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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5月15日讯（记者 张帆
张梦月 通讯员 富岑滢） 5 月 15 日，
杭州市发改委联合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及自来水、燃气、网络等市政公用管理
部门，启动杭州电水气网联合服务，以
数字化改革为牵引，通过公用事业单位
的协同协作、互联互通，实现公用基础
服务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运行更安全，
为杭州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赋能。

过去，企业办理供电、供水、燃气、
网络等接入业务时，需前往4家公用单
位，分别提交单独申请报装，每跑一家
窗口都要填写一套表格、提交一系列材
料。这4家公用单位也分头受理，分头
实施。这种多头管理，导致管线铺设、
扩容时频繁开挖马路，被戏称为“拉链
马路”，缺少地下综合管廊的老城区“拉
链马路”现象更加突出。

如今，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和“浙里
办”APP，企业只需登录一个账号，不需
要去寻找各个部门的入口，系统平台自
动获取电水气网多类数据，实现“一个入

口、一张表单、一套资料、一网通办”，让
企业“最多填一次”“一次都不跑”的同
时，4家公用单位统一规划、联合审批开
通电水气网的施工方案，统筹施工。

除了报装申请联动外，此次电水气
网联合服务还涉及电水气网前期部署
阶段的统筹规划，以及企业提出申请之
后的后续服务环节协同实施。“这样做
既减少开挖马路的次数，降低企业报装
电水气网的成本，也可尽量规避因电水
气网施工缺少协调而出现埋设水管、挖
断电缆之类的尴尬。”杭州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杭州市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伟
伟介绍，电水气网联合服务改革由杭州
市发改委牵头，涉及市建委、市城管局、
市审管办、市通管办等部门和国网杭州
供电公司、市水务集团、市燃气集团、通
讯运营商等市政公用企业。杭州市发改
委建立了多部门统一接口平台，当企业
需要申报4项业务时，只要填报一次，平
台就能推送到相应的部门和企业。

杭州启动电水气网联合服务

本 报 衢 州 5 月 15 日 电 （记 者
钱洁瑗 施力维 通讯员 陈谊 毛华届）
7天无休24小时在线办理，企业人员办
事也有自己专属的服务中心了。5月15
日，衢州市公安局成立并实体化运作企
业护航服务中心，同时推出优化营商环
境21条举措，经侦、行政审批、出入境、
法制等警种驻点办公，实现了市、县、所
三级一体贯通，为该市企业提供一站

式、便捷化的服务。
衢州企业护航服务中心位于市行

政服务中心内。“中心整合了各类业务
9 大项，线下涉企事项 53 项、线上办理
事项 119 项，实现涉企业务‘一门通
办’。”衢州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童
璐蔚介绍，中心还设立了受理接待专
窗，7 天无休 24 小时在线办理相关事
项，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衢州公安涉企服务一门通办衢州公安涉企服务一门通办

日前，浙江第一座综合性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在省农科院杨渡基地揭
牌。这是支撑浙江“科技强农”目标的
一项重要工程。

什么是种质？它和种子的概念不太
相同。种质指生命体内的遗传物质。不
仅是种子，枝条、根茎，甚至是用试管组
培出来的植物细胞，只要包含不同的基
因性状，就是一份独特的种质资源。

因此，种质资源库，其实就是一座
基因库、一座“活”的生物“图书馆”。

有人做过这样的类比，如果把一个
核苷酸当作一个字符，那么一个普通植
物细胞里贮存的遗传信息，大概相当于
一个小型图书馆全部藏书的字数。

这座种质库，筹备了 5 年，建了 2
年，如今终于将迎来第一批科研人员、
第一批种质的入驻。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种质是芯片的原材料

这些天，种质库建设工作小组组
长、省农科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
原所长张小明仍在海宁和杭州之间奔
波。种质库还有一些设施设备、办公用
品需要安排，他亲力亲为。

在浙江建综合性农作物种质资源
库的呼声，2014 年就有了。张小明和
省农科院的几位老科学家是最早提出
设想的人。

“之前，浙江只有水稻库、茶树圃等
单个品种的专业库，小麦、玉米、大豆、
蔬菜等大部分农作物的种质都散落在
各处，未能得到妥善保存，一度成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短板。”张小明说。

我国在 1986 年就建成国家作物种
质库。在浙江之前，湖南、山西、广西等
多个省份都已有了自己的种质库。张
小明最开始做的，就是到各兄弟省份的
种质库调研。

浙江为什么要有自己的种质资

源库？
张小明打了个比方，如果说种子是

农业的芯片，种质就是制造这枚芯片最
基本的原材料。

“育种，就是从种质资源中挖掘优
势基因，再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让农作
物的后代生长范围更广、生长速度更
快、产量更高、适应性和抗逆性更强，让
人类可食用产品更充裕。”张小明说。

分子育种、设计育种等技术的出
现，改变了传统育种方式，极大提高了
培育新种的效率，中国水稻研究所、之
江实验室、湘湖实验室等一批科研机
构，在育种手段创新方面都有一技之
长，归根结底，它们都需要丰富的基因
资源作为基础。

在国家长期库，种质资源大多“只
进不出”，具有战略安全意义。包括浙
江在内，省级的资源库大多是中期库。
中期库除了收集、保存、鉴定种质之外，
更承担对外分发、共享种质资源、服务
科学研究的职责。

“种质库算得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科
学基础设施。”张小明说，种质库前期投
入大，需要专门的人员管理，但自身很
难产出成果，也没有经济效益。特别是
大型的综合库，以往单靠科研单位的力
量是很难建起来的。

决心补齐这项短板，体现了浙江建
设现代种业强省和特色品种大省的
魄力。

保存地方种质，保存
一段故事

2015 年，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在这次行
动中，浙江调查收集和征集到各类种质
资源 3000 多份，为种质库的建设奠定
了基础。

张小明告诉记者，这次普查行动，
大部分工作是抢救性的。

翻开《浙江农作物种质资源·豆类
作物卷》，光是大豆，就有 77 个不同的
资源：淳安六月白豆、浦江羊毛豆、天台

细毛白、安阳黑豆⋯⋯
在许多品种的介绍里，都能看到这

样令人遗憾的描述：在某某县各乡镇农
户零星种植，已很难收集到。在异位妥
善保存的同时，建议扩大种植面积。

“小时候家里的米很香，为什么现
在吃不到了？超市里买的蔬菜，为什么
没有农民自家种的清甜？”张小明表示，
这是因为种植户用的种子大多从种子
公司批量购买，长此以往，地方品种受
到挤压，以致面临“濒危”。

浙江拥有大量古老、特色、珍稀的
地方种质资源。它们的流失，如同物种
的消亡，每年都在发生。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将为这些珍稀种质提供一片栖
息地。

五谷丰登，还包蕴着地方独特的文
化。很多地方品种都与当地的风土人
情息息相关。

普查中发现的东阳红粟，入选了农
业农村部评选的 2019 年全国十大优异
种质资源。当年，张小明也参与了东阳
红粟的申报工作。

东阳红粟是长长的一串，颜色鲜
艳，很适合作装饰。据当地人介绍，新
房上梁，经常用红粟点缀，结婚出嫁时，
也要取一片红粟，和其它谷物一起装
担。在东阳人心里，红粟不仅是粮食，
更有吉祥、平安的寓意。

“保存地方种质，也是保存一段故
事、保存一种文化。”张小明说。

一项战略性的工作，
要逐步挖掘

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由三部分组
成：一栋三层楼高的综合楼，供科研人
员实验、办公用，紧挨着它的是存放种
质的冷库，比一层楼略高，此外还有一
片150亩的试验圃。

一楼、一库、一圃，张小明说，把这
三项设施集中在一个地方，在全国的种
质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试验圃
的面积，比很多地方大得多。

这样布局，是为了最大程度提高科

研效率。“种质是活的资源，不是存放起
来就万事大吉，我们要不断去检验它们
的生命力，要种植更新，这就是圃的作
用。”张小明说。

收到一份种质后，科研人员首先要
在圃里把种子种上一季，一是为了挑选
出质量最佳的选手，二是初步鉴定、比
较，去掉重复的资源，接着才是干燥、包
装、称重，入库保存。冷库一共由 8 间
不同标准的单体库构成，在零下 18 摄
氏度的库里，种质的生命力降到最低，
能够存放长达 50 年，同样的材料在零
下 5 摄氏度、2 摄氏度的库中也有备份，
进出更为方便。

入库后，定期的检测必不可少，种
质的发芽率必须稳定在一定水平，一旦
发芽率下降，或者存放期到了，就需要
重新种一遍。

种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土
地里，发芽、生长、结果，在这样的轮回
中，一次次延续它独有的基因。

有报道称，种质库的近期种质贮存
量有 30 万份，远期贮存能力达 45 万份
以 上 。 然 而 ，第 一 批 种 质 计 划 入 库
5000 份，如此庞大的库容，什么时候才
能放满？

“现在国内存放种质的资源库，很
多都没有超过 10 万份，浙江这个库，是
为未来 10 年、30 年甚至更长的战略需
要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预期在未来
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存放 30 万份种子，
如果需要，还能继续扩容到 45 万份。”
张小明说，未来计划通过立法立规、开
展合作等多种方式，收集育种专家培育
的新种，最大限度发挥种质库的作用。

此外，种质库的研究人员还将做好
每一份种质的基因鉴定、评价工作，建
好信息共享平台。

这么多种质，每一份都有它的价
值吗？

张小明说，我们不期望每份资源能
立刻派上用场，现在的几千份种质里，
有几份能马上被利用起来，已经很不容
易，这是一项战略性的工作，要逐步挖
掘，认真研究。

我省第一座综合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揭牌

打造浙江自己的农业芯片原材料库
见习记者 涂佳煜 通讯员 胡高洁

浙报观察

本报讯 （记者 王璐怡） 5 月 15
日，全国妇联揭晓2023年“全国最美家
庭”，1000户家庭获选。记者从省妇联获
悉，浙江共有34户家庭入选。至此，浙江
已有281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今年获评的浙江家庭分别是来自
杭州的杨东霞家庭、沈蕾家庭、刘亚辉
家庭、陆建芳家庭、汪国云家庭，宁波的
邵莉家庭、陈照玉家庭、陈彩虹家庭、孙
凌家庭、王兴养家庭，温州的吴文灿家
庭、孙兰香家庭、包建武家庭、郑超豪家
庭、林辉华家庭，湖州的朱秋娥家庭、叶
爱花家庭，嘉兴的张一家庭、朱晔家庭、
俞满洪家庭，绍兴的沈杰家庭、裘菊兰

家庭、阮兴祥家庭，金华的金靖家庭、朱
卫生家庭、张敦喜家庭，衢州的李华家
庭、余志军家庭，舟山的孙运明家庭，台
州的王金飞家庭、陈慧萍家庭、孔先顺
家庭，丽水的谢亦华家庭、雷刘文家庭。

这些家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行各业弘扬劳动精
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
俭节约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家庭奋进新
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体现了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在传承中华民
族家庭美德、厚植家国情怀、弘扬文明
新风方面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

浙江34户家庭获“全国最美”浙江34户家庭获“全国最美”

本 报 丽 水 5 月 15 日 电 （记 者
李 娇俨 杨世丹） 全省各地博物馆元
素齐聚的文创集市，充满互动体验的

“博物馆奇妙游”，博物馆合力打造的
精品特展⋯⋯5 月 15 日，由省文物局、
丽水市政府主办的 2023 年“5·18 国际
博 物 馆 日 ”浙 江 主 会 场 活 动 在 丽 水
启动。

浙江是博物馆大省。据介绍，经过
近年的快速发展，全省已拥有备案博物
馆 435 家、乡村博物馆 464 家。其中，
国家等级博物馆 73 家，数量居全国前
列。据中国博物馆协会最新公布的一
级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全国有 13 家

一级博物馆被评为优秀，浙江占 2 席，
办馆质量超全国平均水平。

我省开启乡村博物馆建设已两年，
成果丰硕。启动仪式上公布了 2023 年
第一批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名单，并举行
丽水乡村博物馆授牌仪式，至此我省乡
村博物馆已达549家。

为促进乡村博物馆更好地服务群
众文化生活、展示地域文化，“乡村博物
馆地图”微信小程序当日上线。该小程
序涵盖游线、展览、活动、风物四大板块
和全平台全量检索服务，可通过高德、
百度等地图导航，串联起多个乡村博物
馆及其周边景点、餐饮、酒店民宿等，为

乡村博物馆旅游提供助力。
本次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多项重要

评选结果。省文物局评选出“2023年浙
江省最具创新力博物馆”4家，分别为杭
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
馆、丽水市博物馆和新昌县博物馆；公
布 100 件/套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
宝”；推出史前文化、青瓷文化、红色文
化等10条博物馆研学旅行精品线路。

相关榜单和小程序的发布，为大
众进行博物馆旅游、观展和研学等，提
供了一份官方的博物馆打卡攻略。此
外，丽水市博物馆作为本次国际博物
馆日浙江活动的主会场，推出了“吉光

片羽——丽水市博物馆奇妙游”、全省
博物馆文创市集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丽水市博物馆与丽水市海归外销瓷博
物 馆 合 作 ，专 门 打 造 了“ 华 彩·归
来”——明清外销瓷精品展，共展出明
清时期 300 余件（套）精品外销瓷器藏
品，展出至 8 月 20 日。

2023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
活”，强调博物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助力美好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
据悉，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省内各
家博物馆共推出百余场展览、百余场
活动。

“5·18国际博物馆日”浙江主会场活动开启

百场展览，带你博物馆奇妙游
“5·18国际博物馆日”浙江主会场活动开启

百场展览，带你博物馆奇妙游

本 报 杭 州 5 月 15 日 讯 （记 者
沈听雨） 5月15日，在杭州互联网公证
处公证保全下，“争当亚运火炬手”活动抽
签结果出炉：30名入选用户名单和30名
候补用户名单经过现场抽签形式产生。

成为亚运会火炬手，是广大市民
群 众 的 热 切 期 盼 。 为 营 造“ 全 民 亚
运”的氛围，杭州亚组委推出“争当亚
运火炬手”活动，旨在通过数字化探
索和创新，让更多用户参与这场国际
体育盛会，让普通群众也有成为亚运
火炬手的机会，主要包括“我为亚运

赋能，争当火炬手”和“跑向 2022 争
当亚运火炬手”两个主题活动。

截至 4 月 30 日，两个活动总参与
人次达 25.58 亿，累计完成任务的为
24.2万人，最终提交个人信息获得抽签
码的为55025人。

据悉，此次中签名单产生后的 24
小时内，将在杭州亚运会官网、官微等
亚运官方渠道进行第一轮公示。最终
确认的名单将在杭州亚组委资格审查
通过后进行第二轮公示，公示时间以整
体火炬传递方案为准。

争当亚运火炬手活动抽签结果出炉

这些天，位于长兴县和平镇的湖州综合智慧零碳电厂“和平共储”项目上，运维人员正在对电池模组进行维护检查。该项目由国家电投投
建，日前正式并网运行。据悉，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铅碳储能电站，年调峰电量超过3亿KWh。 共享联盟·长兴 吴拯 摄巨型充电宝

近日，桐庐县纪委县监委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围绕粮食收购、销售、
存储三个环节，紧盯责任、腐败、作风三类问题，服务保障粮食安全。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
部在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粮仓查看情况。 拍友 何小华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茸 共享联盟·
南湖 许颖佳 孔莉宏） 日前，嘉兴南
湖智造产业学院在南湖高新区（嘉兴科
技城）揭牌。这意味着嘉兴市南湖区政
府、产业园区、高职院校和企业携手开
展人才培养、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
转化、项目孵化等工作，打造“产业主
导、资本连结、多元协同”的现代产业学
院“嘉兴样板”。

记者看到，嘉兴南湖智造产业学院
周边企业众多，教学楼和宿舍楼由产业
园里原本的写字楼改造而成，部分学生
正在教室里上课。据了解，目前已投入
近百万元，打造了超过 1500 平方米的

教学区和3层楼的生活区。
据悉，嘉兴南湖智造产业学院由南

湖区政府、嘉兴南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与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
建，面向南湖区微电子、生物医药、智能
装备三大重点产业，打造集教学、科研、
实践和生产为一体的市域产教联合体。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产业
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我们将职业院
校直接‘搬’进了产业园区，整个园区的
企业都成了学生的‘实训基地’，学生得
以实现毕业即就业，我们的企业、产业也
将获得适配度更高的技能人才。”南湖高
新区（嘉兴科技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南湖将职业院校搬进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