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2 日，经过两年多的施工改造，56 岁的杭州体育馆换装
回归试运营。5月 22日至 24 日，市民可免费体验乒乓球、壁球项
目或预约参观，近距离感受改造后的风貌。5 月 25 日起，该馆将
正式对外开放乒乓球、羽毛球、壁球等项目。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沈听雨 拍友 张鼎 汪皓珏 文/摄

杭州体育馆

换装回归

从延安出发
文艺为人民，是一条从延安出发贯穿新

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始终如一的人民情怀
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

代的命题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时光定格下东方大国的奋进雄姿，更激

荡中华文化的自信昂扬

中央文明办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届全国
文明城市名单。我省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成功入选，其他8个设区市经复查确认，全部保留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浙江成为首个全国文明城市设区市“满堂红”的省份。

【闪亮时刻】 2020年11月10日

创造新业绩 喜迎党代会

【亲历者说】
立夏一过，衢州市柯城区府山

街道县学街社区小餐饮一条街热
闹起来了。虽然人流不息，但这条
美食街依然保持着文明整洁的环
境：地面不见垃圾，没有占道经营，
市民自觉排队、有序就餐。

在县学街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郑小莲看来，这是全国文明城市衢
州应有的样子。

今年3月底，2021年全国文明
城市年度测评结果出炉，浙江成绩
喜人。在 114 个全国文明城市地
级市中，衢州排名第一。从 2018
年获提名，到 2020 年创成全国文
明城市，再到如今年度测评结果地
级市全国第一，衢州的蝶变，郑小
莲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时间回到2018年2月，经多年
努力，衢州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虽然获得入场券，其实只是
开始。”郑小莲说，这是反映城市整
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创建难度
不言而喻。

那一年，有 8 个设区市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的浙江提出：力争实
现全国文明城市设区市全覆盖。
拿到“入场券”的喜悦未散，金华、
衢州、舟山马上转入“备战”状态。

作为衢州主城区，柯城是创建
工作的主战场；地处老城区中心，
县学街社区更是肩负重任。这里
老旧小区、开放式小区遍布，商业

密集、业态多样，创建工作量大面
广，郑小莲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创建文明城市不是“一阵风”式
的突击运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更是精神文明创建的龙头工
程。从一名普通社工成长为社区

“当家人”，郑小莲经历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省级示范文明城市、省级文
明县（市、区）到真正站上全国赛道，

一路走来，对文明创建的认识逐步
加深，也愈发感悟到“人”的关键
作用。

县学街社区工作人员只有 10
人，文明创建却覆盖方方面面。郑
小莲说，成功的背后正是因为有近
5000名社区居民的支持。

辖区两盏“敬老文明灯”的点
亮，燃起群众参与热情。4年前，因
线路问题，小狮子巷夜间经常漆黑
一片，造成居民出行不便。社区党
委创新推出“文明角”，梳理创建难
点，鼓励党支部、党员群众一起认领
解决。一经推出，响应热烈，“绿色
文明角”“休息文明椅”等应运而生。

“别小看一盏灯、一个花盆，重
要的是，让更多人在共建中实现共
享。”郑小莲说，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于细微之处见文明。

2018年，衢州提出打造“一座最
有礼的城市”，推广

“车让人”“自觉排
队”“烟头不落地”
等8方面的有礼行
动。（下转第三版）

浙江努力打造文明和谐高地——

让每个人都为文明代言
本报记者 王璐怡 于 山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讯 （记者 金晨 共享联盟
临海站 陈耿 卢靖愉 金晓欣） 5月
17日早上7时许，临海市永丰镇凤凰
桥村“新工坊”已传来阵阵机杼声。
短短几分钟，村民胡雪飞便熟练地完
成了一顶太阳伞布的制作。她说：

“‘新工坊’开到家门口，经过培训，我
现在一天能赚一百多元呢！”

户外休闲用品、彩灯、眼镜产业
是临海市特色产业，常遭遇时段性

“用工高峰”。今年以来，临海市农
业农村、发改、人社等部门联合开启
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积极推动
特色产业中工序简明、劳动密集的
环节进农村，以市场化方式建立厂
房式、车间式、居家式等多形式“新
工坊”，既破解企业阶段性用工难，
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共赢。

“前期，我们对全市各村劳动力
分布、就业情况及产业发展状况进行

调研，绘制了一张点位分布图，以西
部山区为重点片区，布局建设32个

‘新工坊’。”临海市委农办主任、市农
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董立说，
他们成立了一个企业联盟，首批入驻
35 家龙头企业，收集他们的需求订
单，与镇、村“新工坊”进行签约合作。

“上市公司的订单直接派送到
村里，我们不再从中介商贩中接活，
收入提高了 40%。”在河头镇殿前

村“新工坊”，村民朱春凤对记者
说。自 3 月底该村“新工坊”成立，
承接了永强集团 13 万套休闲椅加
工订单，产值约250万元。当天，永
强集团的熟练工就讲授藤椅编织技
术，帮助村民规范操作，提升生产效
率和品质。

一辆辆货车满载着藤编成品运
出大山，一笔笔可观的收入正流入
寻常百姓家。 （下转第三版）

临海35家龙头企业联手助农奔富

“新工坊”，没有围墙的工厂

共 富 大 赛 道共 富 大 赛 道
本报讯（记者 周楷华 共享联盟

新昌站 胡夏锋 通讯员 俞临新
俞帅锋） 连日来，位于新昌高新园
区的斯凯孚（SKF）高精密轴承产业
园及研发中心项目地块，施工人员
正加紧开展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

为项目推进打好“前站”。
瑞典斯凯孚集团是世界轴承行

业的巨头，这个“高精尖”项目的落
户，已是斯凯孚 5 年内和新昌开展
的第三次“联姻”。在斯凯孚这个龙
头“链主”的带领下，新昌轴承产业

实现了提档升级的蜕变。
国际巨头为何如此青睐新昌这

个山区小县，将发展重心布局于
此？“新昌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和
大量的熟练工人等优势，但最打动
我们的，还是这里高效务实的工作
作风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斯凯孚

（新昌）轴承与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2018年，斯凯孚中国新昌球轴

承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成功落
户新昌县沃洲镇。回忆起当初的招
商经历，新昌县招商投资促进中心主
任李芳记忆犹新，“经历了30多轮谈
判和数不清的邮件往来，双方谈了整
整一年的‘恋爱’，终于修成正果。”

架设电力专线、提供免费过渡
厂房、开通员工通勤公交线⋯⋯在
项目推进中，新昌县提供了“一站
式”的贴心服务， （下转第二版）

新昌服务“链主”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国际巨头三度落户山区小县

2020 年，浙江实现全国文明城

市设区市全覆盖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总量由2017年

的6个增加至2021年的16个

“礼让斑马线”“聚餐用公筷”

“用餐不浪费”等逐渐成为具

有全国影响力、浙江辨识度的

文明品牌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获 评 人 数 由

2017 年的 12 人增加至 2021

年的 18 人。2021 年，我省有

4 人获评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入选人数居全国各省（区、

市）首位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峰论坛圆桌论坛嘉宾发言摘登

努力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富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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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全琳珉） 在杭州图书馆的一
排书架旁，一名工作人员正不停地从各层书架抽
出书籍，他说：“这些都是市民通过‘一键借阅’平
台预约的书，一会把它们打包寄出，第二天，市民
就可以收到书啦！”

在杭州，几乎每月都有四五千市民成为“一键
借阅”平台的忠实粉丝。该平台也在全市13个县

（市、区）实现了全覆盖，即使身处偏远地区，点点
手机，书籍就能送到家门口。

这是“为民办事智能速办”的应用场景之一，
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百姓幸福感，已在浙江变得
越来越常见。通过运用技术手段补齐服务短板、
提高服务均等化水平、创新服务提供方式，“为民
办事智能速办”让更多浙江人均等享受更为智能
便捷的公共服务。

提升办事获得感，首要是找准需求，解决群众
所急所忧所盼。通过召开群众恳谈会、发放需求
问卷、需求揭榜征集等多种形式，浙江围绕居民全
生命周期、全生活领域，梳理出首批共50件民生关
键小事，包括出生4件、入学6件、就业14件、生活
16件、救助7件、养老3件，并依托“浙里办”APP，
开发上线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

想让办事快起来，关键要化繁为简，压缩办理
环节，减少办理手续。通过打造浙里民生“关键小
事”智能速办应用，浙江全面推进跨部门业务协同
和流程再造，通过主动感知、数据共享、联办联审、
智能识别等创新路径，着力构建高品质服务生态。

办理过证件照的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由于
数据不共享、规格不统一，办理不同证件需要重复
拍照、反复提交。为此，绍兴市新昌县公安局联合
政府各部门，将人像照片采集标准明确为身份证
照片参数，再围绕各部门15741项权力事项清单，
梳理出群众照片需求清单事项140项，推动15个
部门联合印发全县“一照通用”改革方案。

该功能在本地上线后，仅用一周就实现全省
推广，现在浙江人只要拍一次照片，即可支撑电子
健康证、社保卡、驾驶证等多场景使用。目前已服
务群众37万人次、下载调用证照19万张。

越来越多的民生事项打破信息孤岛，群众办
事效率大大提升。据悉，自上线以来，浙里民生

“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日均访问量已达82.1万人次、办件量3.9万件，
平均减少材料67.2%、节约时间66.3%。

为民服务，永无止境。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还要不断优化办事体
验，让应用好用管用。自浙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上线以来，
浙江便组建了一支遍及全省各行各业的 5 万名小事体验员队伍，及时反
馈使用体验，截至目前已收到体验反馈 1.7 万余条。通过
这些反馈信息，应用得以迭代优化。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浙江一方面将持续
推进民生小事贯通和推广，开发更多群众高频使用的小事
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常态化监测和小事体验员反馈机制

“双保险”，确保及时发现问题、推动应用整改。

数字化应用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
—

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数字化应用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
—

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

扫一扫 看更多扫一扫 看更多

本报讯 （记者 尤畅 何伊伲
通 讯员 孙丹飞 共享联盟嵊泗站
杨淑媛） 眼下，正是舟山嵊泗贻贝个
头“疯长”的季节。蔚蓝壮阔的海面
上，养殖浮球星星点点、整齐排列，养
殖户们驾着小船穿梭其中，查看“富
民贝”的肥满度。

嵊泗素有“贻贝之乡”之称，养
殖面积超 2 万亩，足有 1500 个标准
足球场大小。“以前我们用泡沫浮球
养贻贝，长期日晒雨淋，浮球容易解
体四散，既不美观又影响环境。”枸
杞乡渔业发展养殖办主任罗存国
说，自从推出环保耐用的新型浮球，
这一顽疾迎刃而解。通过加大新型
浮球研发推广，出台浮球替换财政
补贴政策⋯⋯截至目前，枸杞乡已
累计替换养殖浮球达55万个。“海水
更清，贻贝品质更好，阿拉收入也有
了保障。”养殖户郑中明欣喜地说。

当前，贻贝养殖面积已占全县养
殖业总面积的 98%，嵊泗做好海洋
经济大文章，完善集苗种供应、海上
养殖、陆上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贻贝全
产业链，助力养殖户增收。

在嵊泗县金义水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育苗厂研究室内，技术员用显微

镜仔细观察如同沙粒般大小的贻贝
苗。“苗种直接关系到成贝质量和养
殖户收益。”该厂负责人介绍，随着海
洋环境变化以及养殖密度增加，贻贝
育苗亟须进一步优化提升。“在政府
指导下，我们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先后攻克厚壳贻贝产业化人工育苗、
早繁技术和优选育种等课题，解决了
种苗价高、质量不稳等难题。”

追求高品质的同时，如何实现贻
贝的高值化利用？该县通过“产学研”
模式，全面开发贻贝药用、医用、食用
价 值 ，激 发 贻 贝 产 业 发 展“ 新 动
能”——以废弃贻贝壳为原料，研发出
微纳米果蔬净、纳米防冻剂、土壤改良
剂等生物材料，年产值超500万元；从
贻贝足丝中提取粘蛋白，制作成医用
黏合剂、外伤喷涂剂等高附加值医用
生物材料，目前已投入市场⋯⋯

经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核
算，嵊泗县以贻贝为代表的碳汇养殖
固碳总量达 11934.32 吨，平均每公
顷每年固碳量为 8.18 吨，有良好的
碳减排成效。目前，嵊泗抓紧开展贻
贝养殖碳汇收储交易试点工作，探索
交易新路径新模式，吸引银行、保险
等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海洋碳汇交易。

嵊泗破解贻贝产业多项发展难题

海水更清澈 贻贝更肥美

（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三版）

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