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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本报讯 （记者 黄珍珍）“‘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日，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沈铭权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
民”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生动诠
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

如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民生优享新水平？沈铭权表示，对标对
表报告中关于民生民政工作的部署要
求，我省民政系统正以守好“红色根脉”
的政治自觉，锚定争当奋力推进“两个
先行”排头兵、勇当全国民政事业高质
量发展领跑者的总目标，高水平打造

“现代社区”“浙有众扶”“浙里康养”“善
行浙江”“暖心服务”五张金名片，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实现全体
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困难群体
和老年群体，都是民政工作的重点。”沈
铭权说，我省正在深化分层分类精准救
助，加强救助与就业、养老、医疗等政策
有机衔接，提升社会救助整体效率和质
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省将加快
推进“浙里康养”建设，让浙江老年人享
受有保障有质量有活力的美好生活。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的神经末梢，当前浙江正在推进城乡
社区现代化建设。“报告提出，‘健全基
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这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和现代社区建
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沈铭权说，我省
将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推动基层群众自治水平
持续提升，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
进社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便民服务
优质高效。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民生优享新水平
——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沈铭权

贯彻二十大精神系列访谈

本 报 杭 州 12 月 8 日 讯 （记 者
钱祎 通讯员 周可）“秩序井然走天
下，绿水青山永不老。”8日，伴随着悠扬
的普法歌声，省司法厅、省普法办举办
的“浙40年 与宪法同行”纪念现行宪法
公布施行四十周年暨第二个“宪法与浙
江”主题宣传月活动在杭州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朗
朗上口的原创法治歌曲和普法快板、新
颖有趣的非遗法治茶点等各种各样接
地气的普法形式，吸引 50 余万名网友
在线观看。刚荣获第七届全省学生“学

宪法 讲宪法”活动高校组一等奖、来自
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王彩萌，围绕“普
法、学法”主题进行演讲，从身边人、身
边事讲述什么是宪法以及与宪法有关
的故事。当天，活动还进行了 2022 年

“我与宪法”优秀视频展播。
此外，省普法办官微“浙江普法”开

展“我们一起学宪法”征集活动，广大网
友围绕宪法元素，聚焦法治护航美好生
活，踊跃晒出学法片段，累计话题阅读
量达 1.2 亿人次，营造了全民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浙40年 与宪法同行”纪念活动启动

新能源汽车，近来很“热”。
继嵊州、仙居之后，比亚迪电池项目

再次选址永嘉；前几天，吉利极氪工厂宣
布今年产值已破百亿元；浙江造车新势力
零跑汽车，也在今年成长为百亿级企业。
记者在梳理浙江11个设区市今年单体投
资最大制造业项目后发现，其中5个是新
能源汽车产业⋯⋯

犹如一匹势不可挡的快马，新能源
汽车产业已成为当下浙江工业经济增长
的主引擎。

但面对新能源汽车的“热”，不能少
了“冷”思考。浙产新能源汽车，步子到
底快了还是慢了？现在的狂热投资会
成为明天的过剩产能吗？记者就此采
访了多位专业人士。

增速快但体量尚不占优势

新能源汽车，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
的一抹亮色。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已连续7年居全球第一，保有量
占全球的一半。仅 9 月，中国新能源汽
车 销 量 就 达 70.8 万 辆 ，渗 透 率 达
27.1%。与之相比，美国市场 9 月新能
源汽车销量为 8 万辆，渗透率维持在
7.2%，这已经是仅次于中国和欧洲市
场的水平。全球更多国家的新能源汽
车开发尚处于早期阶段。

“可以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国
产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赢得了一
次对传统燃油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机
会。”省汽车工业技术创新协会副秘书
长仇斌认为。

面对这一风头正劲的新赛道，全国
各地纷纷加码，浙江也不例外。

浙江有竞逐新赛道的资本。
从新能源汽车头部品牌来看，浙江既

有快速转型的传统燃油车品牌吉利，也有
近年来快速崛起的造车新势力合众、零
跑。合众7月至10月连续4个月销量位
列全国造车新势力第一，零跑汽车则成为
继“蔚小理”之后第4家登陆港交所的新
造车企业。头部企业越多、实力越强，行
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才越大。

从新能源汽车体量来看，9月，浙江
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首次突破
10%。在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群雄并

起、新入局者纷至沓来的格局中，浙产
新能源汽车已占据一席之地。

从新能源汽车增长势头来看，浙江后
劲十足。数据显示，9月浙江新能源汽车
产量达7.7万辆，同比增长254.4%。同期
全国平均增速为1.2倍，浙江高出全国平
均一倍。

“当然，放眼全国，浙产新能源汽车
体量尚不占优势。”仇斌说，如老牌汽车
强省广东，当前仅比亚迪一家车企的产
销量，就远超浙江全省。就在不久前，
比亚迪第 300 万台新能源汽车下线。1
月至 9 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
为 119.62 万辆；同期，浙江新能源汽车
产量为41.62万辆。另据深圳当地媒体
报道，前 9 个月，比亚迪累计销量已达
118万辆。

不难看出，从全国来看，浙产新能源
汽车增速快，但体量仍不占优势，还需要
奋力追赶。

不能再走烧钱的老路
“传统燃油车时代，浙江汽车产业

发展有过成绩，也遭遇过波折。如今，
新能源汽车时代，浙江铆足了劲争上
游。”省经信厅高端装备处（汽车产业
处）相关负责人认为，浙江抢抓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窗口期时不我待。

就在近期，浙江果断调高了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目标。根据新发布的《浙
江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征求意见稿）》，到 2025 年，力争新
能源汽车年产量达 120 万辆，占全省汽
车生产总量比重超过60%，较去年发布
的《浙江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60 万辆”的目标增长了一
倍。事实上，浙江正在冲刺今年全年产
量60万辆的目标。

竞逐这一新赛道，浙江决心有多
大？记者从省经信厅了解到，今年浙江
605 个重大制造业投资项目中，100 多
个项目跟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不难
发现，风口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
为浙江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

同时，伴随这些投资项目先后落
地，目前，围绕新能源汽车，浙江在整车
和电池、电机、电控三大核心部件上，都
作了布局。加之浙江有汽车零配件产
业的传统优势，一个相对完备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已经形成。

不但浙江各地政府部门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情有独钟”，汽车企业投资布
局的步伐也在快马加鞭。一位熟知投
资的业内人士透露，比亚迪在嵊州的电
池项目，一期已经投产，二期有望明年
投产，“搁在以往，这种百亿级别的大项
目，没有 5 年，投资额是很难到位的，这
个项目两年就投完了，足见民营企业争
分夺秒抢抓窗口期的紧迫感。”

新能源汽车“热”的背后，是怎样的
产业发展逻辑？

“如今，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明显

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仇斌说。当前，国
产新能源汽车产业一路高歌猛进，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经过多年的市场培
育，目前新能源汽车尚处于对传统燃油
汽车的快速替代阶段。“但是，窗口期并
不会太长。”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博
士生导师、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
盟特聘专家熊树生说。而这正是当下
地方政府加紧布局新能源汽车，也是以
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头部整车品牌拼
命布局抢占市场的根本原因。

熊树生认为，一旦新能源汽车占比
足够高，趋于饱和，新能源汽车品牌之
间便会进入残酷的厮杀阶段。最终，在
残酷的厮杀中笑到最后的才是大赢
家。目前，不论地方政府还是整车企
业，都在不计成本地奋力一搏，想要集
聚足够的优势，成为最后的大赢家。这
也是充分竞争行业的必经之路。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面对这波新能
源汽车产业热潮，国家正在适时“踩刹
车”。公开信息显示，国家新能源汽车购
置补贴政策将在今年底终止，到明年底，
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也将到期。

“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两项支
持政策到期之后，需要将更多注意力放
在自身盈利能力建设上，不能再走烧钱
的老路。”省经信厅高端装备处（汽车产
业处）相关负责人解释，当前新能源汽
车整车企业普遍难盈利，能否跨过这一
关口，将决定下一步的发展。

到2025年，浙江力争年产120万辆新能源汽车

浙产新能源车，步子能否再快些
本报记者 夏 丹 通讯员 徐招玺 王骏骋

浙报观察

本 报 杭 州 12 月 8 日 讯 （记 者
王柯宇 刘健） 记者从首届全球数字贸
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内唯一
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全球性的
专业博览会——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
览会（下称“数贸会”）将于 12 月 11 日
至14日在杭州举办。

本届数贸会围绕“数字贸易 商通
全球”主题，由有“欧洲硅谷”之称的爱
尔兰担任主宾国，北京、上海、四川担任
主宾省（市），旨在搭建展示数字经济、
数字贸易发展成果的高水平盛会和互
利共赢合作的重大国际性平台。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展会面积共8万平方米，汇集了包括亚马
逊、特斯拉、阿里巴巴等境内外800余家
数字贸易头部企业参展。这些参展企业
将全面展示技术产品的新动向，届时，参
会来宾可以现场参观汽车机器人自动驾
驶、态势感知一体机等诸多新技术、新产
品，现场体验数字人民币亚运场景、3D
数字分身体验舱等互动项目，见证全球
数字贸易领域的各类首发、首秀、首展。

本次数贸会也将聚焦数字产业前
沿议题，围绕数字贸易产业、平台、生
态、制度、监管五大体系，举办之江贸易
论坛主论坛、DEPA 与数字经济合作高
峰论坛、世界直播电商大会等一系列高
层次论坛会议，开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
会先锋奖（DT奖）活动，发布“2022全球
数 字 贸 易 行 业 企业 Top100 评选”、

《2022数字贸易企业百强榜》、《中国数字
贸易发展报告（2021）》等一批研究成果，
全力打造全球数字贸易领域“风向标”。

积极发挥数贸会溢出效应，助力展
商变成投资商。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结合浙江数字产业优势和未来发
展趋势，展会期间将积极开展一系列投
资洽谈配套活动，共同推动产业项目落
地。同时，还将采用多种合作形式签约
一批重磅项目，聚焦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和绿色低碳发展，围绕数字经济、总部
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
产业，着力引进一批数字贸易龙头企
业、优秀品牌和发展基地，培育浙江数
字贸易发展新优势。

800余家数字贸易头部企业参展

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1日起在杭举行

800余家数字贸易头部企业参展

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1日起在杭举行

本报杭州12月8日讯（记者 陆遥）
8日晚，浙江省舞台艺术“1111”人才计
划结业典礼在浙江省音乐厅举行。

2020 年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磅
推 出 青 年 领 军 人 才 培 养 项 目 ——

“1111”人才计划，旨在选拔当前舞台
艺术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通过为期 3
年的培养，推出一批德艺双馨的“名编、
名导、名角、名匠”。

“1111”人 才 计 划 辛 勤 耕 耘 ，迎

来丰收。36 位培养对象先后完成主
创、主演作品 300 余部，在各项重大
人才和作品项目中摘金夺银。其中
10 位培养对象先后夺得“梅花奖”魁
首、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省宣
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等国家
级、省部级荣誉；40 余部主演主创作
品先后荣获“文华奖”、“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等国家
级重大奖项。

省舞台艺术“1111”人才计划结硕果

处理污水污泥的工厂，怎么反而成
了影响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污染
源？日前，记者来到舟山普陀区展茅街
道，实地了解情况。

展茅街道螺门村位于舟山本岛东
北部，是一个背山面海的渔业村，目前
常住居民约4500人，村子环境整洁。

可是，记者刚走到螺门村村口，就
闻到一股明显的酸臭味。“这些气味，来
自附近的污水处理厂和污泥预处理厂，
幸亏这些天气温低，不然异味还要重，
我们家连门窗都不敢开。”路过的一名
村民无奈地说，10多年前污水处理厂刚
建好时，问题还不大，没想到这些年异
味越来越明显。

位于村子西北侧的污水处理厂，
离最近的居民住宅不到 300 米。记者
走向厂门口，隔着口罩也能闻到飘散
的酸臭味，越靠近厂子，异味就越重。
污水处理厂大门上挂着“展茅污水处
理厂”的牌子，其实里边是紧挨在一起
的 4 个“ 运 营 主 体 ”，分 别 为 建 成 于

2007 年的展茅污水处理厂、2018 年的
展茅 3000 吨/日污水应急处理系统、
2021 年的普陀海洋生态创新谷污水处
理厂和 2022 年的展茅 3000 吨/日污水
应急处理设施，处理的污水主要来自
螺门河西岸的普陀经济开发区展茅工
业园 80 余家企业排放的废水。除展茅
污水处理厂产权单位是舟山市水务集
团，其他 3 家产权单位均为普陀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

“展茅工业园的企业中，有 40 余家
水产品企业，废水排放量相对较大，且
废水中蛋白质含量高，异味比一般废水
浓烈。特别是其中 5 家生产鱼糜的企
业，平均每家每天在高峰期排放的废水
达 2000 吨。”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
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主任贝佳利说，为
满足污水处理需求，这些年，他们连续
新建了3家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后，会沉淀一些污泥，这
些污泥会运到 300 多米外、位于螺门村
正北方的浙江科诺尼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污泥预处理厂区进行发酵处理，再运
出集中处理。记者走到距污泥预处理

厂区约百来米处，同样也闻到了一股浓
烈异味。厂区面积约 4000 平方米，里
边用于发酵污泥的设施有 3000 平方米
钢棚，敞开的大门两侧垃圾堆积如山。
记者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被异味刺激
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科诺尼属于民营企业，2019年7月
进入普陀经济开发区负责污泥预处
理。除了处理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
沉淀物外，它还处理普陀区其他污水处
理厂的污泥。该企业控股人杨砺平承
认，企业在进行污泥预处理时，确实有
异味产生，而且南风天气味会比较重。
随着周边企业的发展，他们在旺季时日
处理量超过 75 吨，由于污泥堆在车间
的时间过长，导致异味散发比平常多。

负责螺门片区工作的展茅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贺维科也表示，这些异味确
实主要来自污水处理厂和其下游企业
污泥预处理厂，“有的在配套设施没有
完善的情况下匆匆投入运行，整体工艺
水平较低，对周边群众的生活有影响”。

针对异味问题，螺门村村民从五六
年前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相关部门

反映，但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普陀分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多次对
污泥处置单位立案查处，督促其整改，
但在推动各方形成合力方面存在问
题。同时，污泥处置需求与集中处置能
力建设衔接上存在问题，尤其是一些应
急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后，异味处理、
污泥转运跟不上，导致异味散发。

目前，展茅街道已联合普陀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联合成立了螺门片区建
设提升领导小组，并初步列出了整改
清单：对目前的污水处理厂和污泥预
处理厂进行整改，改进工艺，减少异味
排放；对水产品加工厂进行整改提升，
力争在春节前能基本消除异味对村民
的影响。此外，普陀区政府也已指定
普陀城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一个
日处理能力 3 万吨以上的高标准污水
处理厂。

截至发稿，普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已将污泥预处理厂区关停清场。对展
茅工业园的污水污泥处理问题，本报将
持续关注。

普陀展茅工业园环保设施越建越多，空气异味为何越来越重——

污水污泥处理厂成了污染源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本报丽水12月8日电（记者 杨世丹
通讯员 黄舒妍） 8 日，全球濒危物种
百山祖冷杉保护成果发布暨国际传播
纪录片《百山祖》开机仪式在丽水举行。

自 1963 年丽水市百山祖上首次
发现 3 株第四纪冰川孑遗植树——百
山祖冷杉后，59 年来，为拯救这一“植
物活化石”，无数科研人员不断探索，
攻克了百山祖冷杉繁育难题，尤其是
在嫁接、种子育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百

山祖园区已成功培育母树种子实生树
83 株，母树下自然萌发幼苗 600 余株，
建成野外种群基地 82 亩，回归种植
4000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CUN）全球理
事兼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马克平表
示，百山祖冷杉这一幸存物种将逐步摆
脱极度濒危状况。

百山祖冷杉逐步摆脱极度濒危

金华市新能源汽车小镇零跑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新能源汽车生产热火朝天。 共享联盟·金华 胡肖飞 摄

本 报 长 兴 12 月 8 日 电 （记 者
来逸晨 通讯员 唐豪） 正值冬修农田
水利黄金期，8日，记者从全省冬修农田
水利现场会上获悉，浙江计划到 2030
年，高质高效完成520万亩高标准农田
新建任务，改造提升300万亩高标准农
田，在全国率先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记者了解到，截至11月底，浙江水利
项目完成投资 636.9 亿元，提前完成
3086 个水利民生实事项目，直接惠及
1328万人和69万亩农田。全省农田基

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但仍有520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未建成高标准农田。如何提
升农田基础设施、打通水利“毛细血管”、
提高农田防灾减灾能力等，是浙江农田水
利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道重要命题。

目前，浙江正开展全面农田基础设
施现状调查，制定更科学的高标准农田
规划。今明两年，我省计划安排农田水
利建设项目 2850 个，建设规模为 143
万亩，总投资 88 亿元。此次现场会启
动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1035 个，总投资
32亿元。

浙江投32亿元建设农田水利浙江投32亿元建设农田水利

12月8日，后印刷——第三届CAA国际版画三年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展出中外艺术
家近400件版画作品，全方位呈现版画艺术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12月8日，后印刷——第三届CAA国际版画三年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展出中外艺术
家近400件版画作品，全方位呈现版画艺术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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