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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来 声八方

5 月 31 日，浙江关于“专精特
新”的消息不少。

当日，杭州举行全市经济稳进
提质攻坚行动推进会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会上解读了《杭州市加
快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行动计
划》。同日，在新昌召开的中国县域
创新大会上，《新昌县科技创新引领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22-2026年）》发布。
疫情持续之下，中小企业普遍

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这些推动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举措，
既有利于做好眼下保就业、稳经济
的中心工作，也是着眼长远，助力中
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破
解高新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途
径。由此，不难理解，浙江 4 月份发
布《关于大力培育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的良苦
用心。相信随着省市
县 多 层 面 政 策 的 落
地，浙江应能进一步

提升在全国“专精特新”企业中的比
例，也进一步提升浙江制造的地位。

所谓“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
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这些中小企
业虽然绝对营收规模未必大，但专
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
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
益优。某种意义上，它们的数量多
寡从侧面反映出地区的经济实力。
同时，考虑到“小巨人”主要集中在
国家重点推进的“制造强国”“补短
板、补链条”领域，谁拥有更多的“小
巨人”企业，谁就能在未来的产业链
竞争中拥有先发优势，立于不败
之地。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
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隐形冠军”企
业，其中德国独占了将近一半。这

些企业在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极
高，而且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为德
国经济持久的竞争力奠定了雄厚基
石。这一点，应该得到正在推动经
济走转型升级之路的浙江各级各部
门和企业重视。

近年来，制造业领域的一些苗
头应引起重视。一方面，随着出生
率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中
国制造成本攀升，再继续走过去那
条靠价格优势的老路已行不通。另
一方面，如今的多元社会文化，也使
得一些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这种
情况下，加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孕育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有助
于让企业和制造业工人都能获得坚
守实业的“甜头”和信心。

各级政府推动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的行动，也启示地方和企
业，不能放弃实业。其实对于大多
数城市来说，所谓转型升级，并不意
味着都要退二进三，放弃制造业这
条熟悉的赛道，而是应该在制造业

里头，寻找并选准符合自身产业特
色的细分赛道，培育该赛道的“小巨
人”。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
言，也不能轻言放弃，不要轻易在赚
取第一桶金之后便“让出”自己擅长
的“领地”。社会各方面也应多措并
举，提升技能工人人力资源水平，强
化产业工人获得感，提升公众对于
制造业的信心和重视程度。

浙江的产业结构其实非常适合
产生“专精特新”企业。目前，浙江拥
有全国民营500强企业96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149 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470 家，三项排名均居全
国第一。特别是宁波，在工信部“制
造业单项冠军”遴选中，以总计63家
入选的成绩，连续 4 年蝉联全国第
一。这背后，既有浙江民营经济发
达、中小企业基数庞大的“环境因
素”，也与本地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制
造业的传统有关。相信随着更多政
策落地，浙江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将更加别开生面。

“专精特新”，为浙江制造强“筋骨”
涂 格

几天前，罗大佑和孙燕姿各开
了一场线上演唱会，吸引了大量的
流量。很多人认为这些只是几代人
共同怀旧所支撑起来的“怀旧流
量”，却看不到年事已高的罗大佑、
出道22年的“老歌手”孙燕姿依然保
持着音乐的“青春”力量，以及当下
流行文化创作中日益凸显的品质
问题。

在他们的歌声里，怀旧的力量
确实非常强大。一曲《童年》，笔者
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小学时第
一次听到。疫情背景下，无数宅家
日久的粉丝与熟悉的旋律共鸣，脑
海里浮现着那些关于“说走就走”的

美好画面。
但怀旧不是两场演唱会全部的

意义。如果联系近期王心凌翻红的
现象，恐怕更能发现背后隐藏的事
实：这些“老将”的刷屏，是对当下乏
善可陈的中文流行音乐的一次提醒
和“劝谏”。

而无论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还是“披荆斩棘的哥哥”，都有这个
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档节
目，不乏集体性质的对于旧日音乐
人的致敬。几个月前，我和家人去
看了一场现场演唱会，很多歌者出
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们一边
看，一边感慨：歌还是老的好——这
种议论，好像一直存在，但客观而
言，在今天，这个感慨越发强烈。

对于中文流行音乐给予这么笼
统的批评，似乎不够公平，也有情绪

化的因素。但其实，我们并不难找
出具体的例证。

一篇关注歌手翻红现象的文章
发问：近十年里华语乐坛已经没有
出过现象级的歌手了，原因在哪？
只要不是故意“站队”“抬杠”，都不
会否认这个尴尬的事实。

观察流行音乐的发展态势，离不
开歌手和作品。流行音乐也许依然繁
荣，表面上看，今天的“唱者”数量比十
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不知多
了多少倍，各种排行榜还是喧哗一片。

但，请想一下，这十年，又出了多
少现象级的“好歌”呢？就我个人的
体验而言，我手机和电脑的音乐收藏
夹里，越来越“荒漠化”。这不是我的
偏见，《南风窗》去年一篇专题报道的
题目就是“好听的流行音乐，为啥越
来越少了”。至于原因，文章指出：华

语乐坛衰败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过程。例如，为了配合短视频，
如今的音乐创作者更看重洗脑式旋
律，而不在意音乐的完整性⋯⋯我非
常同意这样的分析。

如果当下的中文流行音乐再不
重振旗鼓的话，未来的时间里，“怀
旧流量”还会继续呈现激情四射的
一面。但是，难道从事流行音乐、喜
欢流行音乐的人，不是更应该从罗
大佑们宝刀未老的现象中，读出一
分惭愧、自省和自励吗？难道正常
的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怀旧流
量和新鲜流量各领风骚？

当今，流行文化从产业、内容、传
播到受众关系等方面都须深度重建。
这是一个颇为艰难的过程，而罗大佑
们以事实告诉我们：去做，就会有
希望。

怀旧风里，更盼金曲常新
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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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一线来风

粽子、月饼的过度包装屡惹争议。过度包装，要么让粽子、月饼“千呼万唤始出
来”，要么造成巨大浪费。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强制规定粽子、月饼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能超
过3层，包装材料不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但愿，新规能除陋习。 王成喜 作

“终于找到你”

本 报 讯 （记 者 钱 祎 李 攀
徐子渊 通讯员 谢涵伊 李赞） 5月
31日，在嘉兴南湖畔，少先队队歌嘹
亮，“红领巾喜迎二十大 争当红船
旁好队员”“六一”主题队日活动举
行。现场新发布了红领巾研学路
线，生动展演了《红船少年心向党》

《“一大路”上少年说》等一堂堂守护
“红色根脉”微队课，引导孩子们树
立入队、入团、入党的理想。

今年 6 月 1 日是第 73 个国际儿
童节，我省各地以“喜迎二十大，争
做好队员”为主题，号召少年儿童胸
怀家国、立志寻梦，用学习奋斗迎接
属于自己的节日，争做“红色根脉”
传承人。他们或参加少先队活动、
或重走垦荒路、或开展红色研学、或
上思政微队课⋯⋯通过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庆“六一”活动，感受祖国的

伟大、畅想美好的未来，愈发明晰了
前进的方向。

地处台州湾东南的大陈岛是一
颗有着红色记忆的“东海明珠”，垦
荒精神熔铸于浙江“红色根脉”。“六
一”儿童节前夕，台州市椒江区教育
部门组织孩子们重走垦荒路、到大
陈岛追寻先辈足迹等活动，为孩子
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思政教育大
礼包”。

从环岛公路、青少年宫、黄鱼馆、
能源电厂到甲午岩，沿着一代代垦荒
人的奋斗足迹，看着他们用勤劳的双
手将一座荒岛改造成如今的现代化
海岛，孩子们深受感动。“重走垦荒
路，致敬垦荒前辈，让我们更加明白
要努力学习、磨练品质，用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用实际行动弘扬垦荒精
神，努力成长成才。”椒江区实验小学

垦荒少年班少先队员蒋译漫说。
志向，是人生的航标，青少年的

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成长之路。
5 月 28 日，金华第四届少年儿

童成长博览会开幕。“少”飘萍新苗
奖、“红领巾楼道长”等多个品牌项
目亮相，并发布首届红色故事绘本
展、“童言童语颂党恩”幼儿讲故事
比赛等涵盖4大主题的35项活动清
单。3 位“红领巾小记者”生动讲述
了陈望道、雷烨、邵飘萍等革命记者
的光辉事迹，全市少年儿童齐向前
辈学习，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铮铮誓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
民族的希望。为未来事业接班人指
好路，才能更好地呵护稚嫩的树苗。

5 月 31 日下午，绍兴市柯桥区
中国轻纺城小学组织三年级少先队

员开展了一次红色研学活动——参
观学校“红色网上游”主题德育馆。
队员们游红馆、学红史，重温红军长
征路，学习身边的英雄故事，在心中
深种下红色火种。

“红色网上游”是中国轻纺城小
学坚持了 17 年的德育品牌，为的就
是让少年儿童“牢记昨天，珍惜今
天，把握明天”，做好接班人。今年，
学校还组织开展了红色课本剧、红
馆讲解员评选、红色经典诵读和红
歌赛等一系列丰富活动，增强了孩
子们对党史学习教育和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了解。

初升的太阳总是光芒万丈，带露
的小花分外绚丽芬芳。在浙江，一朵
朵“小红花”正茁壮成长，他们胸前的
红领巾飘扬，心怀榜样、从小做起，为
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不懈奋斗！

我省各地少年儿童以红色研学、主题队日活动迎接“六一”

浙江少年，争做“红色根脉”传承人
本报杭州5月31日讯（记者 沈吟 通讯员 叶锡挺）

31日下午，正在杭州试训的新疆残疾儿童王占涛得到了
一份特殊的“六一”礼物——余杭区残联联合高科技企业
助残联盟捐赠的智能仿生手。戴上这款智能仿生手，右
手残疾的王占涛顺利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六一快
乐”。“很喜欢这份礼物，谢谢叔叔阿姨们。”他说。

4 月 11 日，王占涛和其他 6 名新疆阿克苏地区残疾
儿童一同来到浙江，开展盲人门球、游泳、羽毛球等体育
项目的试训。这也是浙江援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启明
行动”的深化拓展。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特殊教育事业事关家庭幸福、
社会和谐，成为第十批浙江援疆工作新的着力点。浙江
安排 2000 万计划外援疆资金，部署“启明行动”，计划用
三年时间，免费对阿克苏地区和兵团一师 0 至 18 岁符合
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残疾儿童开展康复救助。余杭高
科技企业助残联盟的爱心企业也积极参与“启明行动”，
先后捐赠人工耳蜗、助听器、外骨骼机器人等设备和物
资，总价值超500万元。

“启明行动”自去年8月实施以来，省卫健委、省残联
等已选派60余位专家赴阿克苏地区，成功实施三期救助
项目，对209名视力、听力、言语残疾儿童开展医疗康复救
助。“启明行动”第三期还新增残疾儿童文化体育援疆工作
组，在开展医疗康复救助的同时，选拔体育艺术方面的残
疾人青少年苗子，帮助受援地残疾儿童全方位发展。

本报杭州5月31日讯（记者 纪驭亚 通讯员 叶锡挺）
31 日，新疆阿克苏地区 30 名听障学生赴浙江“手拉手”
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在杭州文汇学校举行。阿克苏和杭
州两地曾经远隔万水千山的听障孩子们，在“六一”国际
儿童节到来之际，像石榴籽一样团聚在一起。现场很安
静，但翻飞的手语和孩子们脸上不断扬起的笑容，让在场
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孩子们的快乐中。

2020 年，我省在全国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中，首开特
教援疆。2021 年 8 月，“浙江—阿克苏特殊教育发展联
盟”成立。今年，为了让阿克苏的特殊儿童们度过一个难
忘的“六一”，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援疆指挥部、阿克苏
地委教育工委共同主办了首次特殊儿童赴浙江夏令营活
动。在为期12天的夏令营里，孩子们将在杭州、宁波、嘉兴等地感受浙江的
风土人情、人文底蕴，与当地特殊学校的小伙伴们交往交流，还将体验飞机
驾驶舱、皮划艇等。

本报讯 （记者 李攀） 5 月 31 日，听说家门口的“浙里学堂”开课了，四
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巴塘人民小学学生曲央卓玛迫不及待地拉着小伙伴来体
验这不一样的课堂。

“浙里学堂”是淳安县对口支援巴塘工作分队送给当地孩子们的“六一”
儿童节礼物。据了解，去年 6 月，淳安县与巴塘县签订对口帮扶结对协议。
一年来，两地聚焦农业、文旅、人社、教育、卫健等领域，形成立体帮扶协作格
局。“我们在帮扶工作中对当地千余名家长开展问卷调查，发现他们普遍希
望能够给低学龄阶段学生提供更多校外学习活动场所，丰富孩子们的课余
生活。”淳安县对口支援巴塘工作分队队长陈刚告诉记者，打造以社区为服
务半径，为孩子们提供邻里第二课堂的“浙里学堂”被列入了教育帮扶的一
项重点项目。

孩子们需要什么，“浙里学堂”就提供什么。走进学堂，阅览室里儿童图书
画册种类繁多、“阿U奇妙实验室”充满科技感，裸眼三D打造的沉浸式实境课
堂更是让孩子们直呼“神奇”。为高标准建设“浙里学堂”，淳安县对口支援巴
塘工作分队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探索以社区和易地搬迁点为单元，多点布局，
打造“浙里学堂”实体空间，通过购买服务，统筹联动专业社工、大学生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开展常态化公益性课外教学服务。

我省为对口帮扶地区少年儿童庆

﹃
六一

﹄

他们

，都收到了特别的礼物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的《乡村
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乡村建
设行动的路线图。乡村建设是一篇
大文章，尤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让乡亲们过好光景”仍需每
一位党员干部绵绵用力。

观之今日，昔日“桃花源记”里
的盛况，已然进入乡村寻常百姓
家。然而，在赞叹美丽乡村日新月
异的同时，对标“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要求，当前乡村工作痛
点尚存、堵点不少、薄弱点不容忽
视。不少党员干部面对乡村“素
锦”，却不知如何往上“添花”。关系
不顺、效率不高、布局不优等众多掣
肘环绕，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绊
脚石”，亟待谋求破题“出圈”之举。

有的乡村由于客观因素“先天不
足”，缺少立竿见影的发展模式，在完
成了整体村容村貌“改头换面”后，不
知何去何从。别的地方“爆红”，就跟
着“眼红”。为了短期内集体经济增

长，有的乡村依葫芦画瓢复制“山寨
品”吸引流量，然而与“正品”相比，往
往会因为体量微小、理念失位、配套
不全等原因，缺乏竞争力而日渐式
微。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既浪费了资
金与时间，也违背了“一村一品”的大
方向，最终陷入“千村一面”的怪圈。

其实，在探索发展出路时，急于
“唱主角”并不是唯一的路径。体量
不足时，可以先聚焦本村的“一亩三
分地”，狠下一番“绣花功夫”，久久为
功、从容建设，同样可以打造个性化
的“富春山居图”。或是尝试与先进
乡村合作，唱好“配角”，也未尝不可。
学好怎么绣，再想绣什么，取得了“真
经”，再自立门户“唱大戏”也不迟。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当
下每个乡村值得“绣花”的地方并不
少，关键是怎么“绣”？比如，无论是
通过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生产率，还
是通过人文历史资源的融合展现特
色，抑或通过生态系统治理推动乡村
建设，只要各地都能从自身实际出
发，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合理安排建
设时序，未来乡村仍有无限潜力。

乡村建设须多下“绣花功夫”
徐展鸿

5月31日，杭州澎致小学师生穿着宋制服饰，相互作揖问好后，走进校园。当天，澎致小学举办宋韵文化节，学生们通过
展演宋韵文化节目、吃宋代美食等方式，体验宋韵文化，欢度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摄品宋韵 过“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