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版式：刘敏君 专版 9
ZHEJIANG DAILY

创新引领城市迸发新活力
戚祥浩 洪佳慧 戴武杰

55月月1313日日，，在鹿城区一场大孵化器建设推进会上在鹿城区一场大孵化器建设推进会上，，四名院士先后分享了四名院士先后分享了33DD打印打印、、柔性电子柔性电子、、光科技光科技、、工业智能等领域前沿资讯和最新成果工业智能等领域前沿资讯和最新成果。。

院士院士，，从鹿城的稀客从鹿城的稀客，，正转变为鹿城的常客正转变为鹿城的常客。。早在早在 20192019 年年 1010 月月，，鹿城七都岛鹿城七都岛““瓯越院士之家瓯越院士之家””正式开门迎客正式开门迎客，，作为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作为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

重要成果之一重要成果之一，，着力集聚全球高端智力着力集聚全球高端智力、、破解城市发展痛点破解城市发展痛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加速““科产城人科产城人””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这是鹿城一如既往创新拓路逐梦前行的生动一幕这是鹿城一如既往创新拓路逐梦前行的生动一幕。。

在温州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上在温州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上，，身为主城区的鹿城身为主城区的鹿城，，以一马当先的冲劲以一马当先的冲劲、、一往无前的闯劲一往无前的闯劲、、一干到底的韧劲一干到底的韧劲，，体现担当和作为体现担当和作为。。

（本版图片由鹿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全力增强“首城”意识

设立政策性、引导性基金,将为鹿城种子
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提供优质全面
的风险投资服务；成立“温州中关村科技金融
服务中心”，着力构建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
新型发展模式；12 家行业细分头部企业集中签
约入驻温州中关村信息谷。

刚落下帷幕的大孵化器建设推进会，硕果
累累。

如何不断巩固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鹿
城坚持以“第一的标准、第一的要求”推动各项
工作落实，持续推动城市能级、产业能级、民生
事业发展水平全面跃升，力争全面走前列、当
标杆。

全力推动城市能级、产业能级提升，鹿城
深入实施“人才强区、创新强区”首位发展战
略，加快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全面推进传统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系
统建设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礼遇企业家的发
展环境。今年以来，鹿城谋划推进大孵化集群
建设，以数字科创为重点，全域布局七都未来
科技岛、城市数字科创园、中国鞋都时尚设计
区等三大孵化器，串联打造五大特色孵化街区
和十大孵化标志性楼宇，计划未来 3 年新增孵
化场地 90 万平方米以上，为集聚人才、集聚技
术、集聚项目、集聚企业创造广阔发展空间。

全力推动民生事业发展水平全面跃升，为
350 个公办中小学教室装空调、完成老旧小区
改造 20 个⋯⋯2022 年，鹿城区政府十大民生
实事项目分量十足。鹿城已基本建成城市社
区 15 分钟文化圈、城镇居民 10 分钟健身圈和
城乡 10 分钟养老圈。该区进一步依托瓯江红

“共享社·幸福里”建设，搭建“在职党员在线调
度”平台，实施“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将
党员评议、干部考察与社区服务挂钩，抓实党

员在社区报到、驰援、评价效果。首批 1.7 万名
党员纳入全时调度，实现疫情防控社区支援与
关键群体服务常态化。

瓯潮澎湃起，风正好扬帆。“首城”意识正
倒逼鹿城进一步擦亮“学在鹿城、游在鹿城、购
在鹿城、住在鹿城、创在鹿城”五大城市品牌。

全力留住“老城”记忆

温州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2200 多年行
政建制史，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得名于“相传筑城时有白鹿衔花而过”的
鹿城，自古商贾云集，素有“东瓯名镇”之称。

始于东晋的五马街，迄今已有千余年历
史；身为“中国四大孤屿”之一的江心屿，历代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留有诗词楹联千余首；藤
桥戍浦江边的曹湾山，有着新石器时代的瓯地
先民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部厚重史书，该如何读取？
聚焦“老城”、树牢传承意识，鹿城着力延

续好千年古城的山脉、水脉、人脉和文脉，进一
步深入谋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江心屿等重点
区块改造提升，让鹿城成为瓯江山水诗路带上
最闪耀的文化明珠。

走进改造提升后的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游
客可感受风情万种：路面铺着老条石，亭台楼
阁装点着百年瓦当，老香山、五味和、金三益等
老字号招牌上写满了故事，在街头演绎的古法
造纸、活字印刷趣味十足。

这段记忆还原背后，改造团队累计整理文
史、绘本、照片、文集等文史资料 1000 余本，从
而为整体工程和文化节点打造提供了复刻依
据。最终，从古城老街、坊巷制度、温州开埠、
历史名人等角度切入，策划编写了街区文化脚
本。有了脚本后，改造团队遍访拆迁现场，搜
集老旧建筑材料重新用于历史街区改造，有效
实现历史建筑的异地重建。一些老石条的历
史甚至达到了 150 年以上，历史文化在这些老
材料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传承好、保护好、发展好“老城”记忆：如今在
这片曾经孕育中国山水诗、永嘉学派、浙南红色

革命的土地上，源远流长的瓯越文明与新时代温
州人精神交相辉映，已有越来越多新的打开方
式：戏曲故里、歌舞之都、书画名城、百工之乡、中
国刺绣之乡、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

全力树立“主城”风范

城市的综合实力在于雄厚的文化软实
力。而这种软实力，需要更多标志性成果、突
破性改革、示范性经验来支撑。

走进鹿城区山福镇瓯智侨青少年海外传
播中心，主题为“走进非遗文化，传承家乡文
明”的网上联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在持续10
天的活动中，来自十多个国家的 102 名华裔青
少年齐聚云上学习中文，以及瓯绣、剪纸等温
州特色非遗文化。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近70万温州人在
全球 131 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越来越多的“00
后”“10后”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国外。

如何凝聚侨心侨力?
鹿城着眼海内外家乡人，大力实施“鹿力

同心·共富行”三年行动计划。该区因地制宜
用好侨乡资源，自 2016 年开始，首创海外传播
官制度，并获2017年度国家形象传播最具影响
力城市。

在 6 年多的不断探索中，鹿城持续擦亮海
外传播“金名片”。去年以来，聚焦海内外青少
年这一年轻群体，紧抓智慧文化礼堂建设契
机，以温州市海外传播中心、瓯智侨青少年海
外传播中心两大机构为总部，着力打造智慧文
化礼堂海外传播“全球村”项目。通过推进海
外文化传播进礼堂，建设以“侨乡文化+国学教
育+5G 智慧+研学”为主体特色的青少年海外
传播文化礼堂精神家园，成为集文化联谊、交
流、学习为一体的海内外青少年思想教育综合
文化交流平台。

以乡情乡愁精神文化路线为牵引，今年以
来，鹿城进一步以“1+14+N”理念在全区 14 个
街镇循序打造乡贤馆、乡贤会客厅等，确保每个
街镇至少建成一个具有辖区特色的新乡贤文化
阵地，打造整合共享、讯息互通，为新乡贤提供干
事创业、畅叙乡情的新乡贤温馨家园。目前，已

建设村级以上乡贤馆和乡贤会客厅15个。
类似的探索，鹿城还有很多。比如，鹿城

通过构建慈善积分体系，采取与银行信贷挂钩
等举措，持续点燃民众参与热情，每三位常住
人口就有一位志愿者，全区注册志愿者突破 38
万人。依托志愿者力量，鹿城已建立14个街镇
慈善服务中心、94 个社区慈善服务站和 568 个
社会组织，构筑15分钟慈善圈，为推进“发挥慈
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
配格局中的补充作用”创造了条件。

“主城”的地位，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创造出
来的，牢牢树立“主城”范，鹿城，正不遗余力。

全力彰显“大城”格局

城市竞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把自身放
到全国全省大局中去谋划，学习先进城市的经
济转型、产城融合、平台建设、政策措施创新等
经验做法，是转型所需，也是大势所趋。

鹿城树牢“跳出鹿城发展鹿城”理念，全面
融入温州拥江面海发展、“两大万亿级产业集
群”等战略，在更大格局上实现更大突破。

何为大格局？
这是发展思维的大转换。虚心请教、认真

梳理、逐条对标、逐项研判，不久前，“温州擂
台·六比竞赛”2022年第一次县（市、区）比看现
场会上，鹿城主动对标同为主城区、老城区的
无锡市梁溪区，寻找自身的短板与差距。

这是全局意识的深扎根。自 2002 年鹿城
和泰顺正式结对协作以来，鹿城充分发挥中心
城区项目、资金、人才、技术等比较优势，共同
念好新时代“山海经”。两地聚焦飞地合作、平
台打造、民生共享、机制创新，迭代升级“山海
协作+”合作模式，创新打造了“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山海协作示范样板。近 4 年来，两
地共达成“山海协作”项目 48 个，完成投资
32.82亿元，落实帮扶资金2285万元。

这是全面融入的新气象。面对温州市委、
市政府“拥江发展”战略，鹿城联动永嘉共建
瓯江新城，促进城市品质、产业品质、生活品
质全面提升。今年底府东路过江通道、七都
二桥开工建设，串联打造“瓯江之眼”等沿江
地标群⋯⋯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号角声，一项
项掷地有声的举措，勾勒出波澜壮阔的瓯江
两岸协同发展新景观。

以更大格局、更大担当、更大气魄谋划新
发展，这是现在的鹿城，也是人们乐于看见的
城市。

在鹿城，让我们共同见证“千年商港·幸福
温州”。

温州城市阳台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鹿城大孵化器举行入驻企业签约仪式

鹿城组建宋韵瓯风志愿讲解队伍，为“永嘉学
派”在当下的传承和发展培养“生力军”。

华裔青少年在鹿城山福体验非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