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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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笼换鸟”，“换鸟”决定了整个故
事的精彩程度。

眼下，浙江各地正在腾出的空间
里，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趁势补链强链
延链，持续推进经济稳进提质。今年浙
江实施的十百千重大制造业项目计划，
要推进 605 个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重大
制 造 业 项 目 ，全 年 完 成 投 资 1585 亿
元。如今，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近
70%。

在平湖市新仓镇，一块地有了全然
不同的“身价”——从 103 亩产值不到
4000 万元，到如今一期 34 亩地预计今
年年底产值可达5亿元。

这片原本的低产地上，曾经是一
家传统服装厂。“我们建议企业利用现

有土地，通过改造，转型为高标准小微
园区。政府则在项目招引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平湖市经信局总工程师屠东
君说，“腾笼”之后能否引来“俊鸟”，至
关重要。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正全力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的浙江而言，每一寸空间都弥足珍贵，
必须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浙江
制造迈向现代产业集群。

义乌市苏溪镇，一个以传统服装制
造业为主的小镇，摇身一变成了“光明
之都”。从 2016 年华灿光电落地到如
今，这片不足 1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一个光电光伏企业产业集群业已成型，
其中两家年产值超百亿元。

而在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片原
本废弃的矿地，经过整治后变成了新兴
产业争相落户的宝地。经过半年多加
紧建设，总投资约 67 亿元的捷威新能

源科技（湖州）项目现场，已“长出”20多
幢建筑单体，两大钢结构生产车间犹如
巨龙横卧。“项目达产后，亩均产值将近
1800 万元，亩均税收约 44 万元。”公司
项目生产经理徐义凤说。如今，该项目
所处废弃矿地周边共整出土地 5000
亩，并已成功跻身全省“万亩千亿”产业
平台。

新产业带来新引擎。在平湖新仓，
由传统服装厂改造而来的嘉创智谷产
业园里，记者看到多栋全新的标准厂房
整齐排列，园区里，咖啡馆、食堂、运动
场所一应俱全。最关键的是，园区里的
企业面貌一新。截至目前，聚焦智能制
造、生物制造和数字经济三大方向，园
区一期已引进30余个项目，全部招满。

走进位于 A5 栋的汇涌进光电（浙
江）公司，只见全封闭的无尘车间里进
口设备并排而立，正在加紧生产的LED

发光器件将远渡重洋，进入欧美市场。
这家排名全球前三的半导体分类器件
企业，在这里圆了拥有独栋物业的心
愿。“今年 1 月 1 日正式投产，目前订单
供不应求，计划全年产值 1.2 亿元。”汇
涌进光电副总经理吕龙龙说，目前产能
仅释放三分之一，还需要更多空间，正
等二期园区投用。

在这个园区里，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一边在加班加点生产，一边在加
班加点赶建设工期。“剩下的 69 亩地是
二期建设用地，计划明年建好，将新增
十万方新空间。目前已储备200多个项
目。”嘉创智谷产业园总经理许盛华说。

“我们正在有意转型的低效工业园
区中推广这一模式，尽可能多地盘活存
量资源。”平湖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
说。据了解，截至今年 7 月，当地已腾
退土地3038亩，与去年全年持平。

“ 换 ”来 发 展 新 引 擎
——“稳工业调结构”观察（下）
本报记者 夏 丹 肖 未 通讯员 陆浩强 张泽民

稳经济挑大梁

本报温州 8 月 28 日电 （记者 殷诚聪） 28 日，中共温州
市委举行“‘浙’十年·温州”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以“续写
创新史、走好共富路，勇当‘两个先行’开路先锋”为主题，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温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温州“续写创新
史”的殷殷嘱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经济社会大踏步前进，
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刘小涛介
绍，十年来，温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去年达7585亿
元，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 5.4 倍、超过了 3000 家，城市综合实
力排名从全国第 37 位上升到第 30 位，连续三年蝉联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过去十年，温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
工作期间，先后 23 次深入温州视察指导，近年来又多次对温
州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温州发展明确了前进坐标、点亮了领
航灯塔。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时代伟大变革的一个缩
影。发布会上，刘小涛用“六个变”，介绍温州这十年。

坚持创新驱动，实现新旧动能之变。这十年，温州科技创
新异军突起，走上了依靠创新驱动、人才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系统构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环
大罗山科创走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瓯江实验室等“一区
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局。把每年植树节设为温州人才日，本
土院士培养、全职院士引进、省“鲲鹏行动”入选取得历史性突
破，跻身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百强榜第27位。

坚持产业转型，实现发展路径之变。这十年，温州加速打
造传统支柱产业、新兴主导产业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特别是
抢抓新能源发展风口，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加速成形，加快打造
数字经济产业高地、集聚生命健康项目，新材料、智能装备等
产业加快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实现活力格局之变。这十年，温州始终高
举改革开放大旗，累计获批实施省部级以上改革试点598个，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掌上办”、“零次跑”等改革成果惠及千
家万户。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发
挥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内外温州人融合发展。

坚持市域一体，实现城市能级之变。这十年，温州联动推
进“大建大美”“精建精美”，成功打造瓯江两岸、塘河两岸、历
史文化街区等城市名片。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全省倒数第三
跃升至前三，龙湾国际机场成为千万级机场，温州港突破百万标箱。考古新发现宋
元古港遗址，印证温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创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入选2022“东亚文化之都”。

坚持人民至上，实现百姓生活之变。这十年，温州每年办好十大民生实事，保
持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 75%以上。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三甲医
院数增至 9 家，医疗资源总数稳居全省第二。“明眸皓齿”工程成为全国样板，学生
近视率全省最低。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坚持自我革命，实现作风效能之变。深化“红色领航”系列行动，瓯江红“共享
社·幸福里”建设掀起热潮，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

踏上新征程，温州将奋力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做强做大“全省第三极”，当
好浙江“两个先行”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更具活力的“千年商港、幸福温州”。

（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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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创新史

走好共富路

每隔一段时间，诸暨市东和乡十里
坪村党总支书记卓任翔都会打开村党
群服务中心的一个透明捐款箱，倒出里
面一沓沓纸币，存进关爱基金的账户。
10 元、50 元、100 元⋯⋯虽然数额不
多，但都是老百姓的片片心意。

自 2018 年十里坪村成为诸暨首批
设立村级关爱基金试点村以来，村民的
热情越来越高，现在村里的关爱基金余
额已有近60万元。

如今，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
每个村都有一个这样的捐款箱。全市村
级关爱基金累计已达 1.81 亿元，实现
476个村（社）全覆盖。这个萌发在最基
层的特殊基金，何以有这么大的吸引
力？记者近日走进诸暨乡村探寻答案。

打通三次分配“末梢神经”

刚听说村里要设立关爱基金，大唐
街道柱山社区一些居民不以为然：社会
上有这么多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村里
的这点小钱能发挥啥大作用？

可短短几个月后，大家转变了看法。
居民赵大伯一家三口先后被确诊

患癌，光一期治疗费就要 10 万多元，后
期更是“无底洞”。这让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成了村里的困难

户。虽然有医保和救助，可一家人的看
病仍是难题。

了解情况后，社区陆续为赵大伯送
上“救命钱”。“幸亏有这笔钱，不然救助
不可能那么快。”近在身边的事例，让村
民感同身受，“关爱基金就用在村里，实
实在在看得见！”

正如村民所说，及时、精准是关爱
基金的特点。诸暨在册社会救助困难
群众有 1.3 万余人，老年人口占比大。
2018 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后，当地探索
精神文明建设新载体，开始在村里建
关爱基金，为的是把资金放在离群众

“最近”处，第一时间为他们纾困解难。
为及时发现群众需求，诸暨建立了

一整套机制：依托基层治理网格形成文
明实践“微网格”，网格员收集信息，村
民代表、乡贤等组成乡风文明理事会，
联动村干部、志愿者等依据集体议定的
章程实施帮扶关爱，将基金送到村民手
上。每一笔收支都在村民微信群、村务
公开栏和村民代表大会公布。

“帮扶的是乡里乡亲，村民的意愿会
更强烈，也更有获得感与成就感。”诸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孔羽说，这打破了
以往民生保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限
性，通过人人参与慈善、互帮互助，集成

社会资源，提升群众幸福感，打通三次分
配的“末梢神经”，健全大社保体系。

目前，诸暨全市共有23万余人次参
与村级关爱基金捐款，不仅党员干部带头
捐、企业爱心捐，更有广大群众的热心参
与。其中乡贤捐款占总额一半以上，村民
自发捐款达16万余人次、4000余万元。

除了给困难群众兜底，关爱基金还
给普通村民传递精神力量。

山下湖镇广山村的不少家庭最近
收获了双份喜悦：村里为考上大学的孩
子送来了关爱基金。“想不到村里对我
们的每件事都这么上心。”村民蔡建东
特意陪儿子参加了集体送学礼，虽然钱
不多，但在他心里这是一种莫大的鼓
舞。关爱互助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大家捐大家用，同村共济，这是关
爱基金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为村民增收注入内生动力

8 月下旬，璜山镇溪北村村民徐天
明种的黄桃卖出了最后一筐。

作为村里的低保户，他第一次尝到
丰收的喜悦。几年前收到关爱基金，他
把家里的一亩地开荒，种下 30 株桃树，
今年首次结出的桃子卖了2000元钱。

让群众在共富路上“一个都不掉

队”，兜底是基础，“造血”才是根本之
策。关爱基金试行不久，随着资金越来
越多，很多村社干部提出：拓展扩面，为
村社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2021 年，诸暨成为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精神文明
高地首批试点，对村级关爱基金的探索
也以更高标准展开。

根据实际需求，各村升级“志愿服
务+关爱基金”模式，实施“四重一好”行
动——除了重大变故志愿有慰问、基金
有帮扶，重点对象志愿有结对、基金有关
爱之外，还要重要项目志愿有服务、基金
有补助，重要节日礼堂有活动、基金有保
障，好人好事村社有夸奖、基金有礼遇。

这使关爱基金发展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东白湖镇殿南村党总支书记斯
永灿今年将基金的使用进一步转向常
态化，并将原来的主攻“救急”延伸到村
民关心、事关全村利益的民生项目，以
此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今年，诸暨各村运用关爱基金建起
“爱心食堂”，与农村公路亮化、农村饮
用水达标提标、老旧危房治理等举措一
体推进，促进文明共创、发展共兴、城乡
共进。殿南村也在便民惠民、开展公益
活动的同时，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找到
了新工作。 （下转第二版）

村村有 大家捐 人人用
——诸暨村级关爱基金互助互爱的动人故事

本报记者 钱 祎 徐子渊 苗丽娜 共享联盟诸暨站 刁卓璐

本报讯（记者 陆斯超 梁亮 通讯员
沈佳）今年5月，“深化能级工资集体协
商、推动技术工人‘以技提薪’”，被列为
我省首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最佳实践案例之一。截至8月10日，
全省共签订能级工资集体合同5780份，
覆盖企业 9992 家，惠及职工 141 万余
人。省级产改试点企业开展能级工资集
体协商比例已达 87.4%，并稳步开展新
就业形态领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

省总工会聚焦技术工人群体，以技术要
素参与分配为突破口，开展能级工资集
体协商，把职工的技能和贡献作为工资
收入合理增长的主要依据，加快建立

“技高者多得”薪酬激励导向，推动企业
和职工实现“双富裕”“双提升”。

能级工资集体协商，正吸引越来越
多的一线工人参与到立功竞赛、学历与
能力“双提升”等活动中。2021年以来，
全省200余万名产业工人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67.3万人实现了技能等级提升。

技术工人待遇也有较明显提升。
据省总工会监测，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
达 6270 元，明显高于 2021 年全省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769元。

在各地实践基础上，今年 3 月，省
总工会制定《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参考指导文本，推动企业重点增加技术
技能类津补贴、学历提升类津补贴、创
新创造类成果奖励、荣誉类专项奖励等
四大类薪酬项目，指导各地规范能级工
资集体协商内容。

我省深化能级工资集体协商

“以技提薪”惠及职工141万人

本报讯 （记者 赵静 共享联盟
温岭站 郑灵芝）“先试试多喝水，蹦
跳并拍背⋯⋯”前几天，温岭市第四人
民医院医共体石塘分院副院长林福明，
在“云诊室”远程接诊了一名突发疾病
的船员。此时，患者正在千里之外的洋
面上。结合症状和病史，林福明会同第
四医院专家联合诊疗，给予救助指导。
6 个小时后，船员疼痛消失，避免了渔
船60多个小时的来回奔波。

温岭共有渔船 2158 艘，涉及船员
两万多人。渔民人数多、流动性大，出
海一次，短则十来天，长则三四个月，
就医不便。为此，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以渔业重镇石塘镇为试点，推出“家庭
医生签约进渔船”服务，开展普通船员
出海前免费健康体检、远程医疗救治
集成服务、个人健康定制等，打造“海
上卫生院”。

浙岭渔 23711 船老大黄才福所在
的“船老大1群”，有5位签约医生24小
时轮流在线。船员通过语音电话和视
频，远程就能与医生及时联系。目前，
石塘镇卫生院与 19 家渔业公司、1245

艘渔船签订家庭医生服务，组建5支共
48 人全科医生团队为渔民提供医疗服
务，惠及1.6万多名船员。

茫茫大海，药从何来？石塘镇出资
30 万元为 1300 多艘渔船配备了小药
箱，外用药、腹泻用药、胃病用药、抗过
敏用药等一应俱全。石塘镇卫生院院
长潘剑锋介绍，除了 10 大类 30 种海上
常见病药品，他们还为渔民量身定制个
性化健康服务，为需要长期服用慢病药
物的渔民提供长处方，由家庭医生为其
指导用药。

此外，为把好出海健康管理源头
关，石塘镇出资 70 多万元用于船员健
康体检，以船为单位建立涉渔人员电
子健康档案 1.3 万多份。“在 8 月 1 日
拟出海的第一批渔民中，筛查出再生
障碍性贫血等 3 例严重不适航渔民，
已经劝退并督促他们及时就医。”潘
剑锋说。

2021 年以来，温岭“海上卫生院”
远程处理常见病315人次，其中当场连
线解决 259 例，建议回港救治 56 人，提
供咨询类服务633条。

温岭为渔民打造“海上卫生院”

千里之外 护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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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加快布局新赛道构建新生态

“电商之都”金字招牌怎样越擦越亮
〉〉4版

8 月 28 日，高温离去后的杭城，清风送爽，多了一丝凉意。西湖景区游客量也出现了小高峰。不少市民和游客漫步西湖，其乐融融。
拍友 里尔 摄清风送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平新乔——

经济学就是社会医学
〉〉7版

思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