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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4 月 17 日讯 （记者 余勤） 17 日
下午，省疫情防控研判第13次会议召开，省长、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成岳冲、王成国出席。会议通过视频连线听
取了金华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重点分析研判当
前存在的风险点和困难问题，提出下一步针对性
措施。

会议肯定了金华市前一阶段工作，强调要坚
定不移执行“动态清零”总方针，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围绕“确保内部切断传播链、防外溢和
扫雷拔钉”等重点任务，咬紧牙关、持续攻坚，快
字当头、以快制快，尽快实现社区清零，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一要对“三区”划分和
管控按照“提级+扩大”做文章，确保把所有风险
都封控在“三区”之内。二要进一步加强规范管
理和管控力度，切实做到封控区区域封闭、足不
出户、服务上门，让该停的停下来、该静的静下
来。三要下决心“扫雷拔钉”，通过扫楼、扫街、扫
小区，做到风险地区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当
天明确的需隔离人员，当天实现隔离转运。四要
全力做好防外溢工作，严格落实“赋码+硬隔离”
措施。五要省市合力做好保供保畅工作，确保保
障有力，生产生活有序。

王浩在省疫情防控研判会议上强调咬紧牙关持续攻坚尽快实现社区清零王浩在省疫情防控研判会议上强调咬紧牙关持续攻坚尽快实现社区清零

本报讯（记者 翁杰 陈醉 共享
联盟慈溪站 卢萌卿 冯茜） 近日，
在慈溪市横河镇，85后大学生农民
邱杰波忙着为农民叔伯“打工”。
这名大学生组建的“农机大军”有
20多台植保无人机、无人驾驶插秧
机等，为当地万亩粮田提供机械化
服务。“每亩只要交六七百元的超
值服务费，就能包揽全年的农忙，
比招小工省一半钱呢，产量还提升
二成！”他说。

农民增收致富是当前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难点，慈溪抓住了大学
生新农人这个关键变量。“目前，慈
溪已有410名大学生返乡参与乡村
振兴，辐射带动6000多名农户共同
致富。”慈溪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大学生新农人带来新品种、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变农村
传统的生产方式，并通过“接二连
三”发挥加乘效应，扩大产业链，增
加附加值，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促成慈溪田野“喜事”。
慈溪大学生新农人中，有毕业

不久就回家接班的“农二代”，也有
看好乡村振兴契机从城里返乡创
业的。90 后大学生王侠浃来自葡
萄种植户家庭，他在大学里学习观
光农业发展模式，毕业后，接手了
父母的农场。

大学生新农人成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领头羊。在长河镇大牌头
村，大学生农民杨杰的到来让当地
农民不再仅仅种植白毛豆、包心菜
和西蓝花“老三样”。他与当地 73
户农户签订协议，每年为他们提供
6 亩至 7 亩的新品种种苗，再以高

于市场平均价收购，做成保鲜蔬
菜，全程冷链出口到欧盟和东南
亚，每年出口额达 3000 万元。在
匡堰镇乾炳村，大学生戚军洋开发
杨梅“保鲜盒”，可让杨梅“驻颜”72
小时，让“走不远”的杨梅搭上快递
车，全村 1000 多户杨梅种植户为
他供货，每年销售额达 800 万元，
梅农人均增收1万多元。

大学生新农人创业需要平台，
慈溪就专门开辟 3280 亩的大学生
农业众创园，为他们提供场地、设
施、技术保障、人才培训等。目前，
园区已建成 21 家“小而精”大学生
特色农场。 （下转第二版）

带来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慈溪 大学生新农人带动六千农户共同致富

本报讯 （记者 陈久忍 区委
报道组 黄微） 4 月 12 日上午，在
台州市黄岩区模塑工业设计基地，
台州市靖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顾问张国平等 3 名设计师通过
视频连线，与西门子公司研发设计
人员讨论核磁共振设备塑料外壳
的结构设计方案。

靖凯工业设计是黄岩大型模具
制造企业凯华模具专门成立的设计
公司，为供应链客户以及当地模塑
企业提供产品设计服务。“通过提供
设计增值服务，能为客户降低成本，
实现产品设计和模具设计、模具制
造的无缝对接，提高客户黏性。”张

国平说。近年来，凯华模具以工业
设计助力模具制造，积极布局新能
源汽车塑料配件模具和大型医疗设
备塑料外壳模具领域，2021年产值
达到6亿元，比上年增长20%。

模塑产业是黄岩的支柱产业，
而工业设计是其源头工序。为补齐
工业设计短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抢占创新链、价值链上游，近年来，
黄岩区建设了黄岩模塑工业设计基
地和模塑产业创新综合体，配套出
台多项扶持政策，搭建品牌设计、外
观设计、结构设计、模具设计、3D打
印等完整的模塑产业工业设计产业
链条，以设计创新牵引科技升级、材

料迭代、数字化改造，推动模塑产业
提品升级，实现跨代“跃迁”。

近年来，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黄岩模塑工业设计基
地引入中科院理化所工程塑料研
发中心、西安交大快速制造黄岩中
心、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黄岩研发
中心等10家公共服务平台以及30
多家工业设计企业入驻，2021 年
实现设计服务收入 1.3 亿元，比上
年增长12.5%。

“今年一季度，我们光抗菌砧板
这一个系列产品，就已经接到600多
万元的订单。”台州市黄岩美熙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苍华说，去年

底，该公司通过和中科院理化所工程
塑料研发中心黄岩分中心合作，在产
品结构设计上寻求突破，研发出添加
了天然抗菌植物纤维和无机抗菌粉
的改性塑料生产抗菌砧板，很快接到
乐扣乐扣、大润发等大公司的订单。
而浙江品瑶科技股份公司专门生产
塑料收纳箱，与黄岩引进的飞鱼设
计等设计公司合作每年推出几十种
新款产品，年销量超过1000万只。

据统计，目前黄岩区共有 300
多家工业设计机构，年度全部设计
成果转化产值超过 200 亿元。今
年一季度，黄岩区模塑产业产值达
95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集聚300多家工业设计机构，抢占创新链价值链上游

黄岩 设计创新引领模塑产业“链”式跃迁

看“账面” 下行压力下，经济大局
怎么看？

看“市面” 震荡波动中，活力如何？

看“人面” 民生底线能否兜牢？

看“基本面”形势复杂多变，长期向好
发展趋势会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面面观

（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四、五版）

2月12日，在浙江义乌，主播通过直播方式向采购
商介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开市情况。 新华社发

2005 年 6 月 13 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乘船

过海，登上曾是“全国艰苦

创业先进典型”的舟山市普

陀区蚂蚁岛。

习近平说，蚂蚁岛曾有

光荣的艰苦创业史，现在又

与时俱进，渔区呈现新气

象。老一辈创造的“艰苦创

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

蚂蚁岛精神，不但没有过

时，还要继续发扬光大。

【足迹·蚂蚁岛】

扫一扫 看视频

日前，诺力四期智能工厂入选工
信部公布的2021年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2021年，入选工信部第五
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荣获上海市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浙江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子公司无锡中鼎集
成技术有限公司入选工信部专精特
新小巨人；2020 年，入选“浙江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浙江省隐形
冠军企业”⋯⋯近年来，诺力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诺力股份”）
在创新领域收获颇丰。

屡屡登上重要榜单并在长三角
多地拿下科技大奖，这背后是诺力股
份秉承的发展之道：砥砺创新，厚积
薄发。近年来，诺力股份从浙江出
发，收购无锡中鼎集成技术有限公
司、苏州讯益科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和
荣智工企智能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已经在长三角
布局了完整产业链和创新链，研发投
入屡创新高，2021 年达 7982.07 万
元，比上年增长34.79%。

长兴是诺力股份产品创新的大
本营。办公楼有 2 层，研发部门占据
最大的一片区域，长长的回廊形办公
区两侧，研发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三维建模、数据分析、模拟实验，在研
发部长张志宇的带领下，近 20 项新
产品的研发工作在此进行。今年一
季度，年销量达到 10 万台的拳头产
品 EPT15Q 轻工况电动搬运车从这
里完成升级。“减重 10%，高度减少
10%。”张志宇说。

更轻量、更高端是诺力股份产品
创新的方向。依托获得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无人驾驶工业
车辆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诺力股份开发了一种双向叉取、无需
转弯、高稳定性的智能堆垛车，比同
类型车重量降低 50%以上，成本降
低 60%以上，效率提高 1 倍；基于获
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低速无
人系统定位导航技术及应用”项目开
发的多款无人叉车产品，其定位精
度、系统运营效率等指标均达到国外
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与产品研发创新相随的，是生
产销售全流程数字化变革。占地
近 200 亩的诺力四期智能工厂里，
一辆辆橙色的 AGV 智能搬运机器
人在偌大的车间内灵活穿梭，从物
料 的 选 择 到 叉 车 的 生 产、入 库 存
放 ，这 里 基 本 实 现 了 智 能 化 。 目
前，诺力股份已经具备为客户提供
智能物流系统一站式解决方案的
能力。

在销售端，大数据平台得到更加
细致的优化，为客户提供更精准的

“云上”售后服务。当前，诺力股份
60%的利润来自配件供应和售后服
务。今年，诺力股份将加大数字化方
面的投入，持续推进数字化。

据了解，诺力股份今年 3 月销售
额创下新高。董事长丁毅表示：“疫
情之下，创新尤为重要，我们紧紧握
住创新的船票，当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后，便能第一时间登船。”

荣获多项科技奖的诺力股份，研发投入屡创新高

握紧创新的船票
本报记者 王世琪

蚂蚁岛很不起眼，陆域面积不
足 3 平方公里，在广袤的东海里小
得宛若一只蚂蚁。

可它却曾诞生过全国第一个人
民公社，获得过周恩来总理亲笔签
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国务院奖状，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名
扬全国。

漫步如今的蚂蚁岛，依然处处
令人惊叹。从“全国文明创建先进
村镇”“全国环境优美乡”到“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一张张亮丽的新名
片，让人可以一窥这个传奇小岛的

弄潮本色。
蚂蚁岛人忘不了，正是在习近平

同志的亲切勉励下，17 年砥砺前
行，“小蚂蚁”又“啃”出了新的辉煌。

2021 年，蚂蚁岛精神被确定为
红船精神引领下的浙江“红色根脉”
之一。这，使蚂蚁岛人迈向“打造共
富示范岛”新征程的步伐更加坚定
而自信。

红色基因的传承
对蚂蚁岛人来说，艰苦

创业，是光荣传统的传承，
也是习以为常的生活

这是一座红色的小岛。
红的渡轮、红的码头、红的广

场、红的行道树，还有以红色为底的
各种店面招牌⋯⋯

在蚂蚁岛，红色代表的是红色
的传统、红色的精神，也是红色的资
源、红色的经济。

“我们都喜欢红色，既怀念过去
那火红的岁月，也珍惜现在红火的
日子。”蚂蚁大道边，正对着“三八海
塘”，有一家名为“蚂蚁排档”的餐

馆。这家全岛最火的小餐馆，简朴
而整洁，开店的是68岁的邹吉叶。

从夜排档摊位、渔家客栈，到
“岛红”餐馆，邹吉叶的创业之路没
有停过。“我们两个炒菜的都已 68
岁，但一天烧十来桌菜也不觉得
累。”她爽朗的笑声中洋溢着自信。
不过，她最感自豪的，还是 2005 年
那天上午，习近平同志上岛时曾专
门在她家停留，“习书记非常亲切，
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下去。我一
想起来，就干劲十足。”

如今“蚂蚁排档”的所在地，在
1972 年之前，还是一座小山。那一
年，18 岁的邹吉叶也是在这里，成
为赫赫有名的“六姑娘石匠队”一
员，为修建海塘开山炸石。

当时，“男人出海、女人持家”，
全岛 300 多名年轻妇女，用无比坚
韧的意志创造了一个“传奇”——仅
用 16 个月，人拉肩扛，在滩涂里筑
就了一座长 1300 米、宽 12 米、高 5
米的海塘“超级工程”。海塘的建

成，使蚂蚁岛增加陆域面积约 0.4
平方公里，围海造田近500亩。

岁月如梭，涛声依旧。静默的
“三八海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
艰苦创业的过去，也映照着再次创
业的现在。近海渔业资源日渐枯
竭，由“三八海塘”、人民公社旧址等
组成的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
则成了小岛发展的新引擎，也让老
蚂蚁岛人有了新的担当与作为。

75 岁的丁荷叶，原是“三八海
塘”建设突击队队长，如今成为讲故
事队队长；70 多岁的张良善、柴国
堂，简化制作缆绳技巧，让游客能参
与体验；61 岁的林友国，把工作从
大海上搬到了避风塘内，为游客展
示古法捕鱼⋯⋯

基地有 23 支文化团队，300 多
名队员中，大多是老人。在基地运
营方、舟山普陀蚂蚁岛红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哲盛眼中，这
些老人“特别可敬又特别可爱”。
2021 年，基地接待游客 19.14 万人
次，培训团队2万
多人次，“他们再
忙再累都是乐呵
呵的，从不喊累，
也不计较回报”。

（下转第三版）

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不负总书记的嘱托，，舟山蚂蚁岛人坚持舟山蚂蚁岛人坚持““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敢啃骨头敢啃骨头、、勇争一流勇争一流””——

小蚂蚁小蚂蚁““啃啃””出新天地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海兵朱海兵 王玉宝王玉宝 尤尤 畅畅 黄宁璐黄宁璐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宋哲源宋哲源

乡村发展的落脚点在于高质量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系列访谈之一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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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批近四百个试点村先行先试，为未来乡村建设探路

在“浙”里，看见乡村未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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