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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舟山9月4日电（记者 郑元丹
共享联盟岱山站 张瑾 周婷 施佩佩）
4日上午 7 时 50 分许，在岱山县鱼山岛
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浙石化消防总站，
岛上中小型企业的 4000 余名务工人
员，从这里集中出发转移至岱山本岛。
同一时间，在小鱼山 15 号营地中石化
第十建设有限公司，该企业按照网格化
管理，也在自行开展人员离岛转移工作。

“我老家在河南，从没遇到过台风，
之前还有些担心。”宁波中天工程有限
公司员工王朝阳说，“从出发点到安置
点，全程井然有序，很有安全感！”

当天，包括王朝阳在内，鱼山岛上
的 1.2 万余人，在 6 小时内被陆续转移
至岱山本岛的15个安置点。

应撤尽撤保安全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参建单位多，点

散面广，集中转移工作量大。撤离过程
中，基地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同心协力，
保障转移工作有序进行。

“我们运送了近 4700 人。”岱山交
投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明说，
早上 6 时许，50 辆大巴车经过防疫消杀
后开往鱼山岛集结待命。“考虑到台风
天，派出的都是技术过硬、心理素质好
的驾驶员，此前还专门进行过专业安全
操作培训。”王良明说。记者了解到，包
括交投公司派出的 50 辆大巴，当天共
有 100 余辆大巴集结鱼山岛，转移岛上
务工人员。

此时，鱼山派出所基础中队中队长
杨健也带着由 47 名民警组成的应急保
障、现场处理和后勤管控组，来到转移出
发地，确保准备好的人员及时登车离开。

截至上午 10 时 30 分，舟山绿色石
化基地共转移在岛务工人员6843人。

一边是紧张有序的撤离，一边是紧

锣密鼓的地毯式排摸。中午时分，由基
地管委会、浙石化消防、鱼山派出所等
单位人员组成的小分队，沿着 2 号营地
主干道深入基地内各工棚。“我们从 2
日开始就在营地内不间断巡察。”舟山
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
陈军锋说，“确保应撤尽撤。”

下午 1 时许，鱼山岛内人员基本撤
离，有部分店铺经营者还未收拾完门
面。大家在劝导的同时，一起搭把手加
固店铺门窗。“感谢大家帮忙，我们收拾
完后马上撤离。”经营户李芬说。

妥善安置解民忧

随着鱼山岛转移人员陆续抵达安
置点，各点内的工作人员也全力做好后
勤保障工作。在高亭中心小学安置点，
由教师、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组成的后勤
保障团队忙而有序。转移人员在他们

的引导下，有序接受测温、亮码等防疫
检查。“我们特意安排了校医和心理老
师，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讲。”安
置点负责人何海明说。

1.2万余人、15个安置点，后勤保障
服务任务艰巨。对此，岱山县委组织部
于 3 日发出号召令，在安置点建立临时
党支部，号召党员干部亮出身份。

在岱山县职业技术学校安置点，得
知临时党支部正在召集党员，党员、恒
元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员工穆田飞马上
申请加入：“我是党员，看看有啥需要帮
忙的，大家一起承担。”至下午 2 时，13
个安置点临时党支部成立。避险安置
期间，他们将承担起安置点防疫工作、
秩序维护、文明管理、应急联动等职能。

下午 2 时许，随着最后一批人员到
达安置点，从鱼山岛转移过来的务工人
员都得到妥善安置。

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初，舟山
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
和 岱 山 县 委 、县 政 府
就根据今年气候形势
预 判 ，细 化 完 善 了

《台 风 避 险 转 移 安 置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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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9 月 4 日讯 （记者 金梁
王柯宇 朱承 全琳珉） 4 日 21 时，“轩
岚诺”距离舟山市朱家尖岛东南方向约
310 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6 级（52
米/秒），将以每小时 15 公里左右的速
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
强。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全省维持防
台风Ⅱ级应急响应不变。截至记者发稿
时，舟山海事局启动海上防台Ⅰ级应急
响应；宁波沿海启动Ⅰ级防台应急响应。

4 日 11 时，“轩岚诺”强度等级重返
超强台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分析，进入
东海后，由于获得大量水汽支持，“轩岚
诺”强度明显加强，结构更加紧实。这

意味着，“轩岚诺”将给浙江带来更强的
大风、暴雨，危害性更大。

“从前期移动路径、环流形势来看，
目前已基本排除‘轩岚诺’直接登陆我
省的可能性。”周玲丽表示，随着“轩岚
诺”逐渐北上，5日距离我省海岸线最近
时大约在100至200公里。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地质灾害
风险直线上升。4 日 10 时，我省提升
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Ⅲ级。“超强台风
会带来强降雨，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再
加上我省前期干旱，土质疏松，增大了
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发生几率。”省应
急管理厅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处处长
沈国兴提醒，宁波市（海曙区、奉化区、

余姚市）、绍兴市（上虞区、新昌县）、舟
山市（定海区）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很高，尤其要重点关注。

预警！预警！各地及时拉响橙色、
红色警报。4 日 16 时，浙江省海洋监测
预报中心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 4 日
夜间到 5 日白天，部分近海海域会出现
8 至 10米的狂浪到狂涛，台风中心经过
的海面将出现 12 米以上狂涛。17 时，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
红色预警，预计 4 日 20 时至 5 日 20 时，
余姚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极大（红色
预警），海曙区、鄞州区、上虞区、嵊州市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出发！出发！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出

动。针对台风发展态势和重点影响区域，
省应急管理厅部署21支省级专业队伍、
16支省级社会应急力量、12支安邦护卫
救援队伍立即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做好抢
险救援准备。截至4日12时，全省已待
命各类应急救援队伍963支、23884人，
在各地前置应急物资64万余件。

省防指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
根据风险影响情况，及时组织人员转移
避险，扩面转移在建工地等危险区域人
员，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截至 4
日 14 时，全省共转移 312177 人，累计
开放避灾安置场所 7309 个（使用场所
1634个），集中安置60693人。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枕戈待旦迎战超强台风
重返超强的“轩岚诺”将给我省带来更强大风暴雨，甬绍舟等地须严防地质灾害

本报讯 （记者 王世琪 全琳珉）
日前，记者从余姚市科技局了解到，今
年该市已有 201 家企业完成高新技术
企业申报，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占比有望从 3 年前的 15.6%提升
至 32.8%。2019 年的一次“摸底”，让
余姚意识到“创新之痛”：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在宁波排第二，但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占比排倒数第一。

“针对企业研发能力不够强、政府
培育不够主动、服务不够精准，我们用
三招补短板。”余姚市科技局副局长孙
萍说。

研发体系对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至关重要。余姚于 2020 年出台《全社
会研发投入提升专项行动计划》，在支
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的同时，建设高水
平产业技术研究院，推进企业产学研深
度融合，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等资源。

2020 年，余姚设立机器人与智能
装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浙江大学
机器人研究院团队作为其中一员，今年
上半年与宁波中亿自动化装备有限公
司合作研发了一套测试平台和诊断软
件，解决了该企业产品难以提升轴承性
能缺陷检测精度的难题。

截至目前，余姚已有 8 家研究院集
聚各类人才 300 多名，引进孵化“姚江
英才”创业项目23个，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3个，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打下
要素基础。

有了科创的土壤，余姚既“育苗”又

“造林”。当地制定《加快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攻坚行动方案》，市科技局与市市
场监管、市税务部门打通数据信息，根
据企业专利申请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等情况，从底层挖掘高新技术企业的

“苗子”，筛选对接形成高新技术培育
库。今年，余姚申报的 201 家中有 173
家来自培育库。

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能力更要跟
上。余姚的第三招，是通过精细化、数
字化服务，打通企业申报难点堵点。

经过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很多企业
难以申报在于专利、账务等方面管理流
程的不规范，于是专门成立服务团队。
在国产大飞机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永创
电磁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发现该公司
有几十项专利因未及时续费保护而浪
费，团队对专利进行系统梳理，并规范
了公司账务，帮助企业成功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

今年 3 月，余姚开发上线了科技创
新数字导航系统，一网集成国家、省、
市、县四级 125 项科技事项、21 个申报
系统（管理平台），打造“全周期、一站
式、管家型”专业科技服务体系，提升企
业“涉创新”事务的办理效率。

精准“三招”让市域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2021 年，余姚完成规上工业企
业 研 发 费 用 77.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0.8%；完成技术交易额 22.5 亿元，比
上年增长24.4%；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99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388家。

余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大幅增加

精准三招提升市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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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三招提升市域创新能力

19年的时间，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刻下不少颇具意义
的坐标。

日前，我们驱车进入经开区腹地，科创中心、产业协同
创新中心、龙盛研究院⋯⋯拔节生长的一个个大项目让我
们应接不暇。处于长三角南翼、杭州湾南岸和浙江经济活
跃带，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用翻天覆地的变化，遥遥回应
2003年。

《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中写道，
2003年春节后上班不久，习近平到台州、绍兴，调研加快先
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并作出重要指示。在上虞，习近平视察
了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以及龙盛集团、阳光集团等企业。

19年过去，今非昔比。当年“弹丸之地”的杭州湾精细
化工园区，已蜕变为面积达175平方公里的杭州湾上虞经开
区，成为国家级经开区、“千亿级”经开区。2021年，杭州湾
上虞经开区1850亿元经济总量中，有近1500亿元来自制造
业，上虞区70%的制造业集聚于此。改变之力，来自哪里？

走进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北片的龙盛研究院，对标国际
一流的实验室里，高精尖仪器设备安静地运转。这里是龙
盛集团的“创新大脑”，集聚着近300名高层次科研人员。

“制造业是浙江经济的优势。我们应该为此自豪，但决
无理由自满。”龙盛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勇一直记得 2003 年
习近平同志调研时说的话，这让企业暗下“不进则退”的决心。

就在习近平同志视察后一年，龙盛集团提出打造“百年
龙盛”、建设以化工为支柱产业、年产百亿元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而这一发展蓝图的落脚点，正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

经过“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转型，以绿色智造理念引
领清洁化、连续化、循环性生产技术的层层更新。眼下，龙
盛集团构建起循环经济一体化产业生态园，实现染料、中间
体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牢牢占据全球行业制高点。

不仅如此，依托现有产业生产技术，龙盛集团还衍生出
树脂、材料助剂等新材料新兴产业。2003年龙盛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11.3亿元，2021年增长至166.6亿元，营业收入年
平均增速达15%，净利润年平均增速达19%。

如同从一棵树见一片林，在龙盛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我
们感受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这片热土的活力与追求。

多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为指引，杭州湾上
虞经开区始终坚持产业培育和创新驱动，一方面持续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势推进化工产业集聚与改造提升，“绿色安全、循环高效”优
势不断巩固，以化工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另一方面，快速推进“4+3+1”产业体系培育，打造新材料、现代医药、装备制造
等多条百亿级产业链，实现优势产业集聚，并率先在全省实行“链长制”，打造先进
高分子材料“万亩千亿”大平台。上虞制造业不仅产业基础打得扎实，而且开放度
高、包容性强，发展潜能巨大。 （下转第五版）

寻访杭州湾上虞经开区

，看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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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如何站上C位
——2022年服贸会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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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下午，受“轩岚诺”影响，温岭市石塘镇海面上的巨浪撞击在大坝上，溅起十几米高的浪花。 拍友 周学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新立 叶诗蕾
县委报道组 张泽民）“张老师，下午的
戏曲课照常吗？”“来的来的，村里见！”
每周二和周四，是长兴县小浦镇方岩
村“文艺村长”张秋平下村授课的日
子。一大早，“方岩艺术团”微信群就
热闹了起来。

眼下在长兴，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
像方岩村村民一样，越来越有文艺范。
今年 5 月，长兴县文联整合相关协会、
民间艺术团体等文艺力量，下沉到乡

村、企业、学校，创新打造“文艺共同体”
（下称“艺共体”），引导文艺人才深入基
层授课指导、搜集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
感、挖掘培育文艺积极分子，从而激活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池春水”。

张秋平是小浦镇小学的老师，也
是县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学校和方岩村组建“艺共体”后，
她成了村里的“文艺村长”，一有空就
下村教戏、排舞。方岩村原本就有戏
曲传统，有了专业老师指导，村民们越

学 越“ 上 头 ”，文 化 礼 堂 每 晚 都 有 活
动。据悉，长兴首批成立了 10 个乡村

“艺共体”，来自市县两级文艺组织的
10 位“文艺村长”通过开班授课、挖掘
村庄文化、保护非遗项目等形式，给村
民送去文化大餐。

相对于村庄，不少企业的文艺资源
更加匮乏。“我们公司职工平均年龄不
到 30 岁，年轻人个性强，以前又没什么
集体文艺活动，同事间相处就显得‘高
冷’。”德玛克（浙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亚辉说。
今年 5 月，长兴县文联在德玛克公

司建立首个企业“艺共体”，为职工开设
摄影、美术、书法和写作等 4 个兴趣班，
派出县作协主席等担任特约老师，每周
六下午到企业授课。一开班就吸引了
50多名职工报名。

企业生产部长杨峰一直想学摄影，
有了县摄影家协会老师的手把手指导，
进步神速。

（下转第五版）

长兴创新打造基层文艺服务共享机制

艺共体，文艺“大咖”下村入企
长兴创新打造基层文艺服务共享机制

艺共体，文艺“大咖”下村入企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

●●“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
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

●●“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五版）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

领航中国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学习之路—学思践悟迎盛会·生态文明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