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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地处浙中盆地，不沿边、不靠
海，属于典型的内陆城市。然而记者在
金华市交投集团蹲点的一周内，听到最
多的却是这些关键词：内陆开放、枢纽中
心、一带一路、国际陆港……

“我们金华既是‘沿海的内地’，又是
‘内地的沿海’。”不止一位交投集团的党
员干部向我们这样介绍金华的“枢纽”地
位。言语间，带着自豪。

自豪是有底气的。这些年来，金华
凭着“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
改革闯劲，牢牢把握“一带一路”、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自贸试验区的叠加战略机
遇，勇敢迎接“内陆开放”这个世界性难
题的挑战。一列列钢铁驼队源源不断，
向西驰骋亚欧，集装箱通过“大通道”，向
东漂洋过海，在“一带一路”上筑就新时
代的辉煌与梦想。

在这里，时时可感受到“走出去交朋

友”的激情。
今年“义新欧”要新增中东欧和东南

亚的线路；与俄罗斯开展有色金属贸易；
建设一批“一带一路”境外服务点；到

2025年班列年发运量要从1100列增加到
6000列……不断扩大朋友圈的冲动和对
未知世界的向往，敢拼敢赢的勇气，仿佛
融入了金华人的血液。

在这里，处处能听到先行先试的发展
新思路。正在建设中的华东国际联运港，
将成为一座国际陆港新城。当地给它3
个定位：“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华东区域集
结中心、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长三
角国际大宗物资集散、交易、交割中心。
新思路的背后是金华再造“金枢纽”优势
的雄心，以及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性布局。

“水通南国八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沿着“一带一路”快速奔跑的一趟趟班列，正
在向世界讲述金华内陆开放的精彩新故事。

一带一路，走出去交朋友
本报记者 朱浙萍 叶梦婷 蹲点地点：金华市交投集团

金华市浙中公铁联运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姚晓华带记者（右一、右二）在华东国际
联运港数智展示中心参观。 本报记者 潘秋亚 摄

因为大海阻隔，身居闹市的人们多
半难以体会小岛老人的种种苦楚。

“该如何让他们分享发展成果、安度
幸福晚年呢？”在前往嵊泗的路上，我的
心里一直犯嘀咕。然而，踏上“舟电 16
号”海缆管理船，登上偏远海岛之后，我
的认知一直在被刷新。

经过近1个小时的海上颠簸，“舟电
16号”的志愿者登上黄龙岛，一忙就是大
半天，细致地为一户户老人的老旧房子
重新敷设线路，耐心地给老人讲解安全
用电须知。

被点亮的不只是电灯，还有生活。
干完自己所长，志愿者们分头给老人送
去药物、口罩、消毒水等生活必需品。

跟着他们熟门熟路的步子，看到他
们与老人互相问候、互致关切时的笑容，
大风中的我，感受到无比温暖。

感受到温暖的不仅仅是老人，还有

送服务上门的志愿者。在村民刘和章家
中，看到刚爬完坡的我气喘吁吁地坐在
阶梯上，91岁的他默默地为我搬来椅子；
和81岁的村民李珍珠交流中，她拉着我

的手，不住地道谢……原来，这是趟“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旅程。

小岛留守老人是舟山人共同的长
辈，也是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背景下不可忽视的小众人群。在
我看来，这样的解法，不是简单的送服
务，而是在不断满足小岛留守老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舟山，“舟电
16号”只是“海上新时代文明实践号”其中
的一员。眼下，它的“小伙伴”越来越多
了，交通船、渔政船、渔民船……根据各自
船舶的特性，精准开展政策宣讲、文艺服
务、代办代缴、送医上门、人文关怀的流动
服务，不仅满足了小岛群众的老年生活、
精神文化需要，还
以问题、需求为导
向，倾听、体验海岛
老人的迫切需要，
进而提供最优解。
小 岛 老 人 的 点 滴
温暖，就是民生的

“大幸福”。

被点亮的不只是电灯，还有生活
本报记者 何伊伲 蹲点地点：“舟电16号”海缆管理船

本报记者何伊伲（左二）和志愿者在海岛送服务。 拍友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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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编者按：为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本报2022年11月21日以来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
伟业”系列报道。第三阶段“进企事业单位”蹲点采访于2022年12月26日告一段落，本报今日推出记者在全省各
地的蹲点调研手记，讲述他们走访基层的感悟。

编者按：为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本报2022年11月21日以来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
伟业”系列报道。第三阶段“进企事业单位”蹲点采访于2022年12月26日告一段落，本报今日推出记者在全省各
地的蹲点调研手记，讲述他们走访基层的感悟。

看美丽风景 听生动故事
——本报记者“进企事业单位”蹲点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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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宁波舟山港5年整，已数不清这是
我们第几次去采访。不过很庆幸，每次
都能从这个“富矿”采到新闻。不论“顺
风顺水”还是“逆风扬帆”，宁波舟山港的
成绩单不曾输过，“学霸”之称名副其实。

“世界第一大港”成绩何以如此之
“稳”？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它大，天然优
势明显。而我还想说，因为它“新”。

这回蹲点，我正好赶上各码头公司
密集组织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时代海港青
年，就是要做‘硬核’力量的创新因子。”
在穿山港区，新入职的00后金恺铃，趁午
休时间在直播间激情澎湃地宣讲。“我们
港口青创团队是此轮宣讲的主力军。大
家不仅创新了宣讲模式，内容也主要围
绕岗位上的业务创新。”金恺铃介绍。

“我们不仅研究如何把箱子吊得又快

又稳，还研究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践行‘双
碳’战略。”同为青创团队成员的王汉栋，
被喻为新能源“捕手”。去年，他牵头搭建
了零碳型生产辅助微电网系统，并成功利

用风能、太阳能发电。
如今的宁波舟山港，95后甚至00后一

线技术人员队伍日益壮大。“正因为‘新鲜血
液’源源不断，东方大港得以创新活力无

限。”穿山港区桥吊班大班长竺士杰告诉我
们，去年他的创新工作室完成迁址新建后，
更像是一个海港青创空间。码头技术能手、
创新达人等经常聚集于此参与“头脑风
暴”。走进新投用的创新工作室，我发现墙
上多了不少“新面孔”。他们年纪不大，却都
是掌握“独门绝技”的骨干，还拥有各自的创
新团队。而在团队成员介绍一栏，我看到身
为“大国工匠”、全国劳模的竺士杰，甘愿当
他们的“副手”。“年轻人脑洞大，我们尽可能
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竺士杰说。

世界第一大港既大且新
本报记者 王凯艺 袁佳颖 蹲点地点：宁波舟山港集团

本报记者（右）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采访。 共享联盟·浙江海港 吴东泽 摄

选哪个村作为“两山合作社”的
蹲点村，一度非常纠结。

说起来，“两山合作社”在衢州各
县（市、区）均有特色亮点，经过多方
了解情况和对比后，最终选择衢江区

“两山合作社”在杜泽老街的项目，主
要出于四方面考虑：

一是这里“两山合作社”项目的
体量较精致，主要是50多间民房，更
容易出成果，这次蹲点可以了解更透
彻一点。

二是这里的“两山合作社”收储
的以房屋居多，和收储山林、田地、水
塘等项目相比，相对属于轻资产，轻
资产就意味着重运营。而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乡村发展离不开运营。

三是杜泽的“两山合作社”已经
结束收储期和建设期，整个团队的重
点都在运营上，在这里蹲点的侧重点
更偏向运营。

四是杜泽老街依然是原生态的老
街，原住民始终在老街上生活。“两山
合作社”收储的房子，和原住民的房子
店面穿插在一起，这样的格局能不能
更好带动村民发展？也值得了解。

“两山合作社”带给老街的变化
也很有意思。在当地，他们有一个6
人运营团队，都是80后90后的杜泽
本地人。“杜泽老街”抖音号上短视频

的选题和文案都是出自他们，然后再
找视频团队拍摄和剪辑。他们关注
新的事物，引进汉服馆一类的新业
态。他们也关注老的传统，不断推出
老街新卖点。

这不是记者第一次来杜泽老街
采访了。作为一条关注度颇高的网
红街，杜泽老街也是记者的新闻观察
点。这次采访，也有新惊喜。

老街上的谢继传统糕点店，经
营者谢志雄就是原住民。他为人
好客热情，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主要
经营桂花饼、鸡蛋糕、芙蓉糕等只有
在杜泽才能见到的小吃点心。他的
店面比记者第一次采访时更大，扩
面是为了打造杜泽桂花饼博物馆，
可以承接研学项目，经营思路非常
开阔。

更重要的是，3年前，我问谢志雄
一年可以做多少营业额，他笑嘻嘻说：

“一百多万元。”这次问了他同样的问
题，他还是笑嘻
嘻说：“两三百
万元。”

有了“两山
合 作 社 ”这 个

“助推剂”，每
一个乡村都值
得期待。

每一个乡村都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于 山 共享联盟·衢江 丰莉莎 蹲点地点：衢江区“两山合作社”

本报记者（中）与衢江区“两山合作社”杜泽老街运营人员在拍摄当地小吃视频。

作为新生事物，民企新闻发言人的
角色该如何扮演？怎样才能扮演好？带
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在温州市康奈集团
开展了近一周的蹲点。眼里有光、手里
有活、心里有人，蹲点期间，该集团新闻
发言人蔡发荣身上透出的三样“法宝”，
让我们心中有了答案。

因为热爱，所以眼里有光。这份热
爱，源于民企新闻发言人对企业发展带来
的改变。蹲点期间，蔡发荣多次向我们
提及，过去一旦有新品发布，他们会习惯
性地邀请明星、租赁场地、布置舞台，动
辄数十万元投入；如今，他会想办法挖掘
产品新的卖点，以鲜活的故事赋予品牌更
深刻丰富的文化价值，融入营销，并借助
各平台发布企业新品，相比过去，现在不
仅成本大幅降低，传播效果也更好了。

因为学习，所以手里有活。推出民
企新闻发言人制度三年多来，鹿城区委

宣传部通过定期举办文化沙龙、媒介素
养培训等活动，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和

助理的业务水平，提高民企的新闻发布
工作能力。蔡发荣不仅逢培训必到，而

且蹲点期间，我们跟着他外出参会时，发
现他总是“缠着”主办方问这问那。

因为心里有人，所以有更强力量。
扮演好民企新闻发言人角色，关键是要
熟悉公司的人和事。蹲点期间，我们注
意到，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蔡发
荣总能脱口而出说出他们的名字。蔡发
荣说，就像一个不断深入基层一线的记
者，通过参与公司大小事务，与公司各种
人打交道，只有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才
能对企业如数家珍。

民企新闻发言人的三样法宝
本报记者 戚祥浩 谢甜泉 蹲点地点：康奈集团

蔡发荣（左二）向本报记者（左一）展示该公司生产于20多年前的鞋子。本报记者 戚祥浩 摄

蹲点青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这段日子，我有一个深切感
受——精神文明建设看似虚无缥
缈，但在青田，它离每个人很近。

“触手可及”的背后，是全县137
个文明实践点，是2917场志愿服务活
动，是32万人次参与群众。若用一句
话形容，那就是“门常开、人常来、活动
常态”。

及时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让党的
理论传播与人民群众需要更好结合，
青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串联起党
群关系，“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正成为可能。当天的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会上，返乡华侨你一言我一
语，共商乡村振兴大计，从推进华侨
要素回流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再到
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热络融洽
的讨论氛围让我不禁感慨：党的方针
政策因下沉到基层而鲜活，党的理论
因联系人民群众而富有生命力。

别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载
着国家大事，它也星罗棋布地分布在
青田各地，“人情味”十足。

在方山乡龙现村，一个个展馆、
景点化身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游
走在吴氏宗祠，我们感受到700年前
家风家训和乡风文明的传承；散布在

村落梯田间的 14 处文化展馆，无一
不显露出当地华侨一心向党的家国
情怀。“润雨无声生万物。我们的考
量是，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加油站’，
让精神文明建设流淌在日常生活
中。”龙现村党支部书记吴立群如此
解释。

学习又实践，既明理又躬行。方
山乡的华侨居民以实际行动回应着
这种情怀。小到“稻鱼共生”主题餐
厅、世界农遗中小学生研学营地，大
到龙脊山光伏电站，一个个投资项目
的背后，正是广大华侨践行先富带后
富、反哺家乡的赤诚之心，这些项目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现出山区
华侨之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

如今的青田，“群众在哪里，文
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愿景正变
成现实。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不断推
深走实，让“文明之花”开遍田间地
头 和 大 街 小
巷 ，青 田 正 以
自己的方式证
明 ，这 条 事 关
每一位村民的
文 化 建 设 之
路，走得通、走
得远。

门常开 人常来“花”常在
本报记者 吉文磊 蹲点地点：青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本报记者（左）在方山乡龙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采访返乡华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