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星灿
仇洁茹 伊超 罗雨馨）“陈师

傅，我家早稻秧苗最近叶片发

黄，是不是缺肥？”面对农户的

疑惑，3 月 20 日，温州乐清市

北白象镇退休干部陈胜南来

到田间，他打开手机调出土壤

检测数据，给出具体建议。作

为北白象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曾经的业务骨干，近段时间，

陈胜南一直奔忙在田间，为农

户开展早稻秧苗育种指导。

春 分 时 节 ，气 温 逐 渐 回

升，雨水增多，为农作物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春管、春

耕、春种即将进入繁忙阶段。

近来，全省各地老同志积极发

挥专长，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

抢抓春光、耕耘希望，为全年

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湖州市安吉县农科区

垅坝村，安吉县商务局退休干

部、浙江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

员金水福等老农技员，与返乡

青年、义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朱玲玲一起，为春耕

春播忙碌着。在田间，金水福

一边查看土壤情况，一边指导

朱玲玲科学安排播种时序。

不仅是助力春耕春播，近

年来，安吉县老农技专家与合

作社开展结对，探索“稻虾共

生”新模式，通过开挖虾沟、架

设太阳能杀虫灯减少农药使

用，提升稻米品质。同时，帮

助青年创客发展农文旅项目，

开设稻田体验区，打造“米姑

娘”咖啡新业态和农耕研学项

目，吸引游客参与农业活动，

为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

在台州市三门县，银发志

愿者同样忙碌在田间，帮助农

户解决“急难愁盼”。

“ 多 亏 银 发 志 愿 者 的 帮

助，这一批西蓝花才能卖出好

价钱。”三门县健跳镇旺杰共

富工坊负责人张菜桂激动地

说。近来，旺杰共富工坊由于

劳动力不足，西蓝花收割工作

面临着巨大压力。关键时刻，

由当地银发志愿者组成的三

门县银耀琴江双丰助农团，联

合红色琴江先锋队的年轻志

愿者，奔赴田间地头，帮助收

割、分拣、装车。

银发志愿者们表示，参加

这样的惠农助农活动，既能帮

助农户，又能实现老有所为，

很有意义。

抢抓春光 耕耘希望
全省各地老同志助力春耕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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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峰 共享
联盟·路桥 王恩兴）近日，台州
市路桥区路桥街道“朝夕相伴”
双龄共养服务综合体内，老人
聊天，孩子玩乐，热闹不已。

路桥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通过新建、腾挪、
改造一批党群服务中心，推进
集康养照护、托幼托育、文化教
育等复合型阵地建设的同时，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小区
配套设施建设，对小区“边角”
进行微改造，推进儿童之家、邻
里食堂等阵地建设。

路桥区
“朝夕相伴”老幼共融

本报讯（通讯员 贾磊）3
月 20 日，杭州市民政局依托杭

州城市大脑智能中枢打造的

首个民政垂域智能体——“杭

民星”正式上线，多场景应用、

多模态融合、多渠道透出的民

政大模型为政务服务注入了

新活力。

“什么时候能领高龄津

贴？”“我想捐款怎么操作？”

“西湖区有哪些养老院？”大家

想知道的民政相关问题都可

以问“杭民星”。

覆盖民政全领域的业务

工作，“杭民星”就像是全天候

在线的智能客服，比传统的电

话转接咨询或跑社区面对面

咨询方便多了。81 项民政政

务服务事项在线导办，自动检

索所需资料并生成清单化办

事指南，让大家“不见面、网上

办、零跑腿”。

记者在使用中还发现，页

面还设置了“长辈模式”，通过

放大字体、语音播报等细节照

顾老年人使用习惯，让老年人

也能轻松享受数字化服务。

“生成式大模型技术的进

步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的响

应度和精准度。”市民政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借助强大的

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我们将全

面推动政务服务场景智能化

改革，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

捷的公共服务。”

如何进入“杭民星”？关

注“杭州民政”微信公众号，进

入“政民互动”，点击“杭民星”

即可进入小程序。

网上办 零跑腿

民政事务百事通“杭民星”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王婧 记
者 夏凌）18 日，2025 年杭州市

老年人千人健身展示活动在千

岛湖畔举行。

近年来，淳安县人社局不

断完善企退人员服务管理工

作，推出全县域就近体检、老年

人办事专窗、“社保杯”系列比

赛等活动；成立杭州退休干部

职工大学淳安县联合办学教学

点两个，建设县企退人员多功

能健身活动中心。

杭州市
健身展示活动开展
杭州市
健身展示活动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诸丹萍）
“不仅能测血压，听健康讲座，
还有日托床位、心理咨询师及
康复器材等。”绍兴市柯桥区杨
汛桥街道孙家桥康养联合体负
责人方任飞说，目前每日有 20
多名老人来此享受康养服务。

绍兴市于 2020 年底启动
康养联合体建设。截至目前，
全市有市级康养联合体 2 个，
乡镇级康养联合体 85 个。今
年绍兴市计划新增 18 家乡镇
级康养联合体，康养联合体镇
街覆盖率达到100%。

绍兴市
家门口享专业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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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南（右）为农户提供指导。 银发志愿者助农户收割西蓝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