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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贤君 市委报道组
陈华栋）日前，浙江红狮物流有限公司
按照协议约定，将公司注册地从兰溪迁
移至义乌，预计年营收达3亿元，上交
税费2477万元，有力实现项目量和质
的提升。

2019年，省委巡视组在对义乌商
贸服务业集聚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经
济责任审计时发现，集聚区招引的红狮
智慧物流园项目投资方未按协议约定
将其实体公司注册地迁移至义乌的问
题，一直未整改到位。

针对省委巡视组反馈的红狮项目问
题，义乌、兰溪两地经过多次会商，秉持
县域经济“一盘棋”发展理念，最终将浙

江红狮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地从兰溪迁移
至义乌，巡视反馈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其间，在省、市部门的指导下，义乌、
兰溪两地相关部门开展密切协作，税务
部门及时对接迁入涉税事宜，明确留抵
税额迁移和后续开票政策，并帮助企业
完成税务迁移事项办理。市场监管部门
就迁入迁出手续办理问题提前对接，确
保案件处置、未落实事项等档案资料准
备充分，实现手续办理一步到位。

为深化成果运用，义乌还打出巡视
整改“组合拳”。针对招商引资项目管
理，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强招
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整改落地
生根，进一步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县域联动促巡视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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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琳 通讯员 陈澄
姚祥燕）“消防专用”被译成Special
Fire（特别的火），“小心水池”被译成
Careful Pool （小心的水池），“金蒜
炝腰片”被译成Fried Waist Slices
with Golden Garlic（金色大蒜炒人
腰片）……近日，杭州市外办联合浙江
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组织开展
一年一度的外语标识巡查工作，这些

“神翻译”被专家和高校师生志愿者一
一纠正。

城市公共服务场所英文标识是国
际友人认识杭州的重要窗口，体现着城
市管理的国际化水平。为进一步规范
杭州公共服务场所外语标识，避免译写
错误、翻译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2019

年8月，杭州市政府成立了规范公共外
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杭州规范
公共外语标识工作专家委员会，开展外
语标识语规范工作的决策咨询、导则编
制、翻译审核、定期巡查等工作，让杭州
公共场所的外语标识有了“官方标准”。

“公共服务场所的外语标识作为语
言景观，是人文景观的一种，也是城市
面貌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杭州对外形象
展示的‘招牌门面’。”杭州市规范公共
外语标识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赵伐介
绍，杭州市外办已搭建外语标识纠错平
台“随手拍”，市民进入“杭州外事”公众
号，就可以通过“问题标识拍一拍”栏目
进行投诉或提出意见、建议，也可以通
过“译写导则查一查”查询正确的译文。

规范公共服务场所外语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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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山 钱洁瑗 通讯员
王宁池）企业纠纷调解、外地工人身份
证补办、安全防范培训……连日来，江
山市“欧派·亲清助企警务站”业务繁
忙，随着户籍业务、交管业务、治安业务
的入驻，企业员工可以在这里享受一站
式服务。今年以来，衢州公安通过打造

“铁军护航·警助共富”品牌，将全市8
个重点企业社区、商圈社区的驻企警务
室升级为亲清助企中心（站、室），导入
公安部门、涉企部门、社区的服务，及时
掌握企业困难、需求，解决企业问题。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做好营
商服务。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汪
名六表示，亲清助企中心（站、室）协同
执法、人社、服务中心、生态等部门常态
化联勤，从“法律服务、政务服务、打击整
治、知识产权保护、矛盾化解、网络应急
处置”六方面，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位于衢州市高新南企业社区内“华
友控股集团”的警务站在今年5月升级为

“亲清助企中心”。企业副总裁方圆说：
“家门口的派出所，也是企业门口的服务
综合体。”

驻企警务站变身助企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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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诸暨 12 月 12 日电 （记者
干婧 通讯员 石琦立 共享联盟·诸暨
周雨文）12日上午，作为高能级产业
创新平台的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正
式在诸暨揭牌。

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由诸暨市
政府与中俄联合实验室共建，于今年8
月注册成立，坐落于诸暨市科创园。实
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教授、俄
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帕夫连科教
授、西安交通大学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建华教授领衔，聘
请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国铁科院、俄
方高校及研究机构等专家教授担任理
事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组建了一
支院士领衔、专家担纲、精英汇聚，并以
博士、硕士为核心骨干的研究团队。

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将立足诸暨，

辐射长三角地区，针对材料科学领域的难
点，开展材料表面处理和材料本体增强方
面的基础理论及多学科交叉应用的关键
共性技术研究，以材料创新赋能产业革
命，为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等领
域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形
成一批标志性前沿新材料创新成果与典
型应用，抢占未来新材料产业竞争制高
点，把诸暨打造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
料产业高地和一流的新材料科创高地。

为进一步激发创新裂变培育新动
能，诸暨市明确今年为“高能级创新平台
突破年”，打出优化创新生态、集聚创新
要素“组合拳”，在全面提升现有创新平
台能级的基础上，引育并举，加快布局高
能级产业创新平台，通过与国内知名高
校、大院名所合作共建实验室（研究院）
的方式，推动创新平台赋能产业发展。

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揭牌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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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宁璐 通讯员
陈倩清）“到这里宣讲，我感到特别
亲切，因为这里是我的母校，在座的
很多都是曾经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
恩师……”近日，党的二十大代表、舟山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张赛芬走进自己的
母校定海第一中学，向学校退休教师及
舟山市教育服务中心教师代表等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了第一时间把“冒
着热气”的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基层，
从北京返回舟山后，张赛芬已连续开展
了40场不同形式的宣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教以来，张赛芬已

连续担任33年班主任，其中有18年同
时担任两个甚至三个、四个职校男生班
班主任。“职校生普遍存在基础薄弱、学
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但我始终坚信只
要肯努力，人人皆可成才。”数十年来，
她一心扑在学生身上，每天6时多就到
学校陪学生早读，晚上10时多，看着学
生寝室的灯一盏盏熄灭才安心回家；创
新开展“同伴教育”，让高年级学生带低
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在张赛
芬的努力下，一批批职校生实现了“蜕
变”，有的成为企业技术骨干，有的成为
民营企业家。

在张赛芬看来，产业工人的技术
提升是经济稳进提质和实现共同富裕

“扩中提低”的重要基础。2018年，张
赛芬赴四川达州支教，不仅大大提升
了所带班级的学习成绩，回舟山时还
带回了一批渴望知识的孩子。舟山职

业技术学校与四川宣汉职业中专就此
开启东西部合作办学，张赛芬成为大
山孩子的“舟山妈妈”。“现在他们当
中有很多人已经扎根舟山，成为单位
里的技术骨干，有了不错的收入后还
为老家的父母买了新房。”张赛芬自
豪地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
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这也对职业教育提
出了更高要求。”张赛芬说，新时代需
要高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也呼唤大
国工匠，“我会更加积极肩负起培养
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使命与担当，为我
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人
才支撑。”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透彻的
讲述，引来现场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

“宣讲很生动，让我看到咱们职业教育
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今年79岁的张
胜娣是张赛芬高中时的班主任，她既欣
慰又感动。

临近中午，张赛芬匆匆踏上返校之
路。连日来，她白天完成教学工作后马
不停蹄地穿梭在高校、部门、乡镇等地
开展宣讲；晚上则根据不同宣讲对象，
不断调整优化课件内容，只为让宣讲更
加入脑入心。

“叮！”这时，张赛芬的微信响了，是
一条来自学生家长的留言：我以前一直
认为儿子上职高不光彩，不愿意告诉同
事，您的宣讲让更多人了解了职业教
育，我也不再觉得职高学生低人一等，
我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演讲的张老师是
我儿子的班主任！

这一刻，张赛芬会心地笑了，脸上
的疲惫一扫而空。

二十大代表张赛芬走进母校谈职业教育

用心用情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党代表在基层

12月12日，杭州城北体育公园内的槭树红黄浸染，色
泽绚丽，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槭”彩如画

近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国角
浙江日活动上，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作
为中国唯一的乡镇代表，发布了《生物
多样性友好乡镇规划指南》地方性技术
规范。

这是全国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
镇地方标准，也是龙观乡继去年受邀参
加COP15第一阶段会议平行论坛后，
再次亮相COP15并发布重磅成果。两
年两次，浙江的这个乡镇凭啥屡屡闯进
全球会议？它的故事带来了哪些思考？

一

这几天，龙观乡的宁静被一个重磅
消息打破：凭借生物多样性，该乡连续
两年登上世界级平台，向全球介绍龙观
经验。村民们没想到，曾经默默无闻的
家乡会以这种方式“出圈”。

我国地大物博，自然环境复杂多
样，生物种类更是丰富，为什么这个小
乡镇能吸引世界的目光？

“与它的绿色竞争力分不开。”海曙
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雷军说，
龙观乡地处宁波四明深山，73平方公里
丛山连绵，森林覆盖率达85%，目之所
及皆是绿色，森林之下更孕育着多姿多
彩的生物。

一组数据很直观：四明山海曙区域
约有2250种动植物，包括白颈长尾雉、
中华水韭、南方红豆杉等国家一二级保
护动植物 25 种，受威胁物种 31 种。
2021年确立的全球两栖动物新种“道
济角蟾”，最初也在龙观乡一带被发现。

“我们和动植物更亲近了。”在龙观
乡生活了8年的新居民智永静，对“生
物多样性”这个词的最大感触，是河边
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白鹭，家附近就有昆
虫小屋、百草园和森林学堂等，“就像走
进了动植物园”。

除了天然禀赋，让世界选择龙观乡
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这里处理人与自
然和谐关系的方式，能被借鉴和推广。

和大多数中国乡镇一样，龙观乡
也曾徘徊于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的
矛盾中。2007年，该乡明确发展绿色
经济的定位，贯彻“封山育林”政策。
从此，乡里的规划建设都以环境匹配
和生态保护为前提，为生物多样性

“让路”。
之后，龙观乡不仅成为浙江较早开

展GEP价值核算的乡镇，还率先打造
了全球首个“寓建光伏”产业模式。因
为光伏屋顶，这里的李岙村每年减排二
氧化碳598吨，售电为村集体增收60余
万元，不仅带动全乡4个村的数千户村
民用上免费“光伏电”，“屋顶上的光伏
故事”还出现在今年的全球减贫伙伴研
讨会上，被介绍给了中外100多名与会
嘉宾。

对自然的尊重、对生物的友好以及
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让这个“养在深
闺”的山区乡镇越来越展现生物多样性
之美，最终惊艳了世界。

二

生物多样性为什么重要？因为它
使地球充满生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

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早
在1992年就签署了全球首个《生物多
样性公约》。

这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十分相符。去年10月，COP15领导
人峰会在云南昆明举办，习近平主席提
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四个
倡议”。

在这次COP15上，龙观乡党委书
记虞挺介绍，自己的家乡正通过政府、
专家、企业、民众等多方发力，创建中国
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以此赋能乡

村振兴，促进百姓共富。
创建从去年底开始。龙观乡探索

将生物多样性融入乡村治理和村民生
产生活全过程。比如，赶在四明山环线
公路施工前，将上百株珍稀植物移到宁
波植物园；以木头为主搭建栈道和观景
平台，减少侵占生物生存空间。

虞挺带了一份特别的伴手礼到大
会——200罐龙观乡土特产红茶。茶
叶来自向阳舍慢生活农场。创始人杨
晋良2013年来到龙观乡开展茶叶种
植、加工和销售，现已将种植面积扩大
到1018亩，信心就来自于这里的生态
环境。小小的茶叶，已为乡里带来300
多万元经济效益。

同样得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龙观
乡5个村的专业养蜂户最近尝到了甜
蜜的味道。蜂农何松才算了一笔账，乡
里引进的新业态中蜂生态平衡保护基
地项目，提升了蜂农养殖水平，已让他
们户均增收3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龙
观乡的生态法则，村民们把生态保护当
成日常习惯。“哪怕是小花小草，我们都
舍不得采；包农产品时，也尽量用环保
袋。”80多岁的村民洪安方感触很深。

依托20多个生物多样性体验点，
龙观乡旅游业也迎来新发展。今年前
11月，该乡旅游业营收额达6300万元，
已超去年总和。村民们说，保护“绿叶
子”还是充实“钱袋子”，在实践中找到
了平衡点。

三

如今，走进龙观乡，村口是宁波（龙
观）生物多样性友好体验馆，半山古村里
有中华蜜蜂科普体验基地，外牌楼水库
上游在规划建设鸳鸯湖基地项目……这
些都成了乡镇新晋网红打卡点。

这次亮相联合国的中英文版《生物
多样性友好乡镇规划指南》地方性技术

规范，就来自于龙观乡的生动实践。
标准起草小组负责人、中国计量大

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虞伟说：“建设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
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生
态友好，不仅要保护自然，更要投资自
然。”

保护自然，意味着在建设项目开发
中，尽量减少对林木的破坏，注重物种
保护，改善生物栖息环境；而投资自然，
除了开展环境治理，还要投资绿色基础
设施，比如建设湿地、扩大森林面积等，
增加自然资本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今年2月，龙观乡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阶段性成果，被收录进
COP15官方数据库，成为全球入选的
42个单位之一，也是浙江唯一。

参会嘉宾们对龙观乡的故事赞不
绝口。美国阿帕拉契亚绿色走廊主任
Melanie Lelievre说：“要学习龙观乡
发展和保护两不误的做法。”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政策倡导与会员动
员高级主任Josip Pervan表示：“龙观
乡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的建设经验值
得世界各国借鉴。”

生物越多样，地球越生动。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这需要带动每个人行
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像龙观乡这样的绿色样本，浙
江还有很多：湖州被COP15大会认定
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金华出台
磐安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标准，衢
州发布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关成果，丽水发布《丽水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白皮书……这不仅仅是一个
乡镇、一个市县的绿色发展雄心，更是
全体浙江人坚定保护生态、推进共同富
裕的决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只有
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拥有
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小山乡凭什么闯进COP15
本报记者 钱 祎 陆斯超 应 磊 通讯员 冯 瑄 孙 勇

著名摄影家、浙江日报高级记者徐永辉70多年来坚持将镜头对准基层，为农民拍了大
量照片，报道了许多农家故事。他的作品《历史的回声》《陪嫁的“传家宝”》《一户农家半世
纪》等享誉全国。从业以来，他始终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和群众站在一起。图为徐永辉
(右一)回到他长期跟踪采访的台州市黄岩区宁溪山区为当地老农拍照留念。拍友 张良 摄

老记“回家”看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