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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杭 州 11 月 29 日 讯 （记 者
王柯宇 来逸晨） 据杭州市气象台预
计，受寒潮影响，未来 5 天杭州日平均
气温都将低于 10℃，11 月 30 日起正式
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季。同日，嘉
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等地也正式
入冬。

气候资料显示，杭州常年入冬时间
为 11 月 28 日，今年入冬时间与常年基
本持平。

受此次寒潮影响，我省日平均气温
降温幅度大部地区可达 12℃到 15℃。
目前，气温已进入“速降”通道，多地出
现气温倒置现象。以杭州为例，11 月
29 日 1 时，气温为 17.3℃，而到了中午
12时，气温只有13.5℃。这样的降温还
在继续，预计11月30日傍晚到夜里，最
低气温只有4℃左右。

据省气象台预计，这轮寒潮影响将
一直持续到 12 月 2 日。其中，12 月 1

日、2 日早晨气温将是本轮寒潮影响的
“谷底”，全省大部地区气温或将创新
低。届时，沿海地区气温在 3℃到 6℃，
其他大部 1℃到 3℃有霜，山区零度到
零下2℃有薄冰。

进入冬天后，我省部分地区或将迎
来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预计 11 月
30 日浙中北山区局部有雨夹雪或小
雪。12 月 1 日浙中北山区局部有雨夹
雪或小雪，浙西北平原局部有小雨或雨

夹雪。
寒潮来势汹汹，畜禽容易因抵抗力

下降而致病。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专家
提醒广大养殖户应加强畜禽饲养管理、
防控疫病，对于初生仔猪、保育猪，可利
用红外线保温灯、保温板、暖风炉等设
施进行供热。

从12月3日起，全省气温会缓慢回
升。由于气温变化幅度较大，气象部门
提醒市民及时增加衣物、做好保暖。

浙江多地今正式入冬
周六起气温将缓慢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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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嘉善县农技专家为草莓种植户讲解农作物越冬知识。
本报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盛明珏 王洁 摄

11月29日，受冷空气影响，杭城持续降雨，气温下降。图为游客顶着大风游西湖。
拍友 里尔 摄

本报讯 （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
嘉善 宋依依） 近日，嘉善在线推出“志
礼嘉”时间银行平台，点燃当地群众参
与志愿服务的热情。

“线上存储善念，线下支取爱心，
激励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嘉善县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志礼嘉”时间
银行平台是嘉善建设的志愿服务激励
平台，入驻了“志愿浙江”重点应用专
区。“志礼嘉”时间银行平台利用数字

化手段，将县域内志愿者参与志愿活
动的信用时长转化为“善积分”在线上
存储，同时融入“时间银行”的理念，为
每个志愿者开出“账户”存储积分，志
愿者可凭账户上的积分在线下换取礼
品奖励。

嘉善“志礼嘉”时间银行平台经过
两个月的试运行，目前累计兑换 10 万
小时的信用时长，全县志愿服务日均
参与人数较平台上线前提升 10%。

嘉善“志礼嘉”时间银行平台上线运行

线上存储善念 线下支取爱心

本报舟山11月29日电（记者 钱祎
陆斯超 何伊伲） 29日10时，第10次赴
海外执行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圆满完成赴印度尼西亚访问和
医疗服务任务，回到了母港舟山某军港。

入列14年，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
航迹遍布3大洋6大洲，为24万余人次提
供医疗服务，实施手术 1400 余例，不仅
执行海上医疗救治任务，还承担起地震、
台风、疫情等医疗救援任务，无私救助了
无数生命⋯⋯这艘满载着国际人道主义
精神的“大白船”，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

命之舟、和平之舟、友谊之舟、文化之舟，
是新时代闪亮的“中国名片”。

如今，全球疫情仍在肆虐，“和平方
舟”顶着风险再次远航，充分显示了一
个大国的大爱与担当。

11 月 10 日至 18 日，“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在印尼雅加达开展友好访问，并
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
提供为期 7 天的医疗服务，共诊疗当地
患者 13488 人次、开展手术 37 例，赢得
国际社会好评。其间，医院船迎来了入
列以来的第7个“和平宝宝”。那对年轻

的父母感激地将孩子起名为“小方舟”。
印尼当地群众敬佩于“和平方舟”

医生的高超技术，也惊叹于船上医疗设
备的先进。此次随船首次走出国门的，
还有磁控胶囊胃镜、舰船专用静脉全麻
机器人、新型便携式内镜等先进医疗设
备。多次随船出行的军医说，这些医疗
新科技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为世界人
民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正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潘永录
所说，“和平方舟”作为一个窗口，让印尼
人民、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

国海军。14 年来，通过“和平方舟”，不
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外国民
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海外友人赞誉，“和平方舟”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她不仅仅是一艘医院
船，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
同 体 的 一 个 典 型 缩
影。她的 10 次出国执
行任务，如同中国伸出
的友爱之手，诚恳而有
力，让中国同世界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结束第10次海外任务

“和平方舟”，回来了！

法国比赛结束，回到杭州看到热闹的接机队伍，那一
刻，马宏达才相信，自己真的“火了”。

10 月下旬，马宏达在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
一举摘得桂冠，为中国赢下了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第一枚
金牌。

很快，互联网上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00后”“刮
腻子”“冠军”⋯⋯无数网友为这位靠技能在世界舞台上脱
颖而出的年轻人感到骄傲。

“刮腻子”，并不简单。在比赛中，选手的作品误差不能
超过 1 毫米，安装隔音棉要平整干净、抹灰要光亮平滑、贴
线条要又快又准⋯⋯

为什么马宏达做到了？在与马宏达和教练徐震的交流
中，记者找到了答案。马宏达不拘泥于已有的经验，总是和
教练不断交流探讨新的想法、创造新的方法，不断打破技术

“天花板”。
马宏达的父亲是一名装修工，他上初中时，就常在周末

跟着父亲打下手。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小伙子怎么总是“灰
头土脸”。马宏达却觉得，能帮父亲拧拧螺丝、装装房门，是
一件既有趣又有成就感的事。

初中毕业后，马宏达进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学习建筑
装饰专业。他的天赋逐渐被发现，获推荐参加学院的世赛
梯队选拔。

马宏达至今都记得老师和他说的第一句话：“要做好吃
苦的准备。”

接下来的日子，参加选拔的学生每天都与水泥、石膏
板、砖块、瓷砖为伴，结束训练时都是一身尘土。参加选拔，
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学生的忍耐力。马宏达却从中找到
了乐趣，并成功进入了学院世赛团队，确定往抹灰与隔墙系
统项目方向发展。

刚加入世赛团队，马宏达表现出众，但成为“国手”，对
当时不到 20 岁的他来说还是个遥远的梦。直到 2019 年，
师兄高宇宙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为国家拿下一枚银
牌，马宏达在颁奖台下看到大家都在为师兄欢呼鼓掌，每个人就像是自己获奖一样
开心。“这场景，我一下‘燃’起来了！”从那时起，马宏达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选手，
渴望为国出战。

在第 45 届世赛结束后，马宏达在训练上对自己“下狠手”。每天早上，他都会
运动 1 个小时，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始终保持在顶峰状态。结束运动，他便开始近 8
个小时的集中训练——搭接与组装石膏板和轻钢龙骨、安装隔音棉、抹灰⋯⋯高强
度的训练，马宏达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

再苦再累，马宏达都挺了过来。然而，2022年6月，他收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取消的消息，饭桌上，平时大大咧咧的马宏达忍不住泪流满面。直到得知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将在法国举办，他才重新振作起来。

“马宏达极度忠诚于自己的热爱，对目标有强烈的渴望。”徐震说，只要给他机
会，他的一腔热血绝不会让人失望。冠军头衔，只是对马宏达天赋、热爱与努力的
回报。

“取得金牌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逗号。我想回到学校，争取帮助我的学
弟学妹，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技能人才，让更多人走上世界舞台。”如今，马宏
达已与母校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签订入职协议，这位世界冠军正在开启新的人
生篇章。

用热爱点燃人生
—
—记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马宏达

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李

灿

蒋欣如

奋斗者 正青春

本报讯 （共享联盟·婺城 王静姝
记者 陆欣） 近日，在金华市婺城区城
北街道残疾人之家的爱心助残超市里，
残疾人收银员仔细完成扫条形码、核对
价格等操作后，将顾客需要的货品递
出。一旁的其他成员正在整理货品。
在残疾人之家管理人员的协助下，超市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是婺城“1+4”现代社区暖心助
残服务的一项举措。近年来，婺城立
足辖区残疾人工作实际，聚焦智力、精
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就业难问题，积
极为他们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不
断拓宽残疾人灵活就业的新路子，让

更多的残疾人家庭享受美好生活，共
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婺城区残联还
升级搭载区人社局“重点群体就业帮
扶”驾驶舱系统，让残疾人共享就业岗
位招工信息。截至目前，已有 400 余
家按比例就业企业通过系统申报，实
现安置就业残疾人 900 余名，2022 年
新增残疾人就业 135 人。同时，婺城
区残联针对社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需求，分类别、多层次开展残疾人职业
技能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2022 年集
中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3期，培训
受益 300 余人，为残疾人灵活就业铺
路搭桥。

婺城开展现代社区暖心助残服务

为残疾人灵活就业铺路搭桥

11 月 29 日，2022 和合文化全球论
坛在天台举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
个浙江的小县。会场内外，“和合文化”

“共同发展”“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
关键词，不断被提及。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之一。穿越千年的历史尘埃，在当
下依然绽放光彩。

今时今日，在天台举办这一国际性
的论坛有何深意？当下，和合文化又能为
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
问提供哪些启示？借本次论坛的契机，我
们在这里邂逅“和合”，共话“和合”。

一片思想沃土

抵达天台，在入城口看到“和合之
城”四个大字立在“莲台大地艺术”形象
上，似乎在向八方宾朋诉说这座和合之
城的底蕴。这里荟萃了天台山、国清
寺、济公故居等和合文化地标，背后的
故事和传说流传至今，其中蕴含的和合
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钟灵毓秀的天台山下，千年古刹国
清寺旁，就是本次和合文化全球论坛的
主会场。天台，也是该论坛的永久会址
所在地。选址在此，颇有讲究。

漫步国清寺，我们看到道教人物王
子乔被奉为护法伽蓝，只见他一身道士
装束，端坐在吸纳儒教精华的佛教寺院
中，承担着护法重任。在这块神奇的土
地上，儒家的“天人合一”“致中和”，道家
的“道法自然”“天和”，佛家的“众缘和
合”“圆融”等观念，得到了有机融合。韩
国驻沪总领事金胜镐对于儒、释、道三家
能在这里并存感到惊喜，在他看来，这种
和谐共存，如今显得尤为珍贵。

正如作家王旭烽在此次论坛上发
布的新书《向天台》中所说，天台山博大
精深，若要言简意赅，便是两字：和合。
天台山是一个象征和合的中国文化符
号，是一座和合之山。

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以人地和合、
人际和合、身心和合为核心的和合思想
之花，就这样在这片沃土中生长起来。

从历史回到当下，来自世界各地的
专家学者，又因为“和合”而汇聚此地，共
享一场碰撞火花、凝聚共识的和合盛

宴。如此，在和合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举
行这样一个全球性论坛，意义更为深远。

一项浙江实践

会议间隙，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天台
四处逛了逛。目光所及之处，和合公
园、和合书院、和合书吧、和合雕塑、和
合糕点、和合街道、和合非遗展示厅等，
和合标识处处可见。

值得称道的是，一直坚持把和合文
化浸润在城市山魂海魄中的台州，这里
的人们早已将这一精神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从学校到家庭，从企业到社区，
和合文化不仅出现在书籍中，也能在现
实生活里找到模板。

天台县委书记杨玲玲表示：“我们
发现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脉络，感悟其
当代价值，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潜移
默化地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追求
物质条件、经济指标，更追求幸福指数，
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
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是对和合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立足省域层面，当前，全省上下聚
集文化之光，高水平建设文化强省，打

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在这一背景下，传
承弘扬和合文化有了更深远的意义。

和 合 文 化 、阳 明 文 化 、南 孔 文
化 ⋯⋯ 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引领浙江
文化事业、文旅产业发展支撑力量的文
化标识，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铸魂塑
形赋能。接下来，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
和合文化？如何结合时代让更多人了
解、爱上和合文化？如何多角度、多形
式讲好和合故事？如何让和合文化在
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需
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

一种中国智慧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台州学院和
合文化研究院院长何善蒙表示，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典型代表，和合文化
应该有着更高的站位和立场，要跳出台
州、跳出浙江，面向中国乃至世界来讨论。

论坛现场，与会专家学者在探讨中
达成共识——深入阐释发扬和合文化，
或许能成为应对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一次破题。

今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五大挑战，其中包

括全球地缘战略紧张局势、生存攸关的
气候危机、深度且日益加深的全球互不
信任、数字世界的黑暗面和新冠疫情的
全球蔓延。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合文化
或许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个“解题思
路”。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表示，倡
导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和”文化，对
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增强可持续发展动
能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
长鸠山由纪夫认为，当今世界最不可或缺
的哲学就是和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的友爱精神，在尊重自我尊严的
同时尊重他人，就是真正的和合理念。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表示：“当
今时代，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也
是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
家，不同的文化、文明，以各自的方式在
互联网高速传播，在这种环境下，和合文
化的价值是倍增的。我们需要以和合文
化来塑造内心，这样才能同舟共济。”

论和合，命运一体，美美与共。与
会专家学者期待，作为中华文化典型、
作为浙江文化标识，和合文化能更好发
挥中外文化交流纽带的作用，为推动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润物无声的力量。

在浙里遇见“和合”
——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沈听雨 林 婧 杨 群

刘晓庆

今天，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世界
怎么了，世界怎么办”是很多人的疑
问。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永恒
之变”是贯穿时代的“唯一不变”。政治
安全风险上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生
态环境不容乐观，大自然频繁给人类

“出考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
化浪潮涌动。人类向何处去，未来走什
么样的路，也许我们能从中华和合文化
中寻找解答疑问、化解危机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坚持“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一种音律构不成美妙音乐，一
种 色 彩 画 不 出 瑰 丽 华 章 ，文 明 同 样

“同则不继”。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
个国际场合提到“和合理念”，主张国
际社会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
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
实现创造性发展”。唯有坚持和合文
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求
同存异、和而大同，才能让世界文明
生生不息。

坚持“互利共赢”的治理观，推动全
球开放合作。和合文化强调“协和万
邦”“天下为公”，古老的东方哲学蕴含
着富有生命力的治理智慧。千百年来，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进博会到
服贸会，从海外扶贫到抗疫国际合作，

中国在合作共赢上给世界作出了表
率。应对全球大变局，各国要以超越国
家利益的格局对人类发展承担相应责
任，优先考虑普遍性公共利益，唯有开
放合作才能共度寒冬。

坚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推动绿
色发展。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生命共同体。唯有秉持和合文化
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应对好
气候环境挑战，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清洁
美丽的世界。

横跨千年，我们再谈和合文化，是要
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东方
哲学的智慧所在，为今日之中国、今日之
世界送上一份开启未来的“锦囊”。

世界怎么办？且去天台寻答案
今日说

11月29日，浙报集团老干部宣讲团来到共建基地——海宁市长安镇，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图为宣讲团成员傅通先（左三）和长安镇青年党员交流学习心得。 拍友 黄曙林 俞吉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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