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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原浙江省物资局局长、党
组书记、离休干部董服海同志（享受按
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3 年 1 月 21 日在杭州逝
世，享年93岁。

董 服 海 同 志 是 浙 江 省 玉 环 市
人，1948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浙江处属游

击 队 文 化 教 员 ，温 州 地 委 办 公 室 行
政科副科长，省物资局化工科、金属
科科长，省金属公司副经理，省物资
局计划处副处长，长兴 8383 工程指
挥 部 材 运 组 副 组 长 ，省 生 产 资 料 公
司 党 支 部 书 记 ，省 物 资 局 计 划 处 负
责人，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
组书记等职。

董服海同志逝世

本报讯 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黄济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
年1月22日在嘉兴逝世，享年77岁。

黄济华同志是浙江省桐乡市人。
1966 年 9 月参加工作，1996 年 8 月加
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湖北省丹江口
水电工程综合加工厂职工，丹江口水利

枢纽管理局子弟中学教师，浙江冶金经
济专科学校教师、数学教研组副组长、
基础部副主任、校长助理，浙江经济高
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处长、教师，民盟嘉
兴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嘉兴市社会主义
学院副院长、市政府市长助理、副市长，
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黄济华同志逝世黄济华同志逝世

本报讯 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
任、党组原书记金家福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3 年 1 月 24 日在衢州逝
世，享年91岁。

金家福同志是浙江省金华市人，
1949年12月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21 军 63 师司令部
译电员、机要股长，团助理员，师干部处

助理员，连队政治指导员，机要参谋、副
科长、科长，陕西省宝鸡地区汽车运输公
司主任、党委书记，浙江省衢州化工厂
102 分厂副主任、副书记，热电厂副主
任、党委副书记、厂长、书记，衢州化工厂
副厂长、党委常委，衢州市（县级）副市
长、副书记，衢州化工厂党委书记，衢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金家福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何伊伲 通讯员 杨辉） 近日，嵊泗推出民宿
人才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首批36名民宿人才被正式纳入县级
人才数据库，为打造共同富裕海岛民宿嵊泗样板和民宿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民宿产业是嵊泗渔农民转产转业的有效途径、渔农村产业
兴旺的重要增长极，以及县域美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当地该
行业从业人员有 6000 余人，约占全县渔农村人口的 25%。“嵊
泗民宿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引领推动。”嵊泗县委人才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民宿经济高质量发展多样化人才需求，嵊
泗建立健全民宿人才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进一步引导海岛民
宿提质升级，推动全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嵊泗此次发布的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不仅面向民宿从业
人员，还覆盖从事民宿顾问指导、开展项目合作的人才。同时，
将符合条件的全县优秀民宿人才分为 5 个类别，给予购房补
贴、贷款贴息、健康体检等待遇保障。外地籍民宿人才还可以
享受本地居民往来嵊泗船票优惠、县域内景区门票优惠等
服务。

在嵊泗花鸟岛打造了花屿爱丽丝民宿的经营者张黎斌，被
列入首批民宿人才名单之中，并被评定为二类人才。目前，他的
民宿三期正在建设中，可以享受信用贷款政策。张黎斌告诉记
者，三期建成后将助力岛上民宿品质提升，带给游客全方位的度
假体验，“人才认定办法不单单只关注到我们人才本身，还考虑
到了整体团队、项目，甚至还有金融支持，鼓励我们民宿经营者
再投资。”

记者注意到，民宿人才在享受政策待遇的同时，还要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比如，向其他民宿经营者分享、传授经营理念和业
务技能，每年参与协会或乡镇、县属部门组织的各类活动不少于
3次。

近年来，嵊泗加快推动“民宿+”产业链发展，实施了“名宿
主”培养工程，通过开发民宿系列培训课程，探索政企、校企合作
机制，充分挖掘和培养优秀民宿人才，还引导鼓励民宿业主积极
参与到民宿高质量发展的课题研究、民宿管理办法的修订等工
作中，凝聚共建共享共富的合力。

嵊泗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保障民宿办得好

，也能评人才

本 报 杭 州 2 月 7 日 讯 （记 者
胡静漪 通讯员 张正华） 7 日，记者从
国网浙江电力公司了解到，2022 年浙
江全社会用电量达 5799 亿千瓦时，较
上年增长 5.17%，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
用 电 量 增 速 分 别 达 19.56%、0.81%、
9.40%和22.46%，全部实现正增长。

2022 年，用电形势受疫情、气候等
因素影响明显，整体呈探底回升之势。
2022 年二季度，工业企业生产受到省
内外疫情影响，半年度全社会用电量增
长放缓至 4.06%。进入 2022 年三季
度，浙江经历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叠
加经济企稳回升，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
超过 1 亿千瓦，7 月和 8 月全社会用电

量增速均超过11%。
分行业来看，绿色数字产业用电

量实现高速增长，体现产业持续转型
的态势。2022 年，新能源车整车制造
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充换电服务
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用电量
增 长 分 别 达 到 33.55% 、47.56% 、
60.57%、44.39%。其中，新能源车整
车制造行业用电集中在金华、杭州、湖
州、宁波等地，杭湖甬三地分别增长
78.23%、23.70%、78.52%。在温州、台
州等地，配套的新能源电池、充电桩制
造、汽车零配件等行业也加快发展。
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则集中在杭
州、湖州等地，两地分别增长 74.18%、

23.69%，占全省行业用电 93.28%，逐
步 形 成 全 省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核 心
地带。

从各设区市来看，2022 年全省各
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得
益于绿色石化基地新投产能，舟山以
35.47%的增速大幅领先其他设区市，贡
献全省全社会用电增长量的16.77%。

2022 年，浙江持续推进能源结构
绿色低碳转型。国网浙江电力公司加
快新能源并网工程建设，全年并网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电力748.8万千瓦，创
历史最高纪录。在消费端，通过煤改电
等方式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56 亿千瓦
时，减少生产生活用能中的燃煤消费；

提供电动汽车充电电量 6.1 亿千瓦时，
充 电 次 数 2326.53 万 次 ，分 别 增 长
36.89%、48.77%，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
人的选择。相较之下，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产业用电量增速
回落，体现社会总体能效提升。

受多重因素影响，居民用电量也大
幅增加，同时反映出生活用能电气化水
平较高。高温之下，2022 年 7 月、8 月，
居民用电量分别增长41.24%、57.72%；
2022 年 2 月、12 月，因疫情因素居民居
家 时 长 增 加 ，带 动 用 电 量 分 别 增 长
77.92%、83.56%。2022 年全年浙江省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907.39 亿千瓦
时，增量达166.42亿千瓦时。

2022年浙江全社会用电量较上年增长5.17%

绿色数字产业用电量高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 王波 通讯员 朱越
薛文静） 每 4 小时自动读取分析数据；
水质超标，后台系统自动报警；智能分
析污染因子⋯⋯近日，随着宁波市鄞
州区福明街道杨木碶河水质自动监测
站的运行，该区水质自动监测站增至
63 个。这意味着鄞州区实现辖区内国
控、省控、市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全
覆盖。

自启动水质监测自动化建设以来，
鄞州区先期在市控以上断面建成 9 个
水质自动监测站，形成覆盖全区各重点
水系地表水水质监测的骨干网络。伴
随着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的广

泛应用，自动监测网络进一步扩大，去
年该区又完成54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建
设，覆盖全区36条主要干流河道断面。

通过对地表水水质24小时在线全
自动远程动态监测，生态环境部门能预
警潜在环境风险，及时掌握主要流域重
点断面水体的水质状况，并通过大数据
共享，对相关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有效
完成水质变化监测，定期出具水质分析
报告，与断面所属镇街及相关部门进行
对接，为科学治水提供数据支持。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鄞州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自动监测站网络形
成，鄞州治水进入“大数据时代”。

鄞州36条主要河道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水质好不好，数据来预警

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
本报台州 2 月 7 日电 （记者 许峰

共享联盟·路桥 王恩兴）“厂区西门口
排水管线因为施工被堵，不在雨季之前
改造好，我怕到时候排水能力不足，会
有雨水漫厂的风险。”7 日下午，在台州
市路桥区新年第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上，
豪达（浙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娄云初夹杂着方言“吐槽”。面对娄云
初抛出的问题，在了解具体情况后，路
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李利
群接过话题，很快就回复了解决方案。

从排水管道、员工吃住的小细节，
到产能扩大、用地指标、业态转型的大
问题⋯⋯这场“开门问计”的座谈会上，
35 位企业家代表不谈成就，只讲困难；

主管部门不作推诿，现场答复。
“这场座谈会特别‘尖锐’。”飞达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荣兵是企业家座
谈会上的常客，“有难题找政府，我们只
要把产品做好，把业务做起来就行。”

2022 年，生产特种线缆的飞达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值达4.38亿元，比上年
增长25%。“现在整个市场开始复苏，我
们预计产值将达到 6 个亿。”施荣兵说，
旺盛的订单需求，也让他有一些担心，

“此前，我们月均耗电 30 万到 40 万度，
今年大概需要50万度。”

在“开门问计”时，施荣兵提出自己
对能耗的担忧。会议还没结束，主管部
门就已经给他策划了能源储备、太阳能

等用电方案。
“这几年来，产值一直增长，想扩大

生产规模，无奈没有多余空间。”中策永
通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卫也说出
了诉求，希望在这场“零距离”交流会上
找到答案。

为解开土地资源不足、开发效率不
高、发展空间受限的症结，路桥区正纵
深推进低效地整治、闲置地盘活“两个
万亩”行动，开展跨乡镇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在今年力争实现做地、储备、出让

“三个千亩”。
“去年我们产值超 10 亿元，是路桥

区亩均税收前十强企业。”在了解政府
一系列措施之后，陈学卫有了更大的抱
负，将企业的产值目标进行了上调，今
年 中 策 永 通 的 目 标 是 实 现 产 值 15
亿元。

“‘讲’是一种信任。”路桥区委书记
潘崇敏说，只有真正了解企业需要什
么、遇到什么难题，才能进行精准的助
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厚植民营经济生长之土。“刚才大
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将进行全
流程管理，凡是回复‘不能办’的，要全
部纳入人大、政协的监督评议。”在座谈
会现场，潘崇敏郑重给出了承诺。

“回娘家办企业就是好。”202 分钟
的“开门问计”后，倍添信心的埃飞灵卫
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榆彬有
感而发。

据了解，路桥还将以“开门问计”的
方式，进一步做优政企沟通机制，做实
诉求解决、全程监督闭环，优化营商环
境，努力打造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路桥政企面对面开门问计

企业家“吐槽”，政府现场解难

武义：18条举措关爱企业

本报武义2月7日电（记者 宋哲源
徐贤飞 共享联盟·武义 李增炜） 企业
关心的“小事”，折射发展的大势。7日，
武义发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
工程”行动方案，从闭环解决企业经营
的用水、用电等小事入手，推出围绕政
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生态环
境、人文环境等5个方面的18条主要举
措。

记者注意到，“18 条”看似琐碎，实
则细心，其中包括“提高电网供电能力，
提升不停电作业计划占比至98%以上”

“无外线工程获得用水时间由 4.5 天缩
短至 2 天”“企业退税 5 个工作日办结”

“商业纠纷司法解决时间从半年压缩至
3 个月”“健全拖欠账款举报投诉机制，
一般投诉事项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开
办企业‘一环节、半日办、零费用’”等。

对于“18条”，浙江巴赫厨具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和平喜上眉梢：“公司新盖的
18 万平方米厂房，原本需要 5 天时间审
批用电方案，现在1天就可以全部搞定。”

企业也有开门“七件事”：用水、用
电、退税、用地、收账等。政府提供的服
务方不方便，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
甚至生存。“作为山区县，我们从企业

‘身边小事’着手，把政府办事时限再精
准量化，倒逼部门用心服务企业，从而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武义县发改局
副局长王冠俊说。

据了解，为保障这些举措落地，武
义成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双
组长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
程”领导小组，对部门进行督查，形成闭
环管理。在后续工作中，武义还将定期
评估通报各部门单位、镇街村社政务服
务不优、损害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全
面打响“办事不用求人、办事依法依规、
办事便捷高效、办事暖心爽心”的营商

环境品牌。

越城：真金白银为企赋能

本报绍兴 2 月 7 日电 （共享联盟·
越城 严立明 记者 王佳） 7日上午，在
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的绍兴三
花新能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里，企业员
工已全部返岗。工人正在忙碌而有序
地进行成品质检工作，助推企业开年

“快速起步”。

“前两天，刚刚到账了一笔 800 元
现金券，今天又领到了 3000 元的春节
期间在岗补贴。”老家在贵州的员工卢
珍秀告诉记者，从 1 月 31 日开始，许多
在越留岗过年的员工陆续收到越城区
人社局发放的“新越城人”消费券。此
外，企业发放的春节用工补贴也逐步到
位，进一步激发员工干劲，冲刺“开门
红”。

近日，越城区出台“1+9+3”政策。
其中，“1”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9”
是三农、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科技、文
化、人才、金融、开放型经济等九方面专
项政策；“3”是总额 300 亿元的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科创文旅三大产业基
金。记者了解到，该政策囊括财政奖励
10 亿元、降本减负 30 亿元、基金支持
300 亿元的“大红包”，预计惠及企业

（市场主体）超5000家。
越城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往年类似的补贴政策往往在该年年
末公布。今年提前在年初出炉该政策，
将有利于企业提前按照政策内容做相
应努力，从而争取更多的补贴。

“后续，我们将在政策的知晓度、精
准度、便利度上下足功夫，进一步协调
平衡对上与对下、前端与末端、普惠与
增量三对关系，迭代优化，快兑直达，充
分发挥政策的杠杆撬动作用，为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越城区发改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企惠企，各地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阮帅 共享联盟·
嵊州经济开发区 钱辰曦）“心里有些
舍不得，但也很激动！”近日，在中国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看着企业独立自主研
发的首颗卫星“江苏测绘星”发射升空，
在现场的浙江蔚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李栋非常兴奋。

李栋告诉记者，此次发射的卫星重
约 15 公斤，主载荷为一台微小型高光
谱相机，是中国已发射的同级别卫星中
幅宽和分辨率最高的微纳卫星之一，综
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研卫星奔赴太空，这对企业来
说是一次突破，对嵊州航天航空产业来
说也是一则重大喜讯。”嵊州经济开发
区（高新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一家商业航天企业，蔚星科技主营
商业卫星的设计、研制和数据应用服
务。目前，其总部及卫星研制基地项目
已入驻开发区的艇湖未来科创城，总投

资约 10 亿元，用地面积约 60 亩，项目
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年产大小卫星 30
颗至100颗。

企业通过接收卫星数据进行分析，
能够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交通管理、
自然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农林监测、应
急管理、防灾减灾、金融风控等领域，为
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化改革提供多元数
据支撑和创新型解决方案，有效推动嵊
州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艇湖未来科创城是嵊州市
未来新兴产业提升先行区和高新产业
发展龙头区，也是加速推进剡溪创新带
建设的核心地区。除了商业航天产业，
嵊州还在这里重点布局了5G、数字化、
科创研发、绿色经济等高新业态。目
前，科创城内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景，总投资达 17.4 亿元的艇湖新兴
产业园基础设施 EPC 项目也正在抓紧
建设中。

嵊州布局新兴产业推动商业航天发展

企业自研卫星成功发射

这些天，在湖州东博丝织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人正赶制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织
品。 拍友 张斌 摄

2月7日，在义乌市佛堂蔬菜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管护蔬菜苗。该园采用智慧农业种植技术和现代农业标准化管理手段开展工厂化育
苗，当季涵盖大白菜、辣椒、茄子、番茄等9类蔬菜苗。 拍友 龚献明 摄育苗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