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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观察

本报讯 （记者 刘健 通讯员 喻蔚
糜利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
报告这句话在拥有全省最大高教园的
杭州市钱塘区引起强烈反响。设区以
来，钱塘区强化政府服务，搭建数字化
平台精准匹配产学研，“订单式”培养人
才队伍，走出一条“区校合作”创新发展
新路径。全区 14 所高校的 25 万师生，
成为钱塘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截至今年 9 月底，钱塘区已培育壮
大 1800 多家校友企业，前三季度新增
大学生创业企业 847 家，其中不乏沃镭
智能、美迪凯光电等国家级“小巨人”。
在今年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中，位于钱塘区的高校获奖 45 项，超八
成是校企合作项目。

钱塘区长年活跃着一支由 30 多名
大学老师组成的“科技经理人”团队，浙
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张芮就是其中之一。
年初走访中，她得知沃镭智能有汽车自
动调整臂的智能检测技术需求，便牵线
引入中国计量大学江文松博士团队。双
方合作研发的一项成果荣获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今年以来，沃镭智
能手持订单同比翻了一番。“科技经理人
关键要快速掌握企业深层次技术需求。
我们团队有机电、集成电路等学科背景，
今年已经走访超 300 家企业，帮助 136
个高校研究成果实现产业化。”张芮说。

线下有专业团队服务，线上有“技
术淘宝”撮合。钱塘区上线的产学研一
体化平台“钱塘校融”汇聚 5000 余名高
校专家人才、5000 余家企业、600 余台
大型仪器设备等资源，已成功促成超
300 个科技成果应用产业化。不久前，
杭州洪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舒建
洪团队开发动物疫苗遇到了“佐剂”难
题，他们将诉求发到“钱塘校融”上。很
快，浙江理工大学冯华朋博士“接单”，
蹲点企业协助研发数款新产品，间接提
高企业5%的营收。舒建洪说：“以前寻
找‘外脑’东奔西跑找人脉，现在像发

‘朋友圈’一样高效。”
尝到了甜头，钱塘区把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目光投向未来，融入到高校人才
培养全过程。在浙江西子势必锐航空工
业公司，车间一半以上的技术工人来自
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西子航空工
业学院，不少人参与了C919大型客机项
目。“航空人才培养门槛高，我们与学校
合作开设‘现代学徒制’订制班，提供返
还学费、无息贷款等福利，培养本地的高
素质应用人才。”浙江西子势必锐航空
工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不止于此，今
年钱塘区还联手高校开办生物医药产
业工程师学院，将人才培养延伸到生物
制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截至目
前，钱塘区已打造26个校企合作的现代
产业学院，数量占全省三分之一。

杭州钱塘区探索“区校合作”创新发展新路径

全省最大高教园崛起1800多家校友企业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❶ 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大意义

❷ 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❸ 认真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

❹ 坚持知行合一，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❺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据新华社 全文详见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陈醉 共享联盟·余姚
劳超杰） 10月31日是一代“心学大师”
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作为“阳明故里”，
余姚新晋网红“打卡点”——阳明古镇府
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迎来客流小高
潮，刚过去的一周迎客近10万人次。街
区去年5月开业至今，客流量超过 500
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5亿元，成为余姚
活化阳明文化激活新消费的载体之一。

近年来，余姚持续擦亮阳明文化这
张“金名片”，除了修缮阳明故居、中天
阁等文化遗迹和解码文化内涵等基础
工程外，更搭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阳明文化的大载体、大平台，融入百
姓生活场景，激发内需潜力，并围绕跨
界融合，推动阳明文化“大IP”出圈。

府前路街区坐落在余姚老城区的核
心区块，设计之初便融合王阳明“知行合
一”的文韵，通过内部动线合理规划，营

造出“修心后花园”的体感：石板小路蜿
蜒，古砖古瓦清雅，沿河还设计亲水平
台。主街内，40 余个摊位组成的“阳明
心集市”是街区的又一亮点，国学国艺、
文创手作都可报名摆摊，吆喝创意。

今年以来，余姚不断升级阳明文化
载体。与府前路街区一墙之隔的武胜门
阳明文化商业街区的设计方案已落地，
龙泉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设计方案也已
初步完成。“一山二街区”串联成片，将打
造总投资达139亿元的阳明古镇。

“阳明 IP”在余姚还转化成百余种
走俏的“阳明文创”。设计师李福彬设
计了“一伞知余姚”文创伞，内伞面画着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余姚四贤 Q 萌形
象，辅以亭台楼阁等文化地标。“头批预
售200把，上架两小时就抢售一空！”他
说，自己设计的阳明文创产品已累计销
售几十万元。

余姚以大IP融入生活场景、撬动文旅市场

“王阳明”激活新消费

10 月 29 日，省委改革办（省数改办）公布了 2022 年数
字化改革“最系列”成果，104 项最佳应用、15 项最强大脑、
15项最优规则、15项最响话语分别入选。

这 149 项成果，是一年多来浙江数字化改革成效的集
中体现。从防汛防台、公权力监管等“老问题”，到平台经济
规范化运行、疫情防控精密智控等新挑战，浙江均用数字化
改革给出了全新解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浙
江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化改革，并把它作为省域现代化先行
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船”和“桥”。作为浙
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数字化改革需要向深度和广度进
军，依托先发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持续聚焦重大问题
破解深层次矛盾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数字化改革，持续聚焦
我省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比如，通过数字化改革，重
塑科教体制和人才体制，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又如，以数字化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助力“扩中提低”等。

今年，我省确定了 94 项重大改革、143 个重大应用建
设、21项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这些重大改革和重大应
用，重点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重大机制障
碍和瓶颈制约。

抓好这些关键改革，特别是其中的牵一发动全身重大
改革，来引领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
的推进路径，也是数字化改革能持续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比如，建立健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机制，是我省在省域
层面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益实践。通过数字
化改革，公权力监督从过去的靠“人力”，正逐步转变为依托
大数据监督。基于海量数据、高级算法，“公权力大数据监
督”应用对“算力”进行深度挖掘运用，以数字化进一步推动
正风肃纪反腐，提升监督效能。

截至 8 月，“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已归集行权数据
9600万条，产生红色预警3.7万条，挽回直接损失9500万元。下一步，我省还将推
动改革走向深入，迭代升级“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进一步提高预警发现问题能
力、趋势分析研判能力，并对预警信息进行闭环管理。

“数字化改革，要撬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着力打破与数字时代
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推进经济社会深层次系统性制度性重
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渊说，这是数字化改革一年多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下
一步推动改革的重点。

运用新工具手段方法
提升省域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迈向现代化不能仅凭赤手空拳，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
来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工具手段方法。

数字化改革，解决不少过去想解决却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防汛防台在线”应
用，实现了面对灾情时省市县乡村五级的高效指挥，提升了监测预警、风险排摸、风
险管控、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协同合作等方面能力。在去年抗击台风“烟花”期间，
各地各部门在该应用的辅助下，紧急调拨各类物资 20.6 万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00万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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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如何走深走稳

本报记者

施力维

从西湖到钱塘江再到城西科创大走廊

杭州高度，折射城市跃迁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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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6版

“有人在狭窄的下坡路跌倒，但后面的人潮依旧向前移动”

当事者回忆韩国首尔踩踏事故
〉〉8版

理论周刊重要窗口

秋意浓时，世界互联网的年度盛
会，又一次指向了“乌镇时间”。

2014年，也是在秋天，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启幕，而后永久落户。
这片木心笔下“从前慢”的土地，与日新月
异的互联网相互碰撞、相生相融。

8 年来，世界在变。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加之世界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类迫切需
要携起手来。

8 年来，乌镇在变。千年古镇见证
世界互联网的每一次强劲脉动，传播预
测人类未来的每一个大胆声音，桨声欸
乃里泛起朵朵数字浪花。

唯一不变的，是每年此时，多国政
要、国际组织代表、企业高管、网络精英
和专家学者不远千万里来到乌镇，激荡
观点，寻求共识，推动互联网更好地造
福人类。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走入第九个
年头，又将传递什么？

大国主张

“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非常
美好的寓意——久。

从第一届起到现在的每一届，习近平
总书记或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或
致信祝贺大会开幕，向世界展现了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从 2014 年的“互联互通 共享共
治”到今年的“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
未来”，大会的主题每年都有侧重，紧随
全世界范围内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趋势，为互联网世界提供了
一个平等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可谓历

“久”弥新。
在大会举办期间，不仅有“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
果发布等“经典节目”，每年更有抓人眼
球的“亮眼之作”，比如乌镇互联网国际
会展中心的落成使用；在互联网诞生50

周年时，举办“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
赛总决赛；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蓝皮书等。

新鲜感，是每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带来的最大感受。可以说，大会的每一
天，都是日程满满，让人目不暇接，有

“一日千里”之感。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从世界

各地赶来的嘉宾。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大会的

各场活动前，到场嘉宾早早展开了“非
正式”会晤，他们有的是因为多次参加
互联网大会而成了“老友”，有的是慕名
已久第一次在线下见面的“网友”。在
他们的闲聊中，总能听到技术与灵感的
交流和碰撞。

每年都来乌镇赴约，很多嘉宾不约
而同提到：渴望倾听第一网络大国的声
音。就如“德国互联网之父”维纳·措恩
所说，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互联网，中国
会是未来互联网发展出最强产品和服

务的理想地方。
这不禁让人想到世界互联网大会

举办的初衷——搭建一个平台，一是为
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搭建国际平台；二
是为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中国平
台，让全世界互联网巨头在这个平台上
交流思想、探索规律、凝聚共识。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党的二
十大之后召开，特殊的时间节点也带给
人特别的期待。二十大报告中，“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提法，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也再次宣
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发展数字经
济，把握机遇、克服困难。

正如乌镇的一座座桥，世界互联网大
会连通了空间，更沟通了心灵。

在乌镇读懂一个大国的互联网主
张，这才是“久”的奥秘所在。

（下转第二版）

互联“网”事 历“久”弥新
——写在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夏 丹

1010月月3030日上午日上午，，20222022桐庐半程马拉松赛如约开赛桐庐半程马拉松赛如约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友赶赴这场运动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友赶赴这场运动盛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颖康姚颖康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桐庐桐庐 雷燕雷燕 摄摄

奔跑在金秋奔跑在金秋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30 日 电 10
月 30 日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就 韩 国
首 尔 发 生 踩 踏 事 故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向 韩 国 总 统 尹 锡 悦 致 慰 问
电 。

习 近 平 表 示 ，惊 悉 韩 国 首 都 首
尔 发 生 踩 踏 事 故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 我 代 表 中 国 政 府 和 中 国 人 民 ，
对 遇 难 者 表 示 深 切 的 哀 悼 ，向 遇 难
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此

次 事 故 造 成 数 名 中 国 公 民 不 幸 伤
亡 ，希 望 韩 方 尽 一 切 努 力 予 以 救 治
并做好善后。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韩国
总理韩德洙致慰问电。

韩国首尔发生踩踏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韩国总统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