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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州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陈久忍） 近日，台州市政府、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联合发布《台州湾科创走
廊发展规划》（下称《规划》）。11 月 22
日，台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规划》相关情况。
台州湾科创走廊规划面积 115 平

方公里，以中央创新核、椒江科创谷、永
宁江科创带、环飞龙湖科创生态圈为区
域核心，构筑“一核三片多点”科创空间新
格局，从西到东布局形成“科技创新—
孵化加速—产业承载”的全链条创新体
系，实现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有
效辐射带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

《规划》明确，台州湾科创走廊围绕

打造长三角沿海创新发展带南翼的核
心枢纽、全球有影响力的产业技术创新
高地的总体目标，力争建设全国民营经
济创新驱动转型样板区、长三角新智造
技术创新先行区、浙东南产科教融合创
新活力区。

《规划》提出，台州湾科创走廊要充
分发挥制造业基础扎实的优势，突出民
营经济创新特色，重点聚焦医药健康、
智能装备、光电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航空航天等特色优势领域，不断培
育创新型产业集群，筹建技术创新中
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
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助推台
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台州湾科创走廊发展规划公布台州湾科创走廊发展规划公布

本报杭州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李灿 通讯员 龚婵婵） 22 日，全省检
察机关深化新时代检校合作工作推进
会在杭举行，通报了浙江检察机关检校
合作五年工作情况，并发布十大标志性
成果，包括重点课题合作研究、专家互
动挂职体系、“双百”行动进高校、检校
司法实务论坛、特色理论研究基地、案
例研究中心、高端教育培训平台、博士
后工作站、全域统筹实践教学、检校合
作数字平台等。

浙江三级检察机关创新推行检校合
作机制始于2018年，通过与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等18所高校签约合作，持续推进理论研
究、互聘互派、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四大
平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已建

立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56个；建立法
治化营商环境研究、网络犯罪研究、企业
合规理论研究等特色理论研究基地 15
个；设立专家团队工作室65个、聘请专
家咨询委员191人；检察机关接收高校
实习生2917人，其中165人在毕业后通
过选调、招录加入浙江检察队伍。

省检察院还成立案例研究中心，聘
请全国知名高校法学专家参与研讨具
有示范指导意义案例 132 个，其中 6 个
被最高检采用为指导性案例，32 个被
最高检采用为典型案例。

“浙江检察机关将深化新时代检校
合作，携手撬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与
检察实务的多赢杠杆，打造更具全国影
响力、浙江辨识度的检校合作标志性成
果。”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表示。

我省发布检校合作十大标志性成果

本报讯 （记者 尤畅 何伊伲）“党
的二十大高举旗帜、总揽全局、引领复
兴，宣示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全面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为我们奋
进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日
前，舟山市委书记何中伟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舟山市委坚决贯彻中央和
省委部署，建立任务清单，一项一项抓
好落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
贯彻走深走实，做到学习培训全面覆
盖、宣讲宣传广泛深入、贯彻落实见行
见效。

舟山作为海岛城市，该如何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和浙江“两个先行”在舟山
的生动实践？何中伟表示，海域海岛是
舟山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在舟山的生动实践，关键在于探
索走出一条海域海岛现代化的路子。
舟山要以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深入学
习、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
开放”。舟山要向海开放、向海图强，按
照“一岛一功能”布局，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高地。对标

国际先进，推动自贸试验区系统集成创
新，力争形成更多改革实践成果。

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海洋经济”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舟山要把发展
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
发挥资源禀赋，在绿色石化和新材料、船
舶装备制造、可再生能源、现代渔业等方
面，建设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推动空间
重构、产业重塑。专精特新企业是现代
海洋城市的创新动力和活力所在，要加
快培育一批海洋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企
业，做强实体经济，提升产业能级。

舟山有许多海岛，面临着经济薄
弱、公共服务性差、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小岛，居民最年轻的
也快 60 岁，大多是七八十岁，养老问题
尤为突出，民生需求更为迫切。为此，

舟山启动了“小岛你好”海岛共同富裕
行动以及嵊泗海岛共富县域综合试点，
目的就是推动海岛振兴，改善民生褔
祉。按照“一岛一品”规划小岛功能定
位，发展特色经济，提升海岛风貌，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让日渐凋敝的海岛重新
焕发活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没有绿色发展就不是高质量发展。
海洋是我们的生态家园。要始终把海
域海岛生态保护摆在优先位置，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永远呵护好舟
山的好空气和碧海蓝天。着力推动能
源结构转型，建设一批氢工厂和低碳零
碳生态岛；积极推进企业碳减排，加强
近岸海域污染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推动海岛绿色发展。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率先实现海岛现代化
——访舟山市委书记何中伟

贯彻二十大精神系列访谈

本 报 杭 州 11 月 22 日 讯 （记 者
严粒粒 王璐怡） 11 月 22 日，《笔墨当
随时代》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
分上、下两册，收录了微信公众号“浙江
宣传”创号一百天内发出的 202 篇原创
文章，涵盖理论洞见、传统文化、媒体锐
评等多个领域。

“浙江宣传”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牵
头创办，于今年5月30日正式上线。在
公众号首篇文章《我们来了》中，直言创
办原因是要进一步用互联网思维推动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明确在这个平
台主要展示和解读全省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分析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阐
释浙江的改革发展，并表示要做到主动
发声、直击热点、解剖难点。

“浙江宣传”成立以来坚持每天更
新，因其“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迅
速“出圈”。《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
危险信号》《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
上》等 原 创 文 章 更 是 成 为 全 网“ 爆
款”。《笔墨当随时代》最大特点，就是
全文收录、不删不减、原汁原味，如实

呈现文章全貌，呈现“浙江宣传”微信
公众号的文章风格。

据悉，本书每篇文章前精心设置了
一个“金句板块”，摘取文章中最精华的

句子，方便读者阅读。与此同时，该书
在发行时同步推出电子书和音频书。

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

“浙江宣传”百日文集出版

11 月 22 日起，《笔墨当随时代》在浙江全省铺开发售。图为杭州新华书店庆春路购
书中心《笔墨当随时代》专区。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拜喆喆 通讯员 王凯） 据杭州海关统
计，1 月至 10 月，杭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4.3 万
份，签证货值 134.42 亿元，RCEP 项下享惠进口 9.96 亿元，
为企业实现进出口税收优惠1.49亿元。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生产的聚酯制品、塑料制品远
销日本、泰国、越南等多个RCEP成员国。根据RCEP降税
安排，仅公司出口到日本的“其他聚对苯二甲酸乙酯切片”
一项产品，就可享受 3.1%至 2.5%的关税减免。1 月至 10
月，该公司共获取126份RCEP原产地证书，涉及货值1.26
亿元。“除了出口商品可以享受关税减免，帮助我们拓宽外
部市场，我们从新加坡进口的原料也可以享受 5%的协定
税率，低于最惠国税率 0.5 个百分点。”公司国际销售部关
务李梦娜说。

出口商品提升市场竞争力，进口原料享受优惠，浙企
正乘上 RCEP 的“东风”。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杭州海关通
过日常进出口数据筛查，主动联络部分可享惠但未申领原
产地证书的企业，一对一介绍降税机制，指导申领方法。
同时，针对原产地认定规则、商品在不同国家享受不同协
定税率等难点，开设线上课程，安排专窗专人现场提供业
务辅导。

海关、商务部门还与企业建立联络微信群。“我们遇到
一些申报、归类、办证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提问，回复得也
很详细。”荣祺食品罐头（杭州）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张月红
说，荣祺食品主要生产出口贡菜、脆梅等食品。“我们的脆梅
销往日本，此前一直没有适用优惠税率。RCEP生效以后，
脆梅的税率从 12.5%降到了 10.5%，为我们打开了销路。”
张月红介绍，RCEP 生效以来，公司共申领 13 份 RCEP 原
产地证书，累计享受税收优惠7万元。

此外，针对纺织、石油化工、机电等行业重点企业，行
业协会与杭州海关联合，梳理企业申报难点、出口国准入
标准，更精准地送政策上门，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智
能审核模式，优化 RCEP 智能享惠应用，方便企业更高效
获取优惠。

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前十月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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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宣传”百日文集《笔墨当随时代》。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本报杭州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严粒粒） 22 日，“赓续兰亭——2022
兰亭书法社双年展”在浙江美术馆举
行。展览以“赓续兰亭”为主题，旨在赓
续守正创新、因时相传的兰亭精神，倡
导“快乐写书、文化惠民”，以打造“人文
浙江、书法高地”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160多幅参展作品中，既有立足
原始文本的重构，亦有觞咏畅叙的创
作；既有连缀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亦
有回望湖山、寄情自然的艺术旨趣；既
有体现笔墨创作特色的修身养性，亦有
反映时代精神的守正创新。参展艺术

家不仅有名家、学者，还有公务员、企业
家、科学家等各界人士。他们以作品寄
托怀古沉思，讴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与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

兰亭书法社自2012年创立以来，始
终秉持“立社为公，学术为宗，服务大众，
中西交融”的宗旨，自觉肩负起传承书法
艺术精神血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责任。至今，兰亭书法社双年展
已举办五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
厅、省文联、中国美院指导，兰亭书法
社、浙江美术馆主办，美术报协办，将持
续至12月6日。

2022兰亭书法社双年展启幕

本报桐乡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宋彬彬 通讯员 吴锋 姚莉） 22 日，
2022 年浙江省“强国学习日”活动在
桐乡市河山镇堰头村正式启动，由省
市学习平台携手推出的全省“循足迹
学报告”宣传展示活动也在堰头村的

“学习强国”线下互动体验空间正式亮
相。

“强国学习日”活动是建好用好“学
习强国”的重要载体，是我省广大学员
用户的共同节日。自2020年首次举办
以来，省市学习平台携手联动，策划了
很多覆盖全省各地、深入党员群众的系
列学习活动，把学习资源送到学员用户
的家门口，始终体现浙江“学习强国”平

台建设立足基层、面向基层、服务基层
的导向，充分激发全省各级单位和广大
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

我省“学习强国”平台建设在基层
落地生根，创新亮点不断涌现，形成良
好的发展势头。以堰头村为例，该村围
绕“书香润泽 静美堰头”发展定位，成
功打造了全国首个“学习强国”主题乡
村。村内建有桐乡市首家伯鸿乡村书
屋，连续14年举办育才奖评选，崇德好
学之风盛行。除了党员积极参与“学习
强国”学习外，其他村民也纷纷受到带
动加入进来。在这里，每天有700余位
村民通过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开展理
论学习。

浙江省“强国学习日”活动启动浙江省“强国学习日”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沈听雨）“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日前，在浙江体育大厦，从北京
国家游泳队集训回到杭州的党的二十
大代表、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游泳系
运动员汪顺，向 40 余名浙江体育系统
的青年代表等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讲
述了他参加二十大的经历和感悟。

其实，党的二十大结束后，汪顺就
已经在国家游泳队党支部集体学习
中，向队员、教练等进行了一次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这段时间，我一直

在反复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每一次宣讲，都让我能更深入地去感
悟、理解。”汪顺说，每每想起参加二
十大的时光，自己都心潮澎湃。这段
宝贵的经历，也让他有了更多跳出竞
技体育、全面看待体育工作的机会。
记者看到，他的讲稿上，满是圈圈画
画的痕迹。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运动员，我们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能够有这么
好的训练保障条件，得益于党和国家对
我们的培养。”汪顺拿自己的亲身经历
举例，他曾三次征战奥运会，最终在东
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子 200 米混合泳的
冠军。他说：“从顽皮少年到奥运冠军，
我更加明白中国运动员的成绩离不开
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支持。我们要用优

异的运动成绩回报党、回报国家、回报
人民。”汪顺很珍惜当下科学训练、保障
全面的备战条件，也号召广大运动员都
能珍惜机会、苦练本领，肩负起为祖国、
为梦想而战的光荣使命。

在汪顺看来，年轻一代是国家体育
事业的生力军，比如明年的杭州亚运会
和 2024 年的巴黎奥运会，就是新时代
中国体育健儿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朝
气的好时机。他希望能结合自己职业
生涯经历以及在日常训练生活中的心
得，以身作则，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
给更多年轻运动员，激励大家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更好地为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力量。

作为浙江体育系统唯一的党的二
十大代表，汪顺还结合浙江体育工作实

际谈了想法。体育是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的重要载体，当前，杭州亚运会正在
筹办，这是让浙江作为“重要窗口”充分
展示中国精神、中国实力和中国自信的
一个平台。他说：“只有依靠每个人的
付出，才能汇聚成浙江体育的磅礴力
量。作为运动员，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
拼搏，为国争光、为省添誉。”

如今，国家游泳队的冬训已经开
启。汪顺也将通过体能和专项测试等，
进一步查漏补缺，发现短板并进行改进
提高。他表示，将带着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收获继续锤炼自我，力
争在国际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特别
是在明年“家门口”举行的杭州亚运会
上创造佳绩。他说：“为国争光一直是
我坚定的初心使命。”

二十大代表汪顺激励青年运动员——

为祖国为梦想而战
党代表在基层

11月22日，小雪节气，薄雾笼罩下的
杭州西湖如同一幅水墨画，别具韵味。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水墨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