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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虞6月13日电（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 楼丽君 通讯员 胡丹）
二 都 杨 梅 、祥 龙 果 蔬 、白 马 湖 醉 鱼
干⋯⋯上虞农产品有了统一品牌。
在 13 日 举行的长三角（上虞）户外休
闲旅游节——2023 第十七届上虞二都
杨梅文化旅游节上，“上虞尚品”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以往，上虞农产品以“散装”为主。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越来越
多的农产品开始瞄准品牌建设，挖掘附
加值，打开知名度。上虞聚焦茶叶、水
稻、鲜果等主导产业，以高品质、高溢
价、高融合为方向，加快打造“1+N”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加强政产学研
合作、严格把控质量、抱团发展形成合
力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农产品销售渠
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品牌溢出效
应更好地惠及农合联会员及关联农户。

走进刚刚开业的“上虞尚品”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馆，记者看到，入驻产
品共有十大类 48 个品种，覆盖全区 20
个乡镇（街道）。“我们主打展示展销中
心+旗舰店+专卖店+线上馆的方式，
还将通过乡贤、商会等力量，把‘上虞尚
品’带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开上虞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场。”上虞区供
销总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虞尚品”农产品公用品牌发布

本报宁波6月13日电（记者 李华
通讯员 郑祖轩） 近 100 平方米的工
坊产品展销大厅、设备齐全的共富直
播电商基地、宽敞明亮的产业指导工
作室⋯⋯13 日下午，宁波首个“共富工
坊”产业指导中心在镇海投入使用。

“与过去分散的自主经营不同，中
心将更好地统筹资源、发挥优势，全力
放大党建引领‘共富工坊’的乘数效
应。”镇海区委两新工委负责人说，该中
心通过统一组织体系、统一培训指导、
统一资源调度、统一品牌运营，可为“共
富工坊”提供组织孵化、规划建设、供需
对接、技能培训等各类服务。

以开展供需对接为例，产业指导中
心将充分发挥驻村社第一书记、两新党
建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人员作用，通过
采集现有信息、常态化走访慰问、主动联

系企业等方式，形成动态更新的本地资
源、供给需求、政策支持、劳动力资源“四
张清单”，做到供需信息精准匹配。

“遇到生产旺季特别是订单出货紧
张的时候，用工缺口问题就比较突出。”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建工作
负责人冯立明说。镇海区两新党建指
导员在开展“联镇街入村社、走企业访
群众”活动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联系产业指导中心为企业提供劳动力
资源清单，仅今年 4 月至 5 月就吸纳了
50余名低收入群体就业。

该中心还成立了“共富工坊”教研
基地，开设“共富学堂”，聘请宁波大学、
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等专家教
授和乡土人才、致富带头人担任“共富
顾问”，定期开展产品加工、电商直播、
管理经营、农业技能等培训。

宁波设立“共富工坊”产业指导中心宁波设立“共富工坊”产业指导中心

一条长度不到 400 米的城市道路，
建成 4 年多后，却还没有交付，它既没
有封闭施工，也没有全线打通，道路乱
停车、占道跳广场舞等现象也无人管
理——这就是目前金华市金东区隆华
路的现状。

日前，记者来到隆华路。这条路位
于金东区金都美苑小区东北门外，是一
条双向单车道的道路，长 365 米。隆华
路东路口与栖凤街连接，西路口本与金
华市城市主干道东市南街相连。然而，
路的尽头被东市南街的绿化带挡住，行
人和非机动车可以通行，机动车只能
绕行。

“我住在小区靠北面的单元楼，回
家骑车需要从李渔路过，由于隆华路的
西侧没有与东市南街南北双向打通，需
要从边上的东市南街拐至宋濂路进入
小区，或绕行至栖凤街后再转入小区的
北侧入口进入，至少要多骑 5 分钟才能
到家。”家住金都美苑小区的一位居民
对记者说，他是 2019 年搬到小区的，当
时就有这条路了，这些年来，他和小区

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向相关部门反映，希
望能够将这条路打通，但这一愿望迟迟
没能实现。

一些机动车车主为图方便，直接将
车开到东市南街的非机动车道上，找前
方路口进入主路，这也增加了非机动车
道的安全隐患。同时，记者还注意到，
隆华路上没有划停车位，但整条路的非
机动车道，几乎停满了车。

“想停哪儿就停哪儿，这条路根本
没人管，也不知道应该由谁管。”看到一
位正准备将车停到非机动车道的车主，
记者上前询问，他也是金都美苑的居
民。他说，整条路上，随便哪个路边都
可以停车，不收费。晚上下班时间，非
机动车道停不下了，一些车还会停在机
动车道上。

19 时 30 分，记者再次来到隆华
路。此时，跳广场舞的市民已经占据了
主路，一些车辆不停地摁喇叭也无法前
行。“一到晚上，音乐声、喇叭声不断，在
道路上跳舞也挺危险的，这条路真的应
该好好管管了。”说起楼下这条路，住在
金都美苑小区靠近隆华路边的居民李
大伯叫苦不迭。

金都美苑小区是金华较大的小区，
2019 年交付，有居民 2800 人。隆华路
本是金都美苑小区居民出行的主要道
路。它的“断头”不通和无人管理，让很
多居民苦恼。那么，这条路为什么迟迟
不能打通，又应该由谁管呢？

记者联系金东区多个部门得知，目
前，这条路归建设单位金华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金华市多湖中
央商务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有。该
公司负责人倪航胜说，2019 年 5 月 29
日，为要不要打通“断头路”一事，相关
部门还召开过专题协调会，参加的有交
警、综合执法、园林、市政等部门，最终
结论为暂不开通东市南街路口。至于
当时为什么决定暂不开通，倪航胜在查
阅了相关资料后告诉记者，这主要是根
据当时金华市规划要求做出的决定，因
为那一块区域还在施工，隆华路属于内
部道路，出于安全的考虑，应该避免车
辆从东市南街进入。

为什么这条路在使用 4 年后，还未
能交付？倪航胜说，这主要是考虑后续
北侧地块项目建设以及东市街地下管
廊改造等需要，所以暂未进行移交。为

下一步规范管理，他们将积极与相关部
门对接，尽早移交，同时积极协助相关
单位做好管理工作。此外，他们近期也
会再派专人联系相关单位，咨询、协商
道路能否开通事宜。

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规定，城
市道路施工，实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
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

金华交警部门表示，隆华路属于新
建道路，目前并未验收，应由道路建设
单位组织验收。由于该路段尚未按程
序验收通行，应由建设单位进行维护管
理，严格意义上说，这条路目前还处于
建设状态，应封闭管理。交警部门已经
根据目前道路的实际情况，对属于交警
职责内的问题进行了先期管理，今后将
根据市民的反映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对
该路段的巡逻管理力度，同时也会把问
题通报给相关部门，由其督促道路建设
部门尽快验收整改。

隆华路何时能不“断头”，各种乱象
什么时候才能消除？本报也将继续
关注。

建成4年多却迟迟未交付

金华这条断头路，为何就是“打不通”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金思成 金春华

一线调查

本 报 杭 州 6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李娇俨） 记者 13 日从省文促会获悉，
在为期 5 天的第十九届深圳文博会期
间，浙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文化产业
展示不仅吸睛也吸金。

线下，本届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企
业现场签约交易额 1.27 亿元，建立合
作意向300余个，现场文创产品销售收
入超百万元。前来参展的11个设区市
文化魅力竞相绽放、创新业态蓬勃发
展、交易功能持续增强。

其中，大丰实业牵手深圳大学，深

大艺术综合楼舞台机械灯光音视频项
目签约金额 8567 万元；比翼科技签约
订单和意向订单合计突破 4000 万元；
火蜥蜴文化（宁波）公司收到了来自全
国10多家企业的产品定制意向。

据介绍，本届深圳文博会共展出文
化产品超过 12 万件，4000 多个文化产
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展示与交易。文
博会文化产业招商大会面向全国广泛
征集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通过线上线
下平台持续推广和撮合，项目总成交额
34.2亿元，创历史新高。

深圳文博会浙江交易成绩亮眼

文创展示，吸睛也吸金

（紧接第一版）11 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
体、溢洪道构成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
直接保护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而在
古城建设之初，它们就已被规划好。

通往“权力中心”莫角山宫殿遗址的
木栈道，像一条朝圣之路，宽阔平坦。遥
想当年，文明国度初成，拥有规模宏大、
功能齐全、规划合理的都邑、城墙和水利
系统。良渚遗址留给后人的文明长卷，
令人惊叹与自豪。

遗址公园一望无际。在这里，我们
看见了良渚先民以空前的团结，造就一
座恢宏的“中华第一城”。如今，此处的
文明之光，依旧闪亮耀眼。

让更多人走入文化遗产

让文明的故事随风远播，让更多公
众通过良渚遗址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历

史、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时代赋予的
新使命。

丰富的数字化手段，让古老文化焕
发新生。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宫殿巨型
木构”复原展示区，在探坑内静躺着的 6
根“良渚木作”，用数字模型 1∶1 精准复
原而成，无论摆放位置还是视觉外形，几
乎和发掘时的原件一模一样。

这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首次运用3D
打印技术来“复原”木构件，从而让文化遗
产“活”起来。巨型木构是五千多年前良
渚文明的实物证明，现场亲见的震撼，足
以让观众感受到来自良渚先民的智慧，并
对五千多年前的文明展开瑰丽想象。

如何更直观地走进良渚古城？戴上
AR 导览眼镜，古城的生活痕迹和前世
今生迎面而来，先辈在良渚80多年的考
古探索，也在书本中自由翻开，仿佛为古
老文明点亮了一扇奇妙的窗户。

“这是我们在‘数字化+文博’上的
尝试，很受年轻人欢迎。”良渚博物院执
行院长马东峰告诉记者，在良渚博物院
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部分点位，通
过 AR 导览眼镜，游客可以获得一次良
渚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文明密码，也在持久的努力中延伸。
《良渚》纪录片和《良渚微讲坛》系列短视
频作品译配成多语种全球播出，海外总覆
盖人数近2亿；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自主研
发及联名文创产品达700余款，“杭州良
渚日”每年都掀起一股“良渚热”⋯⋯

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负责人抱着这
样的希望——要努力让“看五千年的中
国来良渚”成为专家、大众的普遍共识。
接下来，朝着讲好良渚文化故事的目标，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将结合2023年“杭州
良渚日”、杭州亚运会等重要时间节点，
用形式多样、社会广泛参与的主题活动，
让宏伟、美丽的良渚文化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

守护好这片灿烂的文明

时光回溯至上个世纪，施昕更在这
片土地上挖下考古第一铲，由此开启了
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世纪之旅。

这背后，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前赴后
继，用80多年的时光，拂去5000多年的
尘土，挖出良渚先民的梦想与光荣。

它从几千年前走来，何其不易。让
这片灿烂的文明在当代更好地延续，是

无数人的心愿。
遗址的每一处波动，都牵动着我们

的心，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去年开放
的老虎岭遗址公园，是目前已知中国最
早的水利系统和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
工程。走进其间，只见坝体上搭建着水
滴形的保护棚，棚内还设置有加热玻璃
材料的保护罩等，只为在展示的同时，保
护这处珍贵的遗迹。

久久为功，守护文明根脉。自申遗
成功以来，良渚遗址管委会已累计开展
巡查近 8 万人次，巡查里程近 40 万公
里，确保每寸遗址的安全。创新开发的

“良渚遗址 5000+”数智应用，聚焦大遗
址保护利用全生命周期；与敦煌研究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挂牌“国家古代壁画
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南分
中心”，真正以科技促保护。

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让我们看清千年间祖先走过的来路，看
清中华民族的独特品质，意义非凡。

为此，单霁翔、苏伯民、王巍⋯⋯数
不清的大咖走进了“良渚讲堂”“良渚沙
龙”，展开交流分享；“中国早期文明丛
书”等系列丛书得以出版，持续深入开展
中华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华玉文化
中心第七届年会、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
明探源主题论坛、2023年国际古迹遗址
日主题论坛等重量级学术活动登陆良渚
古城，解码良渚文化基因。

良渚遗址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下一步将推动《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
划》取得批复和公布实施，出版《良渚》学
术著作等，在五千年文明传承与保护的
道路上，坚定迈进。

良田万顷，风吹稻浪，先民挥动石镰
的丰收场景如在眼前。在接力守护下，良
渚文明将更从容地步入无数人的心扉。

活化传承，讲好文明曙光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
基层人大和分布在全省的代表联

络站，成为人大调查研究工作的“小切
口”。省人大常委会将大数据、基层单
元数字应用场景等作为蹲点调研的有
力补充，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共收到人大代表反
映的问题和情况 1.7 万多条，均已实时
按照分级分类处理的原则交有关部门
处理。

各级人大把密切联系人大代表作
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健全吸纳民
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确保将调研建
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杭州市人

大常委会结合《杭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实施，将邀请11名市人大代表作为
营商环境“体验官”，通过真听真看真感
受，客观真实为营商环境提供评价。宁
波市人大常委会将代表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形成问题建议清单，已推动相关
部门反馈阶段性整改措施55条。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化调查研究，建
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拓展调研渠
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对调
研过程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
加强重点问题研究，打通调研成果转化
路径，实现调研成果运用的最大化。

6月13日，台州市2023市民艺术节在音诗舞剧《春风又绿江南岸》中拉开帷幕。据悉，
台州市 2023 市民艺术节将通过精品大剧、主题音乐会、名家名团展演等，为市民带来一场
场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许峰 夏逸凡 摄

6月13日，在杭州市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周边，彩绘白墙上凌霄花盛开，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花下合影留念，定格这份夏日浪漫。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摄定格浪漫

本 报 杭 州 6 月 13 日 讯 （记 者
王璐怡） 过去 5 年，浙江妇女发展环境
如何？展现出怎样的新风采？在 13 日
举行的浙江省妇女事业发展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5 年来，我省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
提升。妇女健康水平居全国前列，女
性 平 均 预 期 寿 命 提 高 到 84.5 岁 ，比
2018 年提高了 3 岁，妇女国民体质检
测合格率 94%；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医
疗保障得到显著提升，高校在校生中
女生比例超过一半，其中硕士、博士在
校女生比例分别达到 51.1%和 42.5%；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妇女实现全
覆盖。

这背后离不开我省妇女发展社会
环境的不断优化。我省积极完善法规
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制定实施妇
女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妇女发展目
标任务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
局。5 年来，全省妇联组织扎实履行
引领服务联系职能，同时积极与各部
门单位协同保障妇女权益、助力女性
发 展 ，让 妇 女 更 有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省妇联打造“红船女儿”宣讲品牌，

全域推进“巾帼共富工坊”和“妈妈的味
道”公益品牌建设，推出促进女大学生
就业创业八项举措，争取省财政资金支
持妇女创业就业培训等实事项目，5 年
累计拨付省妇女发展专项资金 1.65 亿
元。此外，还推动建立规范化婚姻家庭
纠纷调解工作室、妇联特设“共享法
庭”，实现婚调组织 100％进驻县级社
会治理中心。

在共建共享中，浙江“半边天”的智
慧和能量有了充分展示和释放。妇女
参与政治经济领域建设更加广泛，省市
县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当年女干部配备

率 100%，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
30%。全省女性农创客占总数的 37%，
同比增长97%。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女
性占比均超53%，创业女性中借助互联
网创业、经营的比例为 37%，高于全国
10.9 个百分点。广大妇女主动参与“千
万工程”，创建美丽庭院 300 多万户，助
力城乡共富共美；争做好家庭的践行
者，积极参与“浙礼好家庭”建设，涌现
各类“最美家庭”263万户。

记者了解到，我省第十五次妇女代
表大会将在6月20日召开，本次大会将
选举产生新一届省妇联领导班子。

我省妇女发展社会环境不断优化

在浙里,“她”有保障更有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