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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的小人书里藏着无数个别样童年

一本连环画 悠然韵味长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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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1 日 电 中 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妇女事业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和积极

推进妇女工作，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
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部署妇联改革任务，发挥妇女在各
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妇女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妇
女儿童和妇联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妇女事业、做好
妇女工作，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

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妇女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174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29
日至2023年3月6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说明、贺信、指示、批示等5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6月9日，浙江长龙航空的杭州—西宁—德令哈航线首航圆满成功，由长龙航空的空客A319高原型飞机执飞。此条航线的正式开通，大
大缩短了浙江青海之间的出行时间，进一步促进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据悉，杭州—西宁—德令哈航线的航班于每周一、三、五、日执行。

潮新闻记者 盛锐 滕一韬 文 受访者供图
首航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涂佳煜） 实施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离
不开人才生态环境的优化提升。日前，
省科协深入全省各地调研高能级人才服
务平台“浙江院士之家”建设工作，研究
推动平台提质增效的方法路径，促进人
才与创新主体更好合作，服务地方发展。

自 2019 年起，浙江省科协联合 7
个厅局，搭建了一批“院士之家”，吸引
院士专家来浙进行跨界科技交流，举办
高端学术论坛，开展项目合作考察。

省科协调研组重点规划了两大调
研方向：在浙江北部经济较发达的湖州
德清、南浔等地，调研院士专家合作项
目的落地情况；在山区 26 县集中的中
西部，如衢州开化、常山等地，调研院士
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的建设进展，
人才服务企业的情况。针对各地的发
展特点，梳理问题难点，研讨解决方案。

“湖州与全国院士专家的联系非常
密切，我们开展了百余场院士湖州行活
动，除学术论坛之外，还请他们到田间
地头、企业车间考察，挖掘合作空间。”
湖州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对调研组说。
然而，他们也表示，仍有很大一部分到
访未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
研究如何更高效地为高端人才与地方
产业牵线搭桥，是湖州地区院士之家下

一步的工作重点。
“要提高服务团队的专业素质，可

以探索建立一支‘技术经理人’队伍，把
企业的需求汇集成一张清单，一旦有专
家来访，就能更有针对性、更迅速地促
成双方的合作。”省科协调研组负责人
表示，开展调研摸排工作，必须将各个

“院士之家”的积极性都激发出来。
在衢州，调研组发现，当地以中小型

企业居多，它们承接前沿技术的产业基
础不够，更需要一些与实际生产需求匹
配的实用型技术，在与院士专家联系合
作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力点。

如常山县轴承产业已形成一定规
模，提档升级仍存在很大空间。省科协
调研组走访发现，许多中小企业都表达
了对转型升级的渴望，希望得到相关专
业人士的指导。

调研组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针对
常山的轴承产业，组织一批省内高校的教
授、专业技术人才，通过与衢州的“院士之
家”对接，到企业开展点对点科技帮扶。

据了解，在本次主题教育调研中，
省科协已摸排梳理出 16 项问题清单，
计划在 6 月中下旬召开全省“院士之
家”建设推进会，以助力“一号改革工
程”实施为主题，细化量化下一步重点
工作。

省科协深化“浙江院士之家”人才服务体系建设

找准专家和地方合作的发力点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记者 王世琪 邬敏 通讯员
汪峰立） 全省 26 个山区县之一的缙
云，“鼎鼎”有名。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联合印发《关于 2022 年度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结果的通报》，缙云被
授予神农鼎。至此，该县实现了大禹
鼎、平安鼎、科技创新鼎、浙江制造天工
鼎、神农鼎“大满贯”。

五鼎均以省委、省政府名义颁发，
分别是治水、平安建设、创新、制造业、
乡村振兴领域的最高荣誉。全省仅缙
云、嘉善、德清三个县（市、区）实现“大
满贯”，缙云是唯一山区县。

对山区县而言，夺鼎难度最高的是

天工鼎和科技创新鼎。省经信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天工鼎首次颁发，
衡量的是过去三年全省各市、县（市、
区）年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三
年来，缙云规上工业产值从 266.1 亿元
增至404.9亿元，年均增速达23.3%。

深耕优势产业是缙云制造业发展
的逻辑。德国肖特集团 2012 年落户
缙云，受益于当地完善的产业配套和
优质的营商环境，2018 年底在缙云增
资扩产，投资肖特玻管（浙江）有限公
司，首次将该企业的玻璃熔炼核心技
术引入中国。2020 年，该项目陆续投
产。去年肖特玻管抢抓疫苗包装需求
激增的机遇，实现产值 3.6 亿元。

创新要素短缺，是困扰山区县的
普遍难题，缙云却连续两年拿下科技
创新鼎。该县科技局局长项振平介
绍，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当
地打造了一批集约式创新平台，支撑
县域经济创新发展。

缙云锯床和特色机械装备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是其中的代表。该平台
除了设有公用声学、光学实验室，还投
资 1400 余万元打造了用于开展电磁
兼容性能检测的 EMC 实验室，配备专
业人才为当地企业量身定制技术支
持。共享模式为企业节省了成本，让
缙云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双轮联动”。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城乡并重、区域协同，追求
五位一体县域综合发展，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缙云县委主
要负责人说。据统计，2022 年，缙云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301.51亿元，比上年增
长 5.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上年增长 8.7%，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比 值 为 1.89，均 好 于 全 省
平均。

“县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
元，直接关系到全省、全国发展大局。”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表示，
缙云的成绩意味着山区县高质量均衡
发展成效显著，具有样本价值。

浙江唯一实现夺鼎大满贯的山区县——

缙云，何以鼎鼎有名

在五千多年漫长历史中，中华文明
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谈到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浩如烟海的文字
典籍，便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载体与
证据。

为使世人全面、深入地了解浙江文
化，2010年启动的“浙江文丛”项目回望
历史深处，钩沉千年“浙学”，涵盖哲学、
文学、史学、教育、科技等各个学科。作
为我省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它由浙江出
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具体实施，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出版史上规模最
大的出版工程之一，也是浙江历代文献
经典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目前，一
期、二期工程已经完结，进行中的三期工
程，已被纳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13年来，“浙江文丛”讲的便是一个
今人与古人、当下与历史如何在文山书
海中达成“神交”，中华文化如何传承与
发扬的故事。

承上启下 接续浙人传统

文化的光，从历史的深处投射而
来，映照着当下。

走进去年夏天开馆的杭州国家版本
馆，展厅中，一整面以书堆砌成的高大墨
绿书墙，总会吸引不少人的驻足。

书封的色，取自龙泉的青瓷色和富

春江的水色，也是卫星地图上浙江地貌
的主色调。书脊的标识，取自良渚古城
遗址出土玉琮上的羽冠神人，象征着浙
江文明的深厚与绵长。

这是，但不全是“浙江文丛”的模
样。

“13年来，我们已经整理了上千种浙
江文化史上影响力极大的传世典籍，共
计800册，约计1.7亿字。未来还会有更
多，一面墙可能放不下。”路伟是浙江古
籍出版社的副编审、“浙江文丛”项目的
负责人，也是最早参与项目的成员之一。

见到他，是在“浙江文丛”的编辑中
心，里面堆满了线装古书。空气中弥漫
着如兰似麝的气味，是旧书独有的芬芳。

回望历史，这是一项责无旁贷的工
程。用路伟的话说，“只不过是继承了

浙江先贤的‘传统’”。
浙江素有人文渊薮、文献之邦的美

誉。从东汉思想家王充开始，特别是经
历东晋与南宋两次衣冠南渡，浙江文化
得以大大繁荣，涌现出大批名家名作。
与此同时，浙江自宋以来发达的刻书
业，助推了浙人形成自古热衷文献整理
的传统，推出了《武林往哲遗著》《四明
丛书》《湖州丛书》等一系列地方丛书。
据学者廖可斌考据，中国现存古籍总量
20 多万种，浙江占 2 万多种，这说明浙
江文化是极有分量的。

站在当下，这是一项时不我待的工
程。因为文化无形，既坚韧也脆弱，脱
离了载体便难以延续。

本世纪头十年末，我省相关负责人
正是关注到古籍保护状况不佳，才加紧

奔走呼告，促使“浙江文丛”项目顺利立
项，并举全省之力推进。

面向未来，这更是一项大势所趋的
工程。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提出“八八战略”，指出要加快建设文化
大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站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2022 年，国家又专门
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表面来看，古籍整理是对古籍
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从深
层次来讲，古籍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文
化工程，是当前一切文史研究、民族精
神传承发展的根本。浙江能前瞻性地
看到这一出版项目的重要性，及时果断
地上马这项文化工程，精心组织实施，
体现了不同寻常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回想 2011 年与项目“结缘”，成为

“浙江文丛”委员会委员时的情形，全国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
平秋说。

薪火相传 打捞历史文脉

任何事业都要有人宏观谋划，也要有
人具体执行，否则便流为空洞的口号。

时隔多年，再探“浙江文丛”编辑中
心，屋里堆叠的文稿和书更多了。编辑
团队中不断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最
初的 8 人团队扩充到了 11 人。但不变
的是，他们依旧来自五湖四海、热爱古
籍事业，并且依旧年轻。（下转第五版）

再访“浙江文丛”编辑团队，感悟中华文化传承与发扬——

钩沉千年“浙学”，从典籍中汲取动力
本报记者 严粒粒

说起轨道上的长三角，我们总觉得应该越快越好，600公
里/小时的磁悬浮，或是 1000 公里/小时的超级高铁才够酷
够炫。

近日，沪苏浙皖相关政府部门和铁路方面的专家齐聚上
海，探讨跨省（市）城际（市域）铁路的一体化运营管理模式。
市域铁路，时速在200公里以下，把“不太快”的城际（市域）铁
路作为管理重点，长三角轨道网的建设者们有什么特殊考量？

“能到”很重要

铁路速度，“快”不是唯一衡量标准。
相比为保证车速设站间距较大、数量较少的高铁网，慢一

点的城际或市域铁路有更好的通达性，更方便人们通勤出行，
减少换乘。

交通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过去十多年，以高
铁为主干的轨道上长三角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更接地气的
城际铁路网、市域铁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网前些年才开始大
规模建设。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马伟叁透露了一
组数据，有助于我们看清轨道上长三角的优缺点——

截至 2022 年，长三角约有 1.4 万公里铁路，其中高铁占
6700公里，之后每年将有1000公里高铁开通，成为全国最密
的高铁网络。

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发展也很快，上海地铁里程突破
800公里，居国内第一；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地铁网也初成。

从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
规划》来看，轨道上的长三角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开放大网，它
大致可分为4个层次：高铁为主干的国铁干线网，城际铁路网
和市域铁路网，以及各城市轨道交通网。

规划明确要求“加快构建功能定位准确、规划布局合理、
网络层次清晰、衔接一体高效的现代化轨道交通体系”。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市域铁路和城际铁路发展较为滞后。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区域铁路与

轨道交通联合研究基地主任杨彦生说，目前骨干高铁网在长
三角地区基本成形。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有三纵三横是
在长三角。各个城市地铁网也基本成网。在这个背景下，建
设轨道上的长三角，重点应转为逐步完善城际（市域）的铁路
网建设，实现多层次网络融合发展。

就在去年疫情期间，沪苏浙携手以两省一市交界点上的水乡客厅为基点，同步
云开工沪苏嘉城际铁路。项目开工时，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出席。

为何如此重视？因为这条铁路实现了与区域内国铁干线、市域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等多种轨道交通互联和换乘衔接，满足了出行需求的多样性。高铁、城际、地
铁，三者在此实现无缝衔接，让长三角人坐上一班车就能到达更多地方，无疑会让
长三角各地之间的走动更热络。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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