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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8月15日讯（记者 陈宁）
15 日，《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 53 期
发布。中国继续排名第一，日本排名连
续两期下降，跌出前三名，美国以 53.3
分排名第25位。亚洲多国防疫形势不
容乐观，据世卫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在
8 月 1 日至 7 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高达 1496968 人，紧随其后的是美国

（75万人）和韩国（71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 8 月 10 日发布新冠

疫情最新周报指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的亚型BA.5仍在全球疫情中
占据主导地位。本期榜单，分数下降最

多的为越南，总分下降 3.3 分，排名下
降两位。排名下降最多的为菲律宾和
秘鲁，均下降 5 位。泰国总分上升 1.8
分，成为榜单中得分上升最多的国家，
同时排名也上升 2 位。排名上升最多
的为美国和智利，均上升6位。

近期，周边国家疫情快速反弹，我
国外防输入压力持
续增大。8 月以来，
截至 8 月 10 日，全国
共有 9 个省份累计报
告本土感染者超过
百例。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53期发布

亚洲多国疫情防控形势不乐观

扫一扫 看榜单扫一扫 看榜单

融媒联连看·长三角人这一年

本报湖州 8 月 15 日电 （记者 孟琳）“葵花 8 号静止卫星
监测，靠近宜兴及长兴北部沿岸有蓝藻出现⋯⋯”15 日一早，
收到来自江苏无锡的最新太湖蓝藻卫星监测报告，湖州市污染
防治攻坚办公室蓝藻办组长孙逾越眉头一皱，立即起身到太湖
岸边巡查。

太湖是长三角共同的“大水缸”。治理非一家之事，沿湖各
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号角下，打破行政界限，组成“联盟
军”。过去的这一年，湖州和无锡在协作机制下，通过信息共
享、联合巡查、交叉检查等，共同提升太湖治理水平。

孙逾越每天通过接收无锡发布的最新气象卫星监测图，掌
握太湖水质情况，再结合该市无人机航拍与人工巡查等信息数
据，进行现场巡查，并对湖州市沿湖区域的设备和人员进行及
时调度。

“我们两地还共同完善太湖水质监测网络，一起推动区
域智慧平台建设，联合发布预警监测报告，增加预警的权威
性。”孙逾越说，湖州多条城市内河与太湖直接相连，其水质
也是太湖的“晴雨表”，“今年，我们对内河水质密切监测获取
的数据信息及入湖排水口的实时监测情况，也一并发给了无
锡。”

共享的不止是数据信息，还有两地间的人员、船只，两地在
治理能力上也可以实现“互补”。比如有时，湖州就会把打捞船
开往无锡，帮无锡打捞水面杂物，有时则反之。

烈日灼人，水面反射阳光，气温超过了 40℃，孙逾越和
同事沿太湖岸一路巡查，到取水点仔细观察湖体水质和藻
情，检查深潜式高压控藻平台等设施运行情况。“呜——”引
擎启动，无人船起航驶向远方，不断传回画面。“在无锡的协
助下，我们也开始使用无人船等设备，对是否要关闸调水、
封航封船和集中打捞，做出更及时和精准的研判。”孙逾
越说。

在协同合作机制下，两地互相“取经”的频次越来越多。去
年，湖州就借鉴无锡的治理模式制定了治水方案，提升自身治
理效能。在小梅港，一排排沿岸推流设施不断向外喷水。孙逾
越指着一艘艘来回作业的船只说：“你看，那就是和无锡交流学
习引进的加压控藻船。”

望向远处，水天一色。孙逾越告诉记者，有了联动机制，太
湖水环境治理，从过去各管各的“独角戏”变成了如今的“交响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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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离
休干部杨明同志（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
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在杭州逝世，享年101岁。

杨明同志是浙江省慈溪市人，1938
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余姚县委绍属特委妇委会
书记，嵊泗地下党区委书记、县委委员，
中共浙东区党委组织部秘书，浙江省委
党训班干事、总支委员，省交通厅公路局
副局长、局长，厅人事处处长、厅党组副
书记，浙江医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杨明同志逝世杨明同志逝世

（上接第一版）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进一步深化。”

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五年
浙江全社会研发投入基本实现翻番、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实现倍增，关键核心
技术（产品）断链断供风险点有三分之一
以上可以在长三角地区实现备份。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源头活
水。今年，浙江聚齐了之江实验室、白马
湖实验室、东海实验室等十大省实验室

“全家福”，意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
源头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

“目前，之江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
基地建设序列，两个大科学装置获批建
设实现零的突破。”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浙江将和沪苏皖共同打造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让长三角创新动能更
强劲。

此外，2021年5月，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建设办公室揭牌，浙江推动成立长
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联盟。
成效颇为显著，2021年浙江牵头联合承担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43项，与沪苏皖跨区
域合同交易金额超398亿元，解决“卡脖
子”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注入能量。

“走亲”更顺畅

走在长三角，“跨省”很自然。
“没想到我们扫扫码就能参观嘉兴

的博物馆，太方便了！”不久前，上海的杨
阿姨来看望在嘉兴工作的女儿，令她惊
喜的是，打开“浙里办”APP，进入居民服
务“一卡通”专区，亮出电子社保卡，就能
顺利进入当地的博物馆或景区。

原来，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会
同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协同省文化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等十余个部
门，为长三角区域的居民初步构建了基
于“浙里办”的居民服务“一卡通”专区。

如今“一卡通”持续扩面，三省一市
已基本实现人力社保全领域通用，超
1300 个文旅场所支持社保卡通用；140

个政务服务场景在“一网通办”平台上
线；浙江在沪苏皖就诊结算人次2021年
增幅108%。

抓重大项目，让长三角之间的“走
亲”更为自然。

2021年，浙江实施长三角一体化重
大项目 113 个，实际完成投资超 900 亿
元，完成率112%。

其中，浙江积极引进创新产业项目，
在上海建设创新飞地 39 家，孵化、回流
本省产业化项目近170个；漕河泾海宁、
张江平湖、中新嘉善产业合作园2021年
完成投资达36亿元；宁波前湾合作示范
区新引进产业项目 148 个，总投资达
395亿元。

交通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更是让
长三角越来越像“一座城”。在浙江，港
口群机场群项目全面开花——嘉兴机
场、开化通用机场获批，杭州萧山国际机

场三期、台州机场加快建设；浙北集装箱
运输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建成宁波
舟山港虾峙门口外30万吨级航道⋯⋯

日前，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暨首届示范区全链
接大会上，沪苏嘉城际铁路在上海青浦、
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同步正式开工。

至今，沪苏湖铁路加快建设，金台铁
路、杭台高铁、杭海城际、杭绍城际建成
通车，浙江累计建成轨道交通（含城市轨
交）里程超 4500 公里；共建长三角智慧
高速公路网，沪杭甬高速10公里试点路
段试运营。

合力更强劲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浙江始终
以更高质量的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

2021 年，浙江 GDP 站上 7 万亿元，

人均 GDP 超过 11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
稳居各省区第一。在今年6月举行的省
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浙江提出“两个先
行”，力争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
现代化建设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

如何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扬浙
所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浙江正加快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
为长三角一体化赋能。作为数字化改革
首批 11 个跨部门场景化多业务协同应
用之一的“浙冷链”，已走出浙江，落户长
三角。此外，浙江还牵头编制出台《数字
长三角建设方案》。《2021长三角数字经
济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省在数字化治
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领域优势突
出，其中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领域
的产业竞争力位居国内第一梯队。

港口也是浙江的发力点。在长三角
自贸试验区联盟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浙
江各片区结合特色优势，与兄弟省市自贸
试验区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比如，舟
山片区，积极推动长三角期现一体化油气

交易市场建设，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与
上期所开展战略合作，实现仓单的互联互
通，构建首个以国内期货市场价格为定价
基础的保税燃料油价格指数；宁波片区，
持续推动浙皖港航合作，与合肥经开区合
资运营综合物流园区⋯⋯

不光如此，浙江还大胆参与开放平
台建设。2021 年 9 月，浙江出台《浙江
省共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实施方案》，推
出一系列精准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加
快带动区域发展。当年 11 月，长三角

（湖州）产业合作区获省政府批复，这一
新平台将作为浙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平台，积极探索
省际毗邻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政
策的协同性、产业的互动性，目前已形成
万亩开发空间。

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产业合
作到对外互动，从宏大愿景到日常生活，
在国际国内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
下，浙江以前所未有的坚定，为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齐护产业链 共享“同城化”

“今天，我的暑期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00后近看民主’暑期实践将
会成为难忘的青春记忆”⋯⋯8 月 15
日，“一次特别的暑期实践——00 后近
看民主”颁证仪式在浙报集团举行，21
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学生代表共同
分享所思所感。

赴约而来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协、团省委、浙江大学等有关单位负
责人。他们分别交流感受，并为现场的
大学生颁发此次暑期实践证书。

青春与民主碰撞！思想的火花在
“00后近看民主”的实践现场可见可感。

一串问号，在全新体验
中渐渐打开

7 月 19 日，浙报集团向全国在浙大
学生发出“这个夏天，请你近看中国民
主”的邀约。征集令一发出，便吸引了
全国 80 余所高校的 400 多名大学生踊
跃报名。

同学们说，他们想知道，近距离看
民主，有多近？怎么看？看什么？

1 个月时间里，近百人次大学生先
后参与各小分队的活动。他们与记者、
专家一起走进全省 10 个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践场景，心中一连串关于中国民主
的问号也随之打开。

颁证仪式上，浙江大学法学专业学
生王锦丹分享了探访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安吉双一村，对话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体验。她说：“这次
实践活动是我离民主最近的一次，我们
亲眼见证了过去在书本上看到的文字
成为最鲜活、最生动的故事。人民民主
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我们很多参与这
次暑期实践的同学，有了更深的感悟，
原来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方方面面，和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原来它就发生在
我们身边。”

现场分享体会的清华大学学生汪
莹同样解开了心中的疑问。“民主并非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真正扎根泥
土、紧密联系群众、与中国国情息息相
关，它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她说，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难免会接触到各种杂音，这次暑期
实践，让年轻人更能保持定力、冷静分
析，在舆论空间中厘清事实真相，把握
话语主动权，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捍
卫者和践行者。

无论是跑海岛、进社区、走乡村的
基层民主实践火热现场，还是“高大上”
但接地气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会
场，都让同学们在全新体验中感受到中
国民主的广泛、真实、管用。

跟着人大代表跑了一天小岛，清华
大学学生吕宇轩最大的感触是代表的
一片心：“我们了解了人大代表的建议
提交机制，更真实体会到了人大代表是
人民的代表，是为人民谋福祉履职尽责
的。”

在嘉兴民生议事堂现场，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学生周可心看到了基层协商
的活力和烟火气：“协商平台扎根乡村，
无论是尖锐的问题，抑或是不太成熟的
意见建议，大家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
然后在沟通协商中达成共识，这就是协
商的魅力。”

多场互动，展现人民
民主生动实践

十路体验，涵盖了浙江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收获满满的除了大学生，还有联合组织
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单位部门。

“‘00 后近看民主’活动开展以来，
同学们走进全省各级人大的工作场
景。”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李章
军说，“浙江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高地，宣传阐释也是其中重要一环，这
次实践活动以生动鲜活、喜闻乐见的方
式，讲好中国民主故事、浙江人大故

事。”
活动期间，来自 22 所不同高校的

30多人次大学生，分别走进省市县三级
政协，亲身感受政协协商民主在浙江的
创新实践和协商氛围。鲜活生动的活
动形式给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袁伟盛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与青年交流
时说：“这次活动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年
群体走进政协、了解政协，讲好浙江政
协故事，讲好中国民主故事。希望大学
生有更多机会现场感受政协协商民主，
更深入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投石击水泛涟漪。00 后的热情参
与，给全省各地基层民主实践吹来徐徐
新风，带来新的启示。

在安吉双一村，湖州市司法局副局
长刘姝姗作为专家，与十多位大学生进
行了充分交流。这样“开门”吸引年轻
人的活动，对她来说也是件新鲜事。“让
大学生看到民主法治给中国基层带来
的改变，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检验。
我们今后要更多地吸引年轻人关注参
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刘姝姗说。

天台县统一战线“同心圆”主题日
活动结束后，天台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庞伟峰向 6 名从天台走出去的高校
学子发出邀请：“下次你们学成归来，要
来做我们的新乡贤啊！”他说，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需要青春力量注入，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越来越多有理想、有热
情的青年参与到民主实践中来。

一次探索，讲好中国
民主故事

在现场观看活动回顾短片后，团省
委宣传部部长凌霄感受到了浓郁的青
春气息。“这是一次面向青年的活动，主
题重大，但形式亲切，报道风格活泼。”
他表示，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富有思
辨精神，但同时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现
实影响，也会有思想困惑。“00后近看民
主”活动，让当代青年沉浸式感受中国

民主，不仅可以知道中国民主是什么样
子，更明白中国民主为什么是最广泛、
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得知浙江大学有 20 余名学生参与
本次活动，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叶桂方倍感欣慰。他说：“这是一
场媒体与高校、机关单位携手探索铸魂
育人新形式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也
希望为学生深入地了解世情、国情、社
情、民情，创造更多的条件、机会与平
台。”

虽然参加暑期实践的人数有限，但
通过融媒体报道及广泛传播，越来越多
人关注“00后近看民主”暑期实践活动，
通过 00 后的视角和讲述，了解中国民
主故事。

系列报道被人民网、新华网、学习
强国等中央媒体以及浙江人大、浙江政
协、浙江团省委、浙江省青联、浙江普
法、多所高校的官方公众号转载，并在
青年群体集中的抖音、B站等平台发布。

外交学院学生王婧瑜参加此次暑
期实践后，她的父亲王杰也成了“00 后
近看民主”的“铁粉”。每期报道上新，
他都会第一时间转发到微信朋友圈。
他说：“女儿经常和我们分享参加活动
的感受。看着她对中国民主的理解不
断加深，这样的成长让我们感到特别
高兴。”

贵州大学学生黄晋驰参加“00后近
看民主”暑期实践后，经常与同龄孩子
交流不一样的体验。他的妈妈沈莉说：

“这是一次深入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难得机会，这么近距离地让孩子亲身去
感受中国民主还是第一次，这会成为他
今后的宝贵财富。”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盛颂恩在与青年面对面交流时所
说的：“希望大学生们加深了解中国民
主制度，积极参与民主实践，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个夏天，这场特别的暑期实践在
广大学子心中播种下的民主种子，还会
发芽扎根，茁壮成长。

“00后近看民主”暑期实践活动昨颁出一本本厚重的证书——

一次青春与民主的碰撞
本报记者 蒋欣如 钱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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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是农历七月十八，每年农历七月十八前后，钱塘江潮气势磅礴，甚至会超过传统的八月十八潮。图为 15 日在杭州下沙俯瞰
钱塘江潮。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钱江潮涌

湖州作业船只在太湖治水。 湖州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公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