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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纪委监委通过“谈话+考试+寄语”模式，对新招入员工和
新提拔年轻干部开展任前廉政教育，引导年轻干部自觉增强纪律意
识，廉洁履职。图为该县新闻中心纪委正在组织年轻干部开展廉政
教育。 共享联盟·德清 白羽 摄

本报桐乡5月4日电（记者 宋彬彬 共享
联盟·桐乡 陈厚文 杨柳）4日傍晚，望着村
道边5盏路灯渐次亮起，桐乡市洲泉镇屈家
浜村村民濮春很感慨：“这对年轻人树了好榜
样，把简办婚礼省下来的钱买了路灯，我们再
也不用摸黑回家了！”

原来，这几盏路灯是由5月3日举办婚
宴的朱佳辉和蔡彦琳出资购买。为响应村里
移风易俗的倡议，从小在屈家浜村长大的蔡
彦琳与丈夫准备婚宴时主动要求缩减婚礼规
格，并提出拿出一部分钱购买路灯，安装在从
窑里组到村委会的道路两侧。

“那条路上没装路灯，对于周边村民而
言，晚上走路不是很方便。”蔡彦琳解释，他们

将原定的近50桌宴席缩减到30桌，菜品从
28个减至22个。

简办婚宴引领乡风文明，屈家浜村发动村
民总结出了《屈家浜村移风易俗十八项举措》，
一改过去红白宴席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浪费严重的情况，自觉降低规格、拒绝铺张浪
费、助力慈善等。屈家浜村还针对办酒席农户
的具体情况，由亲朋好友及村
民组长组成督导组，做到事前
指导、事中督导。

据悉，屈家浜村已引导
30户农户参与移风易俗、婚
事新办、喜事减办，帮助农户
节省办酒席费用130多万元。

桐乡一对夫妻把简办婚宴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

村道上的五盏路灯，是他们最好的新婚礼物

扫一扫 看视频

融媒联连看

◀朱佳辉和蔡彦琳出资为村里购买的路灯。
拍友 袁海星 摄

本报讯（记者 杨群 共享联盟·天台福溪 许婷婷 卢芸）
为支持待业人群实现多形式灵活就业，向灵活就业者提供有
温度的服务，天台福溪街道幸福花苑日前推出“社区零工”
项目。

“社区零工”场地面积仅有80多平方米，但功能齐全，划分
为综合服务、岗位洽谈、信息发布3个区域。求职者每人领取一
份“个人简历”，除了填写个人基本信息之外，还要补充填写个人
专长、工作经历、期望薪资、可工作时间段等。

每天早上8时许，不少意向居民就会前来登记求职。不
久前，38岁的二孩妈妈陈梅特意前来咨询。孩子已经上小
学，她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希望能找个工作补贴家用。经过
一番匹配，“零工专员”向她推荐了一家服装店的导购岗位，入
职后每个月工资3500元左右。

幸福花苑社区常住人口6000多人，是我省第一个公寓式
高山移民安置区，经常有居民到社区咨询用工信息。为此，社
区党总支主动对接县就业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社区零工”项
目，组建党员共富小分队3支，帮助社区和周边居民链接就业
信息、对接就业资源。对于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劳动技能不
高的人群，还能直接在社区“幸福加码”共富工坊实现家门口
创收。目前已对接源头企业15家，主要从事汽车用品、防晒
衣帽、布偶玩具等产品加工，带动社区和周边86名闲散劳动
力增收，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

天台推出社区零工项目

家门口就能找活干
天台推出社区零工项目

家门口就能找活干

本报讯（共享联盟·诸暨 翁均飞 寿思越）近日，诸暨市
五泄三乡景观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园。该基地由五泄镇未
来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和海亮教育集团研学公司等联合打造和
运营，创建研学促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样板。

五泄镇是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小镇。据悉，该镇与海亮
教育积极拓展绍兴、杭州、上海等研学市场的开发，谋划实施
亲子游、夏令营等假期经济项目。预计今年可导入研学人员
3万余人次，带动五泄镇强村公司创收400万元以上。

近年来，诸暨充分发挥研学实践在“五育并举”中的重要作
用，通过深入挖掘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实施“枫桥经验”
等研学项目，全面提升各类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水平。目
前，诸暨全市已建立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31家，为中小学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场所和实践内容。

诸暨发展研学游

夏令营内容更丰富

5月4日，杭城最高气温达33℃，
恍若入夏，西湖景区游客“全副武装”
出游。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拍友 叶宁磊 摄

恍若入夏

本报柯桥5月4日电（记者 徐添城 通讯员 陈钟）柯桥以
城市之名向全球英才广发“英雄帖”。4日，2023柯桥首届人
才科创周活动开幕式暨中国·绍兴第八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举行，来自海内外的院士专家、企业代
表、高层次创业人才、行业顶尖人才、投融资机构代表齐聚一
堂，共谋合作。

2023柯桥首届人才科创周活动以“创在柯桥 无限柯能”
为核心主题，采用“1+4+N”模式，即举办1场开幕式、“创才
篇、创赛篇、创投篇、创城篇”4个主题篇章、N个子活动及衍
生活动。

记者从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今年，柯桥将聚焦新材料、生
物医药、泛半导体等新兴产业方向，设立三大产业基金助力产
业提升。现场，一批优质项目签约。

活动同期举行了中国·绍兴第八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推介会。据悉，本次大赛将推动更多海内外高层
次人才及团队携“高精尖”项目落地柯桥区，为经济发展注入
活力。

自2016年以来，海创大赛已连续举办七届，引才足迹遍
布美国、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956个
项目参赛，112个优质项目斩获奖项，73个获奖人才项目成功
落地。

柯桥向全球人才广发英雄帖

5月1日至3日，温州市鹿城区九山书会
人潮汹涌，吸引了近10万人前来打卡。

引爆人气的，是一场以戏曲为主题的生
活市集。“九山书会·大宋戏仓”靠什么吸引人
气，又带来了什么？

传统戏曲更要善于变

伴随着悠扬的戏曲声腔，丑角造型的戏剧
货郎挑着货担四处售卖，状元郎骑着白马在人
群中穿梭，投壶游戏前围观人员里三层外三
层，60余家涵盖非遗、文创、美食等品类的市集
摊位前人头攒动。

此情此景，让应邀前来参与戏曲沙龙的
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国家京剧院一级编剧池
浚颇有感触：“我不由得想到了史书上记载的
南戏诞生时的情景，今天，这个情景‘活’了。”

900年前的温州，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
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温州民间歌舞糅合
了各种演绎方式，也就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以
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形态，这便是南戏的开始。

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看电影、看演出、玩剧
本杀，古代的年轻人听戏曲，就是一种潮流和
时尚。

但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以及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的当下，传统戏曲“听不懂、太复杂”，与部

分市民尤其年轻人产生了距离。
文化艺术需要保持包容和开放，戏曲的

发展，不仅要主动采用年轻人喜欢的表现形
式、更多富有创意的手法，更要善于“变”，把体
验与互动结合起来。

这种变化同样出现在听起来较为高端的
戏曲沙龙。除了戏曲名家名角用通俗易懂、
幽默诙谐的表达传播戏曲文化外，更有永嘉
昆曲女小生的现场演唱。

让古代的戏曲文化活在身边，让戏成为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活美学。在
池浚看来，“九山书会·大宋戏仓”主动挖掘戏
曲文化基因中富有时代感的元素，除了能欣
赏精彩戏曲表演，更有好玩又好看的戏曲场
景互动，好逛又有趣的戏曲文创市集。

现场人气爆棚，便是对这种探索最大的
认可。

出圈后的趁热打铁

热闹背后，也折射了某种焦虑。
温州是南戏发源地，九山书会又是中国

迄今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
本《张协状元》的编撰地。今年年初，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把33年来的首个
户外主场，落在九山书会。晚会现场绚丽奇
幻以及虚实结合的视觉呈现效果，再现了南
宋时期九山书会文人雅士煮茶赏灯、题字吟
咏的景象，火遍朋友圈。

那是属于九山书会的高光时刻。

晚会散场后，后续的文章该怎么做？鹿
城等地顺势推出“2023南戏新春季”“九山有
戏”及“南戏走向世界”等系列戏曲主题活动。

“九山书会·大宋戏仓”这步棋，更是酝酿
已久。如何让戏曲回归生活，怎样增强互动
和体验感？鹿城召集各路专家，一场接一场
展开头脑风暴，活动方案数度推倒重来，改了
又改。最终，现场浓郁的宋风，给市民游客带
来了强烈的穿越感。

引进来，更要传出去。在活动前的新闻发
布会上，除了主流媒体，鹿城更是破天荒地把
一群自媒体大咖和旅行社老总请到现场。

多方合力造势下，5月1日当天，现场涌
入近4万人。

这出好戏如何演下去

在市集活动满天飞的“五一”假期，这个
以戏曲为主题的生活市集，让人眼前一亮。

如何持续擦亮温州“南戏故里”的金名
片，向全世界展示“文化温州”的魅力，让南戏
这出“好戏”常唱常新，依然是一道难题。

池浚认为，眼下关键要围绕戏曲做好文化
生态建设，利用跨界融合思维的灵活性和兼容
性，抓住戏曲文化的内核文化记忆，通过情感
跨界、受众跨界、产业跨界的尝试，让更多的人
群产生心理认同，从而实现对戏曲艺术的传
承、发展和再生。

今年年初，河南卫视播出的《国风浩荡
2023元宵奇妙游》节目中，张晓英参演的节

目《大戏登场》将豫剧与摇滚混搭，戏韵戏腔
透出新潮味儿，尤其是该节目尾声用“剧情＋

特效”的方式，将戏曲表演中的经典配色舞出
视觉盛宴，国风氛围感瞬间拉满。在此之前，
福建省芳华越剧团改编的魔幻剧《倩女幽
魂》，融入了魔术和杂技的手段；十三月唱片
公司推出“新乐府”厂牌，围绕各地戏曲和流
行音乐展开“跨界”融合演出等探索，均叫好
又叫座。这些探索，也给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带来了许多新思考。

“宋韵流千载，瓯风传一脉。”时至今日，
从南戏衍生开来，活跃在温州舞台上的既有
永嘉昆剧、瓯剧等本土剧种，也有京剧、越剧
等全国性剧种，还有独具特色的平阳木偶戏，
以及和剧、高腔、乱弹等稀有剧种。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建议，进一步
推进中国戏曲传承发展，支持温州打造“中国
戏曲之都”。

温州已在积极布局：抓住加入海丝申遗
城市联盟的契机，着手策划“海丝之路”城市
戏曲交流周，开展戏剧交流、巡演活动，不断
做强人气；谋划南戏文化园整体开发运营，培
育戏曲研发、精品驻演、戏剧节庆等新兴业
态，将名气转化为人气和商气；加强与中国戏
曲学院的对接，深化与温大戏曲研究所的合
作，做好南戏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研究……

让戏曲更好地点亮生活。近10万人捧
场“九山书会·大宋戏仓”，显然给我们带来了
更多信心。

温州这出“戏”三天吸引近10万人打卡

圈粉年轻人，900岁南戏这么做
本报记者 戚祥浩

浙报观察

（上接第一版）
“突出交叉学科、未来性和产业性，

科研人员在这里有广阔的空间来施展。”
范骁辉说，有了创新平台，人才也加速集
聚，在上个月举办的招聘推介会上，他们
共收到近400份博士简历。

在这片绿水环绕的一体化试验田
里，嘉善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共建
的祥符实验室、从复旦大学引入的国家
集成电路创新中心浙江分中心等一批高
端科创载体先后投入运行，集聚长三角
创新力量的科创湖区已初现雏形。

不断向长三角的中心靠近，嘉善孜
孜以求。目前嘉善县规上企业中，近
70%与上海存在产业关联和产业配套。
企业中常态化与上海通勤人员近千人，
2022年与上海产业关联的规上产值达
1127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55%左右。紧密的产业协作，为产业创
新发展打下基础。

省发改委长三角处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嘉善乃至浙江要在基础科研和创新
等领域更多地向沪苏皖兄弟省市学习，
争取推动各地科创资源和本地产业更加
有效地衔接。

找准嘉善的价值

嘉善所在的长三角，强县林立。
新世纪之初，不论是在基础设施建

设、政策配套还是产业层次上，都出现了
苏浙两翼“北重南轻”的现象。尽管已加
大外向型经济发展力度，2004年的嘉善
仍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县，面临着长三
角其他城市的强劲竞争。

习近平同志当时用了一个上午走完
几家工业企业，下午又抓紧考察了几家
电子信息类企业。“习书记指出，浙江要
充分发挥山海资源丰富、民营经济活跃、
制造业基础良好、专业市场发达等优势，
推动与沪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
作和交流。”当地一位经济部门的老领导

回忆，“习书记通过调研告诉我们，要扬
浙江所长、扬嘉善所长。”

扬自身所长，首要的是聚焦民营企
业的自身发展，筑牢本土优势。

嘉兴兴惠电子有限公司是习近平
同志调研的企业之一。董事长陈美林
回忆，习近平同志问得很仔细。

习近平同志的来访让陈美林夫妇备
受鼓舞。此后他们更加关注“家门口”的
市场机遇，发力长三角，所经营的电声板
块年产值从当时的2亿元稳步提升至近
7亿元，旗下企业已经从新三板的基础
层进入创新层，并提交北交所IPO。今
年，位于嘉善县经开区的公司新厂区即
将建成，5月份开始陆续搬迁，企业生产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005年4月第三次来到嘉善，习近平
同志特别强调：嘉善不仅要抓住产业接

轨这一重点错位发展，更要围绕“上海需
要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给什么”
设计工作和活动载体，逐步与上海建立
起更广泛的紧密型合作服务关系。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嘉善锚定了承
接产业延伸的发展基点。

“嘉善的差异化优势在于初步形成
的制造业经济基础、更低的要素成本和
优化提升的营商环境。”嘉善县经信局负
责人表示，这些年嘉善通过为长三角先
进制造业企业配套生产基地，不断承接
产业溢出，迅速完成从农业大县向工业
大县的蜕变。

近几年，嘉善更是从招商引资转向
了招商“选”资。“我们瞄准新兴热门产
业，通过引入大企业、大项目带动大产
业、大集群。”嘉善县经信局负责人说，从
上海“飞”来的格科微电子、兰钧新能源，

已带动全县集成电路、芯片、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的突破式增长，推动嘉善从工业
大县向强县不断跃升。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004年2月5日西塘古镇也留下了
习近平同志的调研足迹。

2006年，习近平同志为浙大师生作
形势报告时，谈到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还举例
说，在文化兴市的理念下，有了乌镇、南
浔、西塘等“江南水乡”的韵味……也有
了旅游业带来的成千万上亿元的收入，
以及由其凝聚起的“人气”和经济景
气度。

现在的西塘，已经尝到了文化兴市、
服务长三角的甜头，通过“西线开发”不
断拉开景区范围、拉长文旅产业链，同时
保留原始生活场景，与本地百姓分享发
展红利。

一位西塘镇的老干部一直记着习近平
同志2005年4月再次到嘉善时说的一
句话：“你们接轨上海、接轨杭州，最后，
能够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就是好的结
果。”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也是紧紧围绕着习书记
的嘱咐，一切都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长三角各领域合作日趋紧密，
嘉善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医教资源越来
越丰富。两省一市定制跨区域客运班
线、实现公交卡通用，打通省际“断头
路”；嘉善与华师大二附中、浙师大等7所
沪浙名校合作，建设12所附属实验学校；
与37家沪杭三甲医院实现远程诊疗，实
现异地就医住院和门诊结算免备案……

牢记习近平同志“虚心学习、主动接
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总体要求，嘉
善借长三角大平台实现自身高质量发
展。在沪苏浙皖“四手联弹”里，嘉善正
在续写生动乐章。

“小个子”迸发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