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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8月4日讯（记者 余勤） 4 日下午，省
疫情防控研判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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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光、成岳冲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
通过视频连线听取了金华市、绍兴市、丽水市和义乌
市、东阳市、兰溪市、浦江县、诸暨市疫情防控工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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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及相关县（市、区）
前一阶段工作后指出，这是我省第一次迎战奥密克
戎新毒株 BA.5.2，本轮疫情来势汹汹，当前形势严
峻复杂，防控工作正处于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晚
和明天是决定战“疫”成效的窗口期、攻坚期。金华
市、义乌市及相关县（市、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突出高效、精准、到位，认真排查
各环节中的短板漏洞，及时查漏补缺、解决问题，从
严从实从细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遭遇战。

会议强调，要把握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主
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重点，坚持快字当
头、以快制快，坚决阻断疫情传播。一是转运隔离
速度再加快。加强部门协同，把隔离转运工作做
深做实做精细，做到隔离房间到位、工作人员到
位、转运车辆到位，确保应隔尽隔、应隔快隔。二
是“三区”管控力度再加大。切实做到高风险地区
足不出户、中风险地区足不出区，让该停的停下
来、该静的静下来，确保所有风险都封控在“三区”
之内。三是流调排查速度再加快。争分夺秒把这
波疫情的密接、次密接及重点高风险人群查找到
位、管控到位、核酸检测到位、隔离到位，实现场景
和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坚决跑赢疫情传播速度、
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四是核酸检测再优化。按照
轻重缓急原则，优化核酸检测流程，确保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当天检测，当天及时准确出检测结果；适
当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动态调整核酸检测频次，实
现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应检必检，社会面愿检尽
检。要统一协调全省力量，加大对金华市、义乌市
防疫物资、检测设备和人员力量保障，凝聚齐心抗
疫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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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宁 暴妮妮 何贤君）
疫情就是命令，战“疫”团队再出发。8
月 3 日晚，根据省卫生健康委的紧急调
度，来自多家在杭省级医院及杭州市、
绍兴市、衢州市、丽水市的 3200 余名医
务人员迅速集结，赴义乌开展核酸采样
工作。他们争分夺秒，坚决跑赢疫情传
播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4日，记者连线多位核酸采样队员，
以及当地流调人员。

“接到通知，需要我们紧急支援，请
大家尽快做好准备工作，7 时 30分集结
出发。”3 日下午 5 时 30 分，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
王永魁望了一眼刚出生不久的宝宝，便

提起行李赶往医院。
两个小时内，200 多名来自感染

科、心血管内科、肝胆胰外科、耳鼻咽喉
科等 20 多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集结完
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具有丰富的战

“疫”经验。
抵达义乌时已是 4 日凌晨零时 30

分。短暂休整了 3 个小时后，3 时 30
分，酒店房间便响起了前台叫醒服务的
铃声。负责带队的浙大二院医务部副
主任吴培林说，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
谁都没有怨言。

浙大二院的队员分别被派往5个社
区的各个点位进行采样。从 4 日早上 5
时至中午12时，他们共采集了6万余份

样本。王永魁说，天很热，不少社区居民
准备了饮料、水果给医护人员降暑。

4 日下午 2 时 30 分，记者本想继续
采访几位队员，但吴培林小声说：“先让
他们补个觉。”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女性是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3 日晚 8 时，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核酸采样
队紧急出发。负责带队的医院医务部
副主任杨春波告诉记者，105 名队员
中，有 98 位是女性医务工作者，分别来
自妇科、产科、药剂科等多个科室。“她
们中，有的前一天刚值完夜班，有的刚
准备休假，有的刚刚结束产假⋯⋯”他
说，大家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报了名。

据了解，浙大妇院还调集了 400 套
防护套装和包括消毒液、酒精棉片、自
封袋等在内的备份物资，以及 N95 口
罩、隔离衣、中号口罩等。采样队抵达
义乌时，已是 4 日凌晨零点以后。“不到
凌晨 4 时，我们就已经坐上了开往各采
样点位的大巴。”杨春波说。

抵达核酸采样点时，尽管才凌晨 5
时多，但当地的气温已将近30℃。上午
11 时，气温已升至 38℃。杨春波告诉
记者，队员每个班次平均需要在室外连
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简单的休整后，他
们将继续在烈日下战“疫”。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

全省3200多名医务人员驰援义乌

本报讯（记者 施力维 徐子渊） 夏
夜，仙居县埠头镇埠头村一间古民居的
四合院里，镇村干部、村民代表、乡贤代
表、企业负责人等 20 多人坐在一起，围
绕促进农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展开了
一场夜谈。

“共富夜谈”，是仙居县各级干部围
绕山区县发展、群众致富，深入基层、企
业，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与民共商、发
动群众开展的常态化活动。今年 3 月
以来，该县的乡镇（街道）和部门每月至
少开展一次夜谈，至今已夜谈 320 余
场，制定举措 100 多项，累计收集问题、
建议800余个，化解460余个。

“共富夜谈”的议题设置紧扣乡镇
（街道）的发展实际，“村里有什么、群
众会什么，市场要什么。”埠头镇党委
书记郑毅说，夜谈讨论接地气、聚人
气，促进基层发展谋划更精准，思路更
广阔。

“都在一个山头，我们种番薯，隔壁
磐安种中药，一年比我们多赚四五万
元。”夜谈中，埠头镇大陈坑村赵云山提
出的问题，得到了镇里的重视。埠头镇
正规划建设“大陈坑神农谷”，鼓励农民
恢复中药材种植。镇里还引进了一家
中药企业，对农民试种的药材统购包
销。村里首批种植药材白术的 30 多户

农户，户均年增收约8万元。
党员干部通过“共富夜谈”，与专

家学者、企业家、乡贤和村民代表面对
面交流，倾听需求、广纳建言，进一步
找准了破解山区县发展难题的关键。

“‘共富夜谈’谈到我们心坎里，也谈出
了真效果。”安岭乡农户叶朋飞说。在
乡里的一场“共富夜谈”上，叶朋飞和
一些村民代表反映仙居茶叶、杨梅等
农产品品质好，但缺少品牌包装和销
售渠道，卖不出好价钱。为此，县里成
立国资公司运营仙居农产品区域公共
品牌“神仙大农”。127 种来自全县 20
个乡镇街道的特色农产品，符合品质

要求即可统一使用“神仙大农”品牌销
售。安岭乡的茶叶有了品牌后，“身
价”增长了好几倍。

针对“共富夜谈”上的意见和建议，
仙居县建立清单化闭环落实机制，推动
一批基层“老大难”问题解决。白塔镇
通过“共富夜谈”收集群众投诉，目前已
经研究化解农民建房、饮用水安全等问
题37个。

“从基层找问题，在基层找答案。”
仙居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共富夜谈”
改变干部的思维理念，为脚踏实地干事
提供了准确方向，助力仙居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仙居开展常态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

共富夜谈，谈出真金白银

本报讯 （记者 陈醉 共享联盟
宁海站 徐铭怿） 上游谋划布局硅材、
锂、钴等产业，中游布局电池片、光伏
玻璃、储能系统集成等产业，下游打
造“生产制造+电站建设+储能+运维
服务”四位一体光储产业服务型制造
业总部经济新模式⋯⋯近年来，宁海
一手抓链主型企业和关键组件企业
招引，补齐产业链缺失环节、薄弱环
节 ，一 手 利 用 地 处 三 门 湾 的 地 域 优
势，在海岸线上“追风、逐日、踏浪”，
实现多能互补、集成优化。一条全链
式打造的千亿级“光伏+储能”产业链
在这里呼之欲出。

8 月 3 日，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
区，“旗滨光能”两条 1200 万吨光伏玻
璃基材生产线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
天。该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仅用了
一个多月时间，就已完成 80%的项目
桩基工程。

千亿级的光储产业链是宁海打造
环三门湾清洁能源产业核心区的重要
一环。“像光伏玻璃就是光伏产业上游
的高端产品，目前从全国市场来看，其
扩产速度远不及光伏组件，是产业链
最大的供应短板。”“旗滨光能”副总经
理蔡焕斌介绍，他们的项目投产后，每
年能为宁海光伏产业提供35亿元产值
的上游补链产品，还能带动光电产业
一体化项目等一批光伏领域先进制造
业项目入驻。

眼下，“震裕科技”年产 9 亿件新

能 源 动 力 锂 电 池 顶 盖 项 目 里 ，一 期
工程一号工厂正在进行生产工艺管
道安装，预计今年 10 月底可投产，项
目达产后年产值约 58 亿元，这对宁
海的光电产业抢占高端市场意义重
大⋯⋯布局落子，宁海光储产业已初
现上下游全链式发展态势，去年全县
仅光储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就突破
百亿元。

打破“多能”之间的壁垒，宁海推
进功能互补式协同发展。日前，国网
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进入机电
安装阶段。这个全省在建单机容量最
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将大大提
高全省电网调峰能力。目前，宁海已
集聚 4 个总投资超 200 亿元的光伏产
业链上下游重大项目，2 个总投资 160
亿元、装机容量260万千瓦的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以及滩涂光伏、海洋风电、
潮汐发电等清洁能源集群，全县已建
成的清洁能源总容量达 50 多万千瓦，
环三门湾清洁能源产业核心区的雏形
初现。

“以千亿级光储产业链为基础，
宁海加快打造零碳排放的新能源产
业高地。”宁海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预计“十四五”期间，宁海光储产业投
资累计将达 150 亿元，新增光伏组件
产 能 18GW 以 上 ，本 地 总 产 能 突 破
22GW，力争到 2025 年，光储产业总
产值达 1000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
个宁海工业。

追风 逐日 踏浪

宁海打造千亿级光储产业链
追风 逐日 踏浪

宁海打造千亿级光储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 俞碧寅 通讯员
姚驰 刘斌 汪峰立） 日前，在浙江省科
技创新大会上，缙云县捧回了省“科技创
新鼎”，这是山区26县首次获此殊荣。

“科技创新鼎”含金量十足，是全省科
技工作最高荣誉，也代表了一个区域科技
创新的硬实力，全省仅9个县（市、区）摘
鼎。缙云能够在山区26县中脱颖而出、
成功问鼎，“小县大创新”功不可没。

近年来，缙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通过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培
育梯次化创新主体、推进高层次人才引
育、完善制度性保障体系，接续建设浙
西南科创高地。

“我们的 R＆D 经费连续 3 年保持
30％以上增长。”缙云县科技局局长项
振平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缙云经济社
会发展的“显性基因”。

“问鼎”的背后是一项项扎实有力
的举措。缙云投入 3000 万元建设精密
测量、材料、电学、力学、声学、EMC等7
个实验室，整合浙江锯床及特色机械装
备检验检测中心，引入 7 家大院名校和
27家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签约入驻，为企
业提供科技创新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在缙云县域内，目前已形成中心城
区、丽缙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3 个科创
平台，在上海、杭州、深圳成功布局 3 个

科创飞地，形成了县内县外两个“3+N”
创新动力体系，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团队
和高精尖前沿技术项目加速向缙云集
聚，为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发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受益
人。在做大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同时，
缙云通过培育创新“领雁”型企业，向创
新性评价优秀的企业授予“创新先锋”
奖励，培育梯次化创新主体。

曾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缙云
企业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就尝到
了创新的“甜头”。公司负责人说，在政
府科研补助帮扶下，公司突破了 20 多
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如今已成为我国
航空、航天、舰船等国家重大领域金属
导管弯曲成形装备首家国产供应商。

科技创新的力量，催生了天喜、畅
尔、金马逊、涛涛等一批冠军企业。据了

解，目前该县已成功培育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113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93家，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比上年增长77%，显现出“高新企
业顶天立地、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盖地、
创新先锋企业抢占高地”的生动局面。

人才铸就创新的根与魂。多层级的
人才团队建设是发力点之一，缙云通过建
立由院士担纲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业科
技特派员制度和“百博进百企”计划等助力
企业创新600多家次，推介项目120多个。

另外，缙云强化多渠道人才引入机
制，围绕航空航天、高端智能装备、锯床
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制定扶持政策，布
局博士、博士后创新链和人才链。近 3
年已引进国家高层次特殊人才支持计
划专家 1 人、省高层次特殊人才支持计
划专家1人、省领军型创业团队1个。

缙云捧回山区26县首座省“科技创新鼎”

小 县 也 能 大 创 新

本报讯 （记者 沈洁 孟琳） 项目
还没正式投产，就拿到了近 2 亿元的订
单。位于湖州南太湖新区的湖州见闻
录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最近在
抓紧调试设备。公司总经理助理施弘
宇介绍：“这个射频芯片项目马上将进
入 试 生 产 阶 段 ，投 产 后 每 月 能 生 产
8000 片，主要用在手机、5G 信号基站、
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

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湖州紧盯光电

通信、地理信息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等数
字经济细分领域壮大“新枝”，招引了一
批“细分赛道”数字经济重大项目。今年
上半年，该市重点推进的 100 个亿元以
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项目，实际完成投
资 58.2 亿元。总投资 10 亿元的见闻录
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激活一大批
“老树”，是湖州全面提升数字产业规模
能级的另一发力点。湖州市经信局数

字经济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今年在
工业领域实施“千企智联”工程，已推动
纺织、电梯、椅业等行业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全覆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下，上半年，湖州市数字经
济规上核心产业制造业营收 754.8 亿
元，同比增长84.5%。

走进位于德清县阜溪街道的欧诗
漫珍珠化妆品“未来工厂”，31 条自动
化生产线全速运转。 （下转第二版）

湖州“聪明工厂”越来越多
上半年数字经济规上核心产业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84.5%

“七普”数据显示，十年间我省增加逾千万人

人口增量全国第二，浙江吸引力何在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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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践行“八八战略”投身“两个先行”

8月4日上午，义乌市下车门社区大都置业小区核酸检测点，市民有序排队检测。 本报记者 何贤君 金思成 共享联盟义乌站 吕斌 摄

我省今年高考录取33.7万人
超额完成招生计划

〉〉2版

140余位老艺人口述浙江婺剧历史

婺剧人生，说给你听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