加盟。

“合伙人”们围绕社区治理、社
区安全、社区文化等合作场景，通
过公益+低偿的方式参与志愿服
务、项目领办和服务捐助等，服务
人群覆盖小区全年龄段居民。

4个月来，天悦“社区合伙人”
团队进一步扩展，居民“合伙人”从
10位增加至20位，团体“合伙人”
从22家增加到35家。

令人欣喜的是，居民成为“社
区合伙人”后，开始关注社区事务，
主动了解社区建设，成了社情民意
的收集者、协商议事的参与者。大
家的凝聚力更强了，基层治理焕发
出蓬勃的内生动力。

“社区合伙人”机制
在其他社区得到进一步创新

继天悦之后，其他社区也开始
探索“社区合伙人”机制，通过链接

资源，将居民从“地域共同体”整合
为“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多元
共治新体系。

工人路社区是由原大型国企
杭二棉家属区转型而来，面临老旧
房屋多、老年人多、流动人口多、矛
盾纠纷多、群众诉求多等困境。前
期，社区以“赋能社区新群体，汇聚
治理新力量”为中心，携手10余家
合伙人单位，打造20余个合伙人项
目，围绕居民开展各项惠民服务，
从日常的理发、修理、义诊等小事
到百姓文化节、邻里百家宴、中老
年运动会等大活动，有效满足了居
民的多样化需求，营造出积极向上
的社区环境。

工人路社区党委书记顾芸表
示，在借鉴天悦“社区合伙人”经验
的基础上，工人路社区也将进一步
创新，尝试让社区现有的34个社会
组织接轨市场运营，完善自我造血
功能，朝着“公益+低偿+市场”三合
一共赢方向发展，探索实践“社区
合伙人”项目新模式。

今年以来，育才东苑社区不断
扩大“朋友圈”，链接多方资源、做

好民生服务，让社区治理更加精细
精准、主动高效。在每个月的15
日，“育义仓”便民服务市集准时在
东一小区公园“上线”。随着萧山
区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商会、秋英为
老服务社会组织、华润万家商超等

“育建合伙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
修理维修、生活服务、健康医疗、知
识科普等板块，为居民提供全方位
的一站式便利服务。

除了便民服务市集，“育建合
伙人”们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履职。
如萧山区老年大学带着热门课程
进社区，组建“育来俏”共享沙龙，
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社区乡贤开
办“童心育清书画社”，以书画绘社
区、传清风；社区居民带头组建“育
芽儿”跑团，带领全民健身迎接亚
运……

“社区合伙人，就是让能量更
大一点，让精通的邻域更广一点，
让能办成的民生实事更多一点。”
社区党委书记王亚芳表示，每一位

“育建合伙人”的加入，都为社区带
来了澎湃向前的动力和创新创造
的活力。

现代社区建设“惠民举措”系列报道之五

“社区合伙人”机制 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区慈善总会慰问亚运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 陈竹根）近日，萧山区老年艺术团辖属春之
歌艺术团将一场洋溢着正气、喜气的专场演出，送进南阳街道赭
东村文化广场。

9月12日下午，赭东村文化广场内鼓乐声声、掌声阵阵，家
门口的“文化大餐”吸引了众多村民群众前来观看。在近两个小
时的演出里，来自萧山春之歌艺术团的演员们为观众献上了一
台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演出。情景表演唱《有朋自远方来》，以
轻松、热烈的旋律，拉开了专场演出的序幕，唱响了萧山人民全
民健身喜迎八方宾朋的美好心声；歌舞《绿水青山》，以婀娜的舞
姿和甜美的歌声，传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怀和心声；情景表演
《天下乡亲》，20多名演职人员如泣如诉的歌声，催人泪下；还有
受邀的区老年艺术团、珍珍越剧艺术团表演的京剧、越剧、小品
也大受欢迎，赢得了阵阵掌声。

本次献演的13个节目不少是获省市级大奖的精品佳作。据
了解，萧山区春之歌艺术团成立至今已有10年，70余名成员平
均年龄65周岁，是一支由退休干部和职工自发组织的区级群众
文化四星级示范团队。艺术团每年积极参加区养老协会老年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深入村居、福利院、养老院等开展慰问演出，通
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宣传活动，将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服务社会、多作贡献的办团宗旨落到了实处，也为塑
造文明乡风、推进乡村振兴营造了良好氛围。

喜迎亚运 萧山春之歌艺术团送演出进乡村

本报讯（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王李 张琳）宝宝还小，哺乳假却已
告罄，父母年纪又大了，这着实给
不少奶爸奶妈出了一道难题。近
日，我区首个乳儿班开班，6个月以
上的宝宝就能托育，创新的托育服
务缓解了婴幼儿照护难题。

近日，记者来到了盈二社区盈
未来智慧托育园，它是我区一家普
惠托育园。六个月的“嘟嘟”和八
个月的“小太阳”在奶奶的陪同下
相约在一起，成了园内乳儿班的

“小学员”。“摸摸小耳朵，摸摸小手
……”在保育员的引导下，宝宝们
跟自己的小手玩起了游戏。

嘟嘟奶奶陈阿姨说：“我们就住
在小区里，从家里过来几分钟就到
了。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只会咿咿

呀呀，我们和宝宝的交流互动比较
单调，现在的孩子养育越来越精细，
这边有专业的育儿老师，有空我就
会带他来这里，让宝宝熟悉环境，这
对以后的入托入园也有好处。”

乳儿班区块功能是否合理？
环境是否安全？教育设施如何？
这些都是家长们关注的内容。

对此，盈未来智慧托育园负责
人钱程紫说：“宝宝在乳儿期时，很
多家长会抱着或将其放在婴儿床
里致使其缺少锻炼。乳儿宝宝也
需要一个活动区舒展四肢并多观
察多触摸。乳儿班教室内根据该
年龄段儿童的需求设置了多个区
域，装潢更多应用软质面层，以鼓
励活动欲旺盛的宝宝们自由探索、
愉快玩耍。同时我们还配备了多

项早期发育游乐设施和多种教玩
具，以促进孩子在大脑黄金发展阶
段的发育。”

小月龄的宝宝不会表达，需要
更高的师资配置，乳儿班保育员与
婴儿配比为1：3。为了提高家庭养
育能力，园区开设亲子养育课堂及
科学养育沙龙，增强父母和孩子的
亲密联系。

钱程紫说：“这次乳儿班的开
设也是园区托育服务的全新尝试，
除了乳儿班，还有托小班和托大
班，托育服务可以覆盖0—3岁各个
年龄段的宝宝。目前已有多位家
长来园内咨询乳儿班信息。”

0—3岁是宝宝迅速成长的阶
段，也是尤为重要的阶段。如今，
这个“最柔软的群体”正越来越被

重视。
今年是杭州市政府将婴幼儿照

护服务纳入民生实事项目的第四
年。萧山也在积极推进，计划新增托
位600个，其中普惠托位360个。截
至目前，我区已完成民生实事新增托
位923个，其中普惠托位568个，完
成新增婴幼儿成长驿站40家。

近年来，萧山区持续深化“医
育结合”内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与辖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立
签约服务制度，儿童保健医生作为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健康指导
员，定期到辖区托育机构，对婴幼
儿营养与喂养、生长发育、心理行
为等开展健康宣教、专业指导和咨
询服务，为入托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提供有力保障。

带娃有困难 托育来帮忙

我区首个乳儿班开班 宝宝6个月以上就能入托

本报讯（通讯员 漏鑫瑞 记者
童宇倩）日前，“八八战略”在身边
暨“守好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活
动”走进钱江世纪城滨河数字产业
园项目工地，为工地200余名建筑
工人送上一台生动活泼的宣讲活
动。这是“守好红色根脉·班前十
分钟活动”宣讲进基层的第一站，
标志着宣讲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
正式启动。

此前，我区举办了“八八战略”
在身边暨“守好红色根脉·赓续奋
斗力量”萧山区职工宣讲大赛，成

立了志愿宣讲团，成员由在大赛中
取得佳绩、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
39名职工组成。

现场，志愿宣讲团成员、来自
新街街道的张威涛，为大家讲述新
街一位残奥冠军的故事。从失去
双臂的少年，到站在世界竞技场上
的残奥冠军，他用乐观的心态和不
懈的努力，秉承着萧山人披荆斩
棘、奋勇拼搏的奋斗精神，诠释生
命的不息与价值。

志愿宣讲团成员、来自区环投
集团的金明杰、金夕晴，通过一场

跨越时空的对话，向大家讲述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和亚运的故事，展现
了杭州亚运会“心心相融，爱达未
来”的人文底蕴。

此外，舞蹈《辉煌》《未来已
来》、小品《爱心车队》、独唱《逆风
飞翔》、反诈宣传情景剧《谁做主》、
黄梅戏《谁料皇榜中状元》轮番上
演，引得工友们连连喝彩。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总
工会主办，区工人文化宫承办，旨
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省、市“守好红色根脉·

班前十分钟活动”工作要求，聚焦
服务“坚决打好经济翻身仗、全力
保障亚运攻坚仗、加快走好共同富
裕路”三件大事，助力萧山打造“产
城人文”深度融合的中国式现代化
区（县）域范例。

下一步，志愿宣讲团将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省、市“守好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
活动”工作要求，赴企业车间、班组
广泛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全区“守
好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活动”深
入开展。

近日，浙江七地市农民书
画作品展在新塘文体中心举
行，共展出210余幅作品，助力
亚运。
首席记者唐柯通讯员杨贤兴

千米长卷
迎亚运

我区开展首场“守好红色根脉·班前十分钟活动”
情暖一线建设者

本报讯（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沈谆桢）近日，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倪世英带队来到养老院，看望了百岁老人黎桂芳，向这位历任萧
山侨联三届主席且有40余年致公党龄的老人送上亲切的慰问。

倪世英与黎桂芳进行了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和
家庭情况，感谢老人为萧山统一战线工作做出的贡献。他表示，
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大家要以老同志为榜样，传承好
红色基因，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画好同心圆。

据悉，归侨黎桂芳，出生于1924年，祖籍广东梅县，年少时为
了生计去往泰国，后于1955年归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先
后在广州、北京华侨补校学习，1956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曾在湘湖师范、临浦中学、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并于1983年5
月加入中国致公党，作为致公党杭州组织的第一批党员，亲身经历
了致公党杭州组织的筹建、成立和壮大。

区领导走访慰问统一战线人士

本报讯（记者 何可人 通讯员 蒋秀娟）今年八月十八大潮期
正值杭州亚运会赛事期间，且恰逢中秋、国庆假期，预计观潮人
数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防潮安全管理形势较为严峻。日前，我
区召开会议，扎实推进钱塘江防潮安全管理工作，强调务必紧盯

“不发生一起防潮安全管理责任事故”总目标，以强烈的平安意
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严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有力保障杭州
亚（残）运会期间钱塘江沿江环境安全有序。

会议指出，抓好防潮安全管理工作是创建平安萧山的必然要
求，是检验政府管理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
有效途径。要充分认清形势，强化责任担当，在提升监管能力、增
强服务效能上下功夫，不断推动防潮安全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会议要求，要优化目标，不断完善防潮安全管理工作预案，
制定防潮安全管理设施规划，加强防潮设施保护利用及提升；要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抓好沿江重点地段、重点时段管控工作，形
成点面结合、条块结合的巡防喊潮网络；要压实责任，各责任单
位和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全面提升应急联动能力；
要加大教育，充分发挥预警监控平台、沿江宣传标识等设施的作
用，加强观潮现场的防潮安全知识和管理措施宣传，引导广大市
民、游客安全观潮、有序观潮、文明观潮。

我区扎实推进钱塘江防潮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小玉 通讯员 余卉茹）相聚在湘湖，合作
在湘湖，创新在湘湖。昨日，由湘湖实验室、省农科院共同主办
的第一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在我区召开。

湘湖实验室是“北斗七星平台”之一，目前，实验室已有百余
名优秀人才加盟，运行制度日渐完善，进入建设发展全面发力、
持续突破的“加速期”。

这是湘湖实验室落地萧山后举办的第一届论坛。论坛中，
15名青年科学家作学术报告。梁岩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利用活
性氧信号增加植物广谱抗病性”；马守偲博士报告中“有关NA-
Dase酶活的产生机制+潜在新底物ATP”的发现，在国际上首次
解析了TNL抗病小体四聚体结构，填补了领域内的空白；李志涛
博士的报告主题则是“就水稻温度耐受性QTLs的克隆和分子机
制研究，从而增强水稻耐寒性”。

本次论坛意在搭建高质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了
农业与科技的学术交流，让青年科学家进行零距离接触，进一步
加强湘湖实验室与省内高水平大学的创新合作，携手培育农业
战略科技力量，共同助力浙江省农业科创高地和高效生态农业
强省建设。

第一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