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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兴4月9日电（记者 沈烨婷 通讯员 宋青萍） 9
日，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十余家党性教育干部学院代
表齐聚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探索建立长三角地区干部学院合
作共建机制。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做好新时代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责任重大，必须加快促进长三角地区党性教育干
部学院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推进党性教育干部学院规范化特
色化内涵式发展。下一步，长三角地区党性教育干部学院将
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注重实效、
共同发展”原则，发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引领带动作用，广泛
开展经验分享、师资交流、教研联合攻关等活动，促进长三角
地区干部教育事业一体化协同发展。

当天的研讨会上，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编
著，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勇立潮头 敢为天下先——党性
教育浙江篇》《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党性教育人物篇》举行
了新书发布仪式。

长三角推进干部教育协同发展长三角推进干部教育协同发展

本 报 上 虞 4 月 9 日 电 （见 习 记 者
孙一鹏 记者 孙良） 9日上午，以“科技、人
才、创新力”为主题的之江科创大会在绍兴
上虞举办。大会公布了 2022 年度浙江省

“科学企业家”榜单，并发布了《浙江省“互
联网+制造”领域科技经济融合白皮书》。

记者了解到，本次发布的浙江省“科
学企业家”榜单由科创之江百人会联合相
关 单 位 共 同 推 选 。 什 么 是“ 科 学 企 业
家”？“科学企业家”兼备科学家和企业家
二者之长，既懂技术又有丰富的商业运营
经验，是科研人才与商业人才综合的新一
代创新群体，他们往往拥有严谨的科研背
景，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是科学
技术与市场开拓的破壁者。评选年度“科
学企业家”，旨在更好发挥他们的引领示
范作用，推进创新发展。矽力杰半导体技
术（杭州）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浙江创建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张旭
光、杭州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
敏、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建伟、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晓煌、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韩璧丞、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卓群、爱德曼氢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黎明等 8 位活跃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等领域
的企业家，入选 2022 年度浙江省“科学企
业家”。

此外，为更好地推动我省“互联网+制
造”领域科技经济的融合，本次大会还发布
了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创之江百人
会以及浙江省数字经济联合会共同编制的

《浙江省“互联网+制造”领域科技经济融
合白皮书》，从系统迭代强化规划引导、技
术创新打造深度融合驱动力、典型场景拓
展新技术承载空间、提升制造企业新型技
术融合能力、引培“互联网+制造”人才队
伍、健全数据使用和安全保障体系六个角
度出发，对浙江推进“互联网+制造”领域
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三次前来参会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院长魏江告诉记者，浙江想要抓住这轮创新的“东
风”，就要重视自身具备的“三大宝贵财富”，把富有创新精神
的企业家、富有活力的民间资本和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充分
运用起来，打造服务产业集群和创新品类建设的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平台，以科技创新之力赋能产业集群发展。

之江科创大会在绍兴上虞举办八人入选浙江省

﹃
科学企业家

﹄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建峰 记者 戴睿云） 4 月 8 日晚，受
“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的邀请，由宁波市演艺
集团制作、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以廉洁文化为题材的原
创越剧《走马御史》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

《走马御史》取材于《宋史·陈禾传》，讲述了北宋宣和年
间，明州鄞县走马塘（今宁波市鄞州区走马塘村）人陈禾身为
御史不畏权势、清正廉洁、忠贞报国的故事，唱响了一曲反对
奸佞祸国、捍卫人间正道的正气歌。

此次演出，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集结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国
家一级演员杨魏文饰演的陈禾、国家一级演员郑春芬饰演的童
贯，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细腻传神。梅花奖演员张小君倾情加盟，
饰演剧中的陈定一角，凛然正气，更是为此剧增加了一抹亮色。

《走马御史》精彩亮相国家大剧院，是宁波推动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打造主题鲜明、影响广泛、独具特色廉洁文化品
牌的又一实践。该市通过创新形式载体，提升廉洁文化浸润
力，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

宁波原创清廉题材越剧首登国家大剧院

《走马御史》唱响北京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动员全党上下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青年一代，应该怎样沉
到基层，做好调查研究？

带着这个问题，一群浙大学子从杭州
奔 赴 磐 安 ，寻 求 答 案 。 4 月 8 日 至 9 日 ，

“‘八八战略’在身边——‘青马向上’”研学
营活动在磐安举行。30 余位浙江大学学
生骨干与 20 余位磐安县“向上青年”在多
个研学点，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麻雀解剖
式”调研。

纸上得来终觉浅

大兴调研之风，深入田间地头，青春
的 跃 动 在 磐 安 县 尚 湖 镇 荡 漾 起 层 层
涟漪。

什么是“青马”？“青马”是指浙江大学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学生骨干）培养学院，15 年
来累计培养了 600 余位优秀学员。“向上青
年”则是磐安县 2021 年组建的青年理论学
习宣讲实践团体，由小镇青年、机关青年、返
乡创业青年、省市挂职青年、青年乡贤等群
体组成。

“浙大同学想了解基层的故事，而我们又
有提升理论水平的需求，正好互补。”“向上青
年”代表张博文告诉记者，作为山区 26 县之

一的磐安经济欠发达，青年的理论水平需要
提升，眼界也需要开拓，浙大学子专业的理论
功底和创新的思维见解，能够为基层注入更
多活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校地合作的模式
颇受基层欢迎，原因在于基层市县往往受
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限制，缺
少 出 谋 划 策 的“ 智 囊 团 ”，而 高 校 虽 然 占
据 了 人 才 优 势 ，却 苦 于“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期望到基层一线将理论与实践联系
起 来 ，因 此 双 方“ 一 拍 即 合 ”，实 现 互 利
共赢。

4 月 8 日，学员在尚湖镇围绕工业经
济、基层党建、新型农业和文旅产业四个主
题开展调研。“我们将学员分成四组，由青
年社科学者带队前往各个调研点，查找当
地存在的痛点难点。”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
徐本涛介绍。

走进岭干村，村第一书记王人骏开门
见山地说，今天就是请大家来帮忙出谋划
策、解决难题的。有哪些难题？他坦言，在
省委宣传部的结对帮扶下，岭干村在道路
提升、产业扶持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有了很
大变化，但是人与地的矛盾、人与人的矛
盾、景区与村庄的矛盾，仍制约着村庄发
展。经过和村干部的一番交流，学员把收
集到的问题总结为一个——如何依靠党建

引领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分头进行走访，并提出
对策建议。

“在这里，我看到了最真实的基层，和当
地村民的交流让我对书中学过的理论知识有
了更加生动和具象的理解。”浙江大学 2020
级本科生陈玥元说。

用身边事解读“大道理”

“八八战略”，大家耳熟能详。浙江正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了新的
目标定位，“八八战略”还能适用于浙江的发
展吗？

4月9日，在位于玉山古茶场的辩论会现
场，浙大“青马”学员与磐安“向上青年”自由
组队，你一言我一语，围绕“八八战略”展开火
热讨论。

不难发现，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理论宣
讲从台上回到台下。这样一个开放的讨论空
间，让平时不敢轻易对理论发表观点看法的
青年们畅所欲言，而不仅仅只做概念和语录
的“搬运工”；这样一种自由辩论的模式，是浙
江青年用自己的方式宣讲“八八战略”的有益
尝试，目的在于真正用理论和思想的力量影
响更多人。

研学营活动期间，“青马”学员代表来到

磐安中学，与中学生就学业提升、青春逐梦
等主题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浙江大学“百
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包大为等进行
了理论宣讲。在谈及研学感受时，多位学员
表示，此次研学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既
有理论解读，也有基层实践，是立体化的学
习体验。

两天的研学营能够产生什么样的长期效
果？这也是浙大“青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会在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多种形
式的理论联学联讲活动，同时设立浙大‘青
马’磐安实践调研点，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徐
本涛说。

“青马向上”合作备忘录也由此诞生，
双方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
比如，定期邀请“向上青年”领航导师到磐
安授课讲学；为浙大“青马”学子到磐安就
业创业提供“一对一”的信息咨询和对接服
务；设立“青马向上 尚学守望”青年志愿服
务驿站，定期在浙大“青马”学子与结对中
学学生中开展“面对面”交流活动；为“向上
青年”优先提供浙大学习培训机会、学术讲
座资讯等。

据 了 解 ，此 次 研 学 营 活 动 由 浙 江 省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研 究 中 心 指 导 、共 青 团 浙 江 大 学 委 员 会
等 主 办 。

走进“‘八八战略’在身边——‘青马向上’”研学营

一场青年与青年的思想碰撞
本报记者 郑 文 梁 亮

▶ 4月9日，岱山农商行杯·2023岱山海岬半程马拉松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选手沿着绵延的海岸线热力奔跑。
本报记者 郑元丹 拍友 任正圆 邱巧燕 摄

▼ 4月9日，柴古唐斯-2023黄岩九峰越野大师赛在台州市黄岩区九峰公园开跑。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名
顶尖越野跑选手和大众组900名跑友参加。 本报记者 陈久忍 共享联盟·黄岩 牟浩 摄

跑过
山海

（上接第一版）
对于浙江的党员干部而言，重中之

重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
手，提高运用“八八战略”解决问题、指导
实践的能力，把“八八战略”这个习近平
总书记为浙江量身定制的发展战略深入
实施好，全方位展现浙江“敢为天下先”
的锐气和“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风采。

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在
今年“新春第一会”上，省委主要领导指出，
新征程上续写好“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
必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实现更大突破。

但从实际来看，浙江的一些党员干
部，在推动创新、改革、开放中还是存在
着不少问题。

比如，有的遇到难题就有思维惯性
和路径依赖，习惯于问“以前是怎么做
的”；有的缺乏斗争精神，瞻前顾后、畏首
畏尾，不敢动真碰硬，为了不出事宁可不
干事；有的光说不练，表态快调门高、行
动慢落实差；有的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对

群众的急难愁盼“两眼一抹黑”⋯⋯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浙江在主题教

育中提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方案和活动
载体，在增加“浙江味”的同时，推动主题
教育更具针对性。

在动员大会上，省委宣布要扎实开
展“感恩奋进、实干争先”3+1行动，以党
员干部的担当实干引领推动发展的高质
高效——

在创新方面，开展“重创新、提质效”
行动，着力加强党员干部数字思维、理念
和方法的培养，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抓数
字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在改革方面，开展“强改革、优服务”
行动，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的同时，
借主题教育之势，深化办实事、解民忧，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开放方面，开展“扩开放、促提升”
行动，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开拓视野、拓
宽思路，积极投身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实
践，以党员干部的“一马当先”引领高水

平开放的“万马奔腾”；
在干部作风方面，开展“赛比拼、勇

担当”行动，着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热情和动力，推动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履
职尽责⋯⋯

这些“浙江味”十足的行动，最终将
转化为我们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
坚、开放提升的动力，帮助党员干部拓展
工作视野，创新工作方法，切实把主题教
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
全国大局作出浙江贡献。

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
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是

此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

“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
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今年伊始，全省各级党员干部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以
实地调研、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方式，
切实为基层、企业、群众解难题、鼓干劲、
强信心。随着主题教育的进行，这一活
动还将进一步深化开展。

到哪里去，干什么？动员大会上，省
委主要领导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多到群
众需要的地方去问寒问暖，多到群众困

难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多到群众意见多
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多到出现新情况新
变化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多到工作推不
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

只有设身处地多为群众想一想，把
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自己的急难愁
盼，才能真正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群众路线走得更好，使主题教育
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交心工程、暖心工
程、连心工程。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把调研成果
转化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实际成
效。对浙江而言，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
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浙江正在做的事情结
合起来，让主题教育更具“浙江味”。

比如，与打好“八八战略”实施20周
年系列组合拳结合起来，与强力推进三
个“一号工程”结合起来。推进三个“一
号工程”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需要
我们把主题教育中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
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能力，创造性提出解

决方案，努力实现创新破题、改革破难、
开放破局。

再比如，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结合
起来。探索共同富裕有效路径，是一项开
创性事业，没有经验可以参考借鉴，更加
需要我们边学、边谋、边干，针对“扩中”

“提低”、缩小“三大差距”等关键问题加强
调查研究，加快形成更多创新成果。

主题教育中的“浙江味”，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通过增加符合浙江实际、体
现浙江特色的内容，我们要做的，是在主
题教育中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
篇章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为丰富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
供更多浙江素材、浙江案例。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浙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
础、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基础有了，更
要入心入脑入行、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
正做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

主题教育“浙江味”从何而来

（上接第一版）
省纪委监委还通过“室组地”多向联动，

组织制作专题警示教育片、推出专题警示展，
用“身边事”教育警醒“身边人”。各地各单位
因地制宜，开展“一案一警示”“一案一释纪”
工作，增强警示教育实效性。如松阳县在对
一名 85 后年轻干部利用职务便利私自截留
农村小额意外保险参保费进行处理后，第一
时间将其作为典型案例，组织年轻干部接受
案例警示教育。

为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日常监管，省纪
委监委督促各地各单位开展岗位风险排
查、健全廉政档案制度等，及时查找年轻干
部苗头性问题，补上漏洞。如东阳市、温岭
市等通过分层分类开展政治家访、“一对
一”廉政谈话、入职廉政考试、入职廉政承
诺 等 方 式 ，为 年 轻 干 部 上 好 入 职“ 第 一
课”。各地各单位还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日常监管力度。如永嘉县、缙云县试
行年轻干部重点领域“三张清单”制度，通

过专项工作风险、苗头性倾向性风险、重点
领域问题整改这三张预警清单，加大全过
程监督力度。

针对年轻干部易发多发的“四风”问题，
省纪委监委还要求各地各单位重点关注年
轻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加大对顽瘴
痼疾和隐形变异问题的纠治力度。在龙游
县，县纪委监委在严肃整治党员干部“吃喝
风”的同时，重点查处年轻干部酒驾醉驾背
后的“四风”问题，让制度“长牙”、让纪律

“带电”。
全省各级纪委监委和团委还将年轻干部

纪律教育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创新推
出参与感、互动感、体验感较强的教育活动。
日前启动的全省首届“青”廉脱口秀大赛，就
结合年轻人喜欢的脱口秀形式，面向全省征
集“清廉”+“青年”主题作品，引导全省青年
说廉、学廉、思廉。景宁畲族自治县则结合少
数民族文化特色，组织开展年轻干部廉洁畲
歌创作大赛等。

我省全面开展“青廉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