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伏后，天气炎热，加上湿度比较大，人特别容易疲劳、没精神、没胃口，而生姜本身有特殊的辛辣味和芳香味，

会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起到开胃健脾、促进消化、增进食欲的作用。

姜属于辛热食物，过量食用有可能会导致口腔热痛、上火等问题，建议摄入适量。在是食用时间选择上，比如最

近冷食、冷饮吃多了，又长时间呆在空调房里，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加少许姜，这样既能刺激食欲，还能去除体内寒气。

如果能接受生姜的独特口感，可以将三片姜片和大枣一起闷泡，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饮用，可缓解腹痛腹泻和手

脚冰凉等症状。另外，每天早上食用1至3片醋泡姜片有助于促进食欲。

吃姜小贴士

本报讯（记者 张欣 陈

书缘 通讯员 唐雅婷）夏日

炎炎，为了让辖区孩子度过

一个充实的暑假，各街道纷

纷开启快乐假日学校，为孩

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有

益的学习和成长空间。

崇贤假日学校课程丰富
惠及600余名学生

今夏，崇贤街道 16个村

社开设假日学校，计划招收

学生 600余名，课程涵盖爱

国主义教育、安全知识科普、

劳动实践、科学探索等内容，

帮助家长缓解暑期“带娃难”

的同时，丰富青少年的暑期

生活。

日前，在陆家桥村假日

学校，“五老”志愿者董复新

正认真地教孩子们写书法。

董老师仔细讲解了毛笔的构

成、握笔的姿势和动作规范，

告诉大家不同手指的作用，

以及如何让各手指相互配

合，“大家看，这位同学的握

笔姿势正确。记住要用无名

指托住笔杆，小拇指辅助

……”教学过程中，董老师走

到每一位学生身边，手把手

教他们正确握笔。随后董老

师带大家练习基本笔画和运

笔技巧，体验书法的独特韵

味。

在崇文社区假日学校，

孩子们在晨练中迎来了新的

一天，“稍息，立正，军体拳准

备。”不惧炎热的同学们认真

完成老师的每一个指令。今

年崇文社区假日学校开设的

课程主要涉及爱国主义教

育、国学教育、第二课堂等内

容。而军体拳作为亮点之

一，吸引大家热情参与。“炎

炎夏日，我们希望孩子们在

完成暑期作业的同时，学习

军人的优良传统，增强体质，

磨练意志。”崇文社区假日学

校老师裴生菊表示。

星桥快乐假日学校
实现全覆盖

星桥街道党建办联合街

道关工委开展星桥街道快乐

假日学校“探索无极限·缤纷

暑期乐”活动，让小朋友们度

过一个色彩斑斓的暑假。课

程时间为 7月 15日至 8月 2
日，以缓解辖区居民假期“看

护难”问题。

开班当日，星桥街道七

彩星党群服务中心内，派出

所民警为大家带来一堂暑期

安全教育课。“骑自行车过程

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不

能嬉笑打闹！”“不能骑到马

路上！”“游泳的时候要注意

什么？”“做好拉伸！不去深

水区！”大朋友与小朋友一问

一答，现场氛围热烈。

“这个暑假，我们街道实

现了17个社区假日学校‘全

覆盖’，招生人数相较往年有

所增加，涉及学生 500 余

名。同时，联合党建联建合

作单位、区关工委讲师团等

力量，开设各种各样的课程，

还通过‘五老’志愿者送课、

‘银龄护苗’宣讲队宣讲等形

式，丰富假日学校课程内

容。”星桥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王月介绍。

星桥街道开展暑期安全

知识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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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下关心下一代一代

护苗助护苗助成长成长

假日学校精心烹饪“暑期大餐”

本报讯（记者 塘栖镇微融媒体

中心 赵烁 通讯员 柴媛媛）“塘栖的

环境好，机会也多，我已经在期待来塘

栖工作的样子了。”来自郑州大学的小

雯在微信朋友圈满怀憧憬地写下这段

文字。

近日，一场“百所高校 千名学子

走进塘栖”活动吸引 150名来自不同

高校的学生走进这座大运河畔的千年

古镇。两天时间里，他们到塘栖村、

“金杭包装”“法根食品”等点位参观交

流，全方位感受塘栖古镇的文化传承、

塘栖企业的创新活力，以及美丽乡村

的共富图景。

据悉，这是塘栖镇今年吸引高校

学子来临来塘就业创业的一大举措，

游览点位也是该镇为展现本地景观文

化资源与辖区特色创新产业而精心选

取的。

“塘栖自古以来就是江南水乡、富

庶之地，是‘名镇名山名湖’一体发展

的文旅休闲胜地。独特的区位优势，

孕育了高端制造业、高效生态农业、大

文旅等特色创新产业……”研学活动

开始前，塘栖镇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辖区的产业布局和人才政策。目

前，塘栖镇已经建成工业园区 2个，创

新创业孵化平台 8个，培育规上工业

企业 95家、限上服务业企业 67家，其

中，创新型中小企业 73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3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4家。截至目前，塘栖镇辖内共有

各类人才 16000余人。在此基础上，

全镇 50余家商户成立了“亲才联盟”，

塘栖人才小区试点建设工作已初步规

划，人才“15分钟文化圈”逐渐成型。

广阔的舞台需要有志青年“登台亮

相”，活动结束，100余名学子选择加入

塘栖镇“栖才招引”人才库。150名优

秀学员获得“栖才推介官”身份，今后

他们将利用自身资源与校内资源积极

宣传塘栖，定期整理反馈人才信息，实

现“以才引才”的效果。

除组建大学生人才库、选拔“栖才

推介官”外，塘栖镇还通过打造“栖才

来临”人才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创作古

镇微短剧，推出招牌直播间，举办大型

“栖才日”招聘会，赴省内外高校开展

校园招聘会等方式，积极为企业与人

才“牵线搭桥”。

“法根食品”经理李婷笑着说：“乘

着塘栖人才招引政策的‘东风’，我们

也引进了四五名高校毕业生。接下

来，我们还将吸纳更多电商、新媒体领

域的人才，把企业做大做强。”

在关注人才竞争过程中，塘栖镇

从单一导向的“青年引入”转向注重就

业促进和创新培育，不仅建立青年创

业导师制度，邀请农创客、乡村工匠等

担任创业导师开展培训授课，还探索

搭建“乡创人才”陪跑空间等创新创业

平台，为创业青年匹配场地，链接资

源。

塘栖镇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将持

续发力，创新塘栖招引模式，优化人才

服务生态，做好青年大学生‘引育留’

工作，推动塘栖成为更多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的‘安身之所’和第一选择。”

共富共富

厚植产业圈 打造“引力场”
塘栖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生态

小林黄姜“辛”鲜一“夏”
本报讯（记者 张欣）最近，东湖

街道姚家埭村的姜棚里，农户忙着拔嫩

姜、收姜母，一派火热的繁忙的景象。

一大早，记者走进姜棚，地里的生

姜长势喜人，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辛辣

香味，农户们正在忙碌地拔着小林黄

姜。刚出土的黄姜鲜嫩肥厚，在经过

去土、冲洗之后，这些嫩姜一部分将直

接在临平周边等地的农贸市场、生鲜

超市销售，另一部分将加工成醋泡姜，

销往各地。

在小林黄姜农民专业合作社内，

记者遇到了前来购买嫩姜的杨大伯。

据杨大伯所说，他在附件农贸市场卖

黄姜，每天要来这里进两三次货，一天

下来可以卖出五六十斤的嫩姜。

小林黄姜在临平已有上千年的栽

种史，是我国 9大姜种之一，现已被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列入《浙江省首批农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名录》。小林黄姜产

品制作技艺也被列为临平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

目前，小林黄姜种植面积已达300
多亩，每年4-8月采收嫩姜，11月后采

收老姜，年产可达 400余吨，年销售额

600余万元。同时，通过带动农户以土

地入股、务工就业等形式实现增收，走

出了一条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产

品市场化的共富新路子。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芳

华 钱炳根） 区老科协近期

开展科普宣传基层“五进”

（进工厂、进学校、进社区、

进机关、进单位）活动，活动

中送出的科普知识实用接地

气，广受好评。

近日，区重点科普项目

“‘救’在身边 从‘心’开始”送

服务走进杭州福斯达深冷设

备有限公司，为新入职的 28
名员工进行心肺复苏、AED
（全自动体外除颤仪）操作、创

伤救护等救护技能培训。活

动中，培训师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教授理论知识，运用人体模

特详细演示急救操作步骤，并

邀请培训人员结合要领反复

模拟演练。通过培训，参训学

员不但掌握了一定的救护技

能，还树立了敢于“救”在身边

的信心。“原来救命神器AED
操作并没有那么复杂，是否需

要除颤它会自动分析……一

直觉得这个机器太专业、不敢

用，现在经过培训我已经会用

了。”一名参加救护培训的小

伙子感慨道。

科普进校园，是科普进基

层的重要切入点。近期，项目

组团队冒着酷暑，抓住暑托班

契机，把科普大餐送到孩子们

身边，培养孩子们的急救意

识、急救技能。项目结合孩子

的不同认知阶段，设计了不同

的培训内容和模式，以孩子们

听得懂学得会的知识点为重

点，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急救能力。

在临平三小的暑托课堂

上，60多名孩子集体学习了生

活中的急救小妙招。培训师

“手把手”教授鼻出血、中暑、

烫伤救护等小技能，帮孩子们

纠正了一些容易犯错的处理

方式，还带大家一起认识了全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同学

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急救培训

很有意义。

据介绍，该项目自 5月中

旬实施以来，已开展培训 7
场、受训 538人次，开展技能

演练 1场，参与体验 100余人

次。接下去，项目组将在做好

防暑措施的同时，加强同基层

单位的联系与沟通，还将继续

走进社区、机关等，努力营造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

好氛围，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

余热。

“救”在身边 从“心”开始
区老科协科普宣传“五进”基层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