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道方程式看“海上枫桥经验”

“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
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
机关效能建设。”20年来，群众满意成为平安法治建设的主要
目标之一。在舟山，“海上老娘舅”“渔嫂禁毒队”“船工联盟”
等一支支群防群治队伍不断涌现。浙江在线记者登上一艘岱
山海上矛盾调解便民服务船“红帆 110”，通过亲身所见所闻
所感，将浙江“枫桥经验”从陆地向海上拓展的故事徐徐道来。

船行浙江 奋楫时代
近日，浙江在线特别推出“八八战略”20周年大型融媒策划《船行浙江 奋

楫时代》，深入挖掘和记录浙江各地在“八八战略”引领下的不懈探索，乘“船”
览之江，奋楫再出发！

近日，浙江在线特别推出“八八战略”20周年大型融媒策划《船行浙江 奋
楫时代》，深入挖掘和记录浙江各地在“八八战略”引领下的不懈探索，乘“船”
览之江，奋楫再出发！

海河联运扬起嘉兴港区开放之帆

港口，是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桥梁。“八八战略”提
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
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浙
江在线记者探访嘉兴乍浦港，通过往来货轮船只的数量和吨
位的变化，尤其是万吨巨轮的出现，展现这一海河联运枢纽港
不断助力对内对外开放的发展轨迹。 扫一扫 看全文

扫一扫 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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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9日，2023年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整场
盛会在3天内组织了17场主题论坛，深
入探讨生态文明议题，其中丽水瓯江山
水工程、“千万工程”水利工作等浙江经
验在多个论坛亮相。

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主
题论坛上，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
委书记潘惠健受邀分享了丽水瓯江山水
工程的落地经验。据悉，该工程被列为
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重点实施 5 大类
60 个子项目，总投资 55.3 亿元，经过两
年推进已颇有成效。

如何概括工程的核心理念？“系统
治理，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开展保护
修复。”潘惠健说。以整治水系为例，在
保持河道自然弯曲形态的前提下，工程
对全市瓯江流域73条河道、374座堰坝
开展生态化改造，突出河湖库水系连
通、供鱼类洄游，削减堰坝坝高、在堰坝
两侧预留缓坡，“我们强调自然融合的
方式，就连河道两岸铺设的砂石都是

‘就地取材’的鹅卵石。”潘惠健说。
工程从田、水、山、林四个自然主体

切入，两年来，丽水完善稻鱼共生、林菇
共育等五大农业可持续利用模式，将缙
云岩宕等废弃矿场生态化修复为文旅新
空间；同时，工程汇聚自然资源、农业、林
业等多部门力量，在中央20亿元资金的
支持下，地方财政出资占到60%以上，形
成有效撬动，创新模式和机制层出不穷。

论坛结束后，来自内蒙古、辽宁、宁
夏、湖南等地的参会代表纷纷为丽水实
践点赞。“他们说希望下半年可以来丽
水调研。”潘惠健高兴地说，工程预计明
年上半年全面完工，“我们希望向全国
推广模式，打造中国样板，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在“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共建人水
和谐美丽中国”主题论坛上，浙江省水利
厅副厅长朱留沙分享了深化“千万工程”
水利工作的经验：“20年来，我们以水为
脉建设幸福河湖，以土为基推进生态清
洁流域，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

‘双下降’。”通过“千里江堤”“百项千亿”

等河道和流域治理工程，浙江中度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由 2003 年的 60%左
右减少到 9.5%，已建成省级美丽河湖
585条（个）、6100余公里，全面建成钱塘
江、瓯江等八大主要江河绿色廊道。

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保护生态
环境，最终将惠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福 祉 。“ 目 前 ，浙 江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93.03%,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积极转
换，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
富裕增添了新动能。”朱留沙说。

比如，以山区为重点系统治理水
土流失，浙江在产茶大县建设生态茶
园、在产竹大县修复竹园生态，配合实
施人居环境提升、山区旅游配套工程，
并以河流为载体打造生态休闲的骑行
绿道、慢行步道、阳光草坪和体育场地
等节点⋯⋯治水保土已促进全省 90%
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

朱留沙提到长兴县大荡漾工程，通过
整治水域3000余亩、拓展周边旅游线路，
今年1至5月已接待游客280万人次。

听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主题论坛，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生态处处长陈云娟对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李宏伟的发言印象深刻：

“李教授分享了在浙江调研的经历，并
提出‘绿色共富’的概念，就是在特别严
格的生态保护前提上通过绿色发展而
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李宏伟认为，“绿色共富”事关全局
和长远的生态公共福利、代内代际高质
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要
向着“很高境界的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
院长曾贤刚教授表示，浙皖新安江千岛
湖流域是国内最早开展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的范例，近期两省签署《共同建设
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
议》，将绿色合作再升级。“十多年来，新安
江模式已经大大提升流域下游的水质和
水产品、文旅业等生态价值，开创了市场
化、可持续的环保机制，并且以签署合同
的方式保证稳定性和与时俱进，为全国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做出先行探索。”他说。

202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举行——

生态保护，浙江经验频频登场
本报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兰 天

202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举行——

生态保护，浙江经验频频登场
本报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兰 天

循迹溯源 感恩奋进 担当争先
7 月的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共

享田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连片稻
田已经孕穗，即将丰收，毛芋组成绿色
的海洋，白鹭在田间嬉戏觅食。百年古
树围成的公园里，在村里织带厂上班的
阿婆带着放假后的两个小孙女在树荫
下玩耍。乡间午后，闲适中透着和谐。

村民的笑脸，是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
书，寀卢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阳春最
想看到。自 2013 年担任寀卢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以来，卢阳春完成了企业老
总到村干部的转变，从企业里的“说一不
二”，到村民家里的“苦口婆心”，10年间，
卢阳春身上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10 年 前 ，卢 阳 春 的 主 要 身 份 是
企 业 家 ，他 经 营 着 一 家 磁 性 材 料 企
业——凯文集团，企业做强做大的同时

也为寀卢村打下了较为深厚的产业基
础，并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业入驻。

现如今，一个小小的寀卢村就集聚
了近百家企业，其中规上企业 4 家，全
村企业一年纳税 3600 多万元，大大拓
宽了本地和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还吸
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常年租住
在寀卢村的就有 2750 多人，仅租金一
项，村民户均年收益就有约3万元。

村民的腰包更鼓了，村集体收入大幅
增长，这给卢阳春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要村民打心底里服气，却不简单。

“村里的事情更细更复杂，做事的方
式方法也和企业里完全不同。”卢阳春
说，经营企业，他和合作伙伴讲究互惠互
利，但在村里，他有另一个原则，即凡是
涉及村里的事情，需要作出“牺牲”的，自

己家和亲戚朋友家必须“带头吃亏”；涉
及到村民的，则必须“一碗水端平”。

“村里道路拓宽，我从叔叔家的围墙
开始拆，叔叔一开始怎么都不同意，动手
拆除的那天，后半夜还来我家门口骂。村
里整治违法搭建，我也是先从亲戚朋友那

‘下手’。”卢阳春说，家里人吐槽，自己当
个村干部，几乎把亲戚朋友“得罪”遍了。

一时的不解，没有阻挡卢阳春的热
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大家伙也不
得不承认，卢阳春做的许多事情确实更
有利于当下村庄发展。

比如这些年，卢阳春牵头实施了“旧
村改造”工程，让家家户户住上漂亮的小
楼。此后，又持续开展道路“白改黑”、雨
污分流、自来水改造等工程，雨水、污水、
自来水等管道全部实现“地埋”，大大提
升了村域“颜值”和村民生活品质。

寀卢村因“寀卢经验”闻名全国，上
世纪90年代，寀卢村因大批劳动力外出

打工，没人种田，村民尝试将早稻直接撒
播，这种“懒人种田法”一举解决土地抛
荒问题，产量也不错，因此被推广到全省
乃至全国。其后，寀卢村不断加强农田
水利建设规划，通过打造“路成框、田成
方、渠成网、树成行”的现代田园格局，改
善了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

到了卢阳春任上，寀卢村又积极主
动拥抱新兴技术浪潮，探索搭建了“智
慧寀卢云平台”，将全村 1200 亩农田纳
入5G数字化管理。在5G技术加持下，
1200 亩农田从播种、施肥、收割到晒干
等生产全过程均实现“机器换人”，农田
日常管理只需一人即可完成。

傍晚时分，寀卢共享田园里人头攒
动，慢行步道、紫藤长廊，村民在这儿散
步、休憩、避暑。时值暑期和周末，返乡
的、探亲的，大人小孩欢聚一堂，欢声笑
语不断，让记者也由衷羡慕，寀卢真是
一处村美人和的好地方。

带头吃亏，带村民奔富
——记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阳春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沈 立 共享联盟·东阳 李 磊 通讯员 张沛豪

本报杭州7月9日讯（记者 姜晓蓉）
9 日，第三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总决赛
在杭州第二中学余杭学校举行。来自
全省300余所学校的共8万余名选手经
过初选、复赛选拔，最终 200 余名“诗词
小达人”晋级总决赛。

本届诗词大会的现场决赛，除了传
统的看图猜诗、飞花令等环节，还新增
了古文考察环节，更加考验参赛选手的
传统文化功底。经过激烈的现场角逐，

来自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张海洋和杭州
市南肖埠小学的来丁丁分别获得初中
组和小学组的冠军。其中来丁丁同学
是第三次参加该项比赛，前两届都在总
决赛中止步最后的飞花令环节，今年终
于如愿拿到冠军。

据介绍，浙江少年诗词大会自2021
年起被列为中小学校的全省性竞赛项
目，也是“浙江省中小学生文化寻根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在现场看

到，不少同学组团来参加比赛，其中不
乏参加过前两届比赛的“元老选手”。
在不少中小学生、家长和老师眼中，浙
江少年诗词大会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大
家交流和学习古诗文的平台。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崧舟连续三
年担任该项比赛评委，现场点评环节他
表示，中国古诗词有着独特的魅力，也
深深影响着热爱古诗词的孩子们。从
参赛者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内在的

力量和自信。
本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潮新闻·钱江
晚报、浙江学海教育承办，以“寻根诗画
江南，感知活力浙江”为主题，旨在通过
寻访文脉踪迹，挖掘和传播具有浙江特
色的传统诗词文化，同时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诗词文化角逐和互动体验，引导
中 小 学 生 亲 近 传 统 经 典 ，传 承 浙 江
文脉。

200多位选手现场角逐，第三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总决赛落幕

诗词小达人，尽显传统文化之美

停靠在嘉兴乍浦港区外海码头的船只。 浙江在线记者 陈雷 摄

本报讯 （记者 祝梅 通讯员 唐豪）“8 万羽蛋鸡，刚刚打
了28日龄的第一支禽流感疫苗，一共打了56瓶。”翻翻手机，浙
江文华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鲍俊杰就能清晰掌握养殖场的鸡群
免疫动态。“疫苗运到养殖场，通过‘先打后补’模块扫码入库、实
现数字化管理，还可以定期上报、领取财政补贴。”他说。

“先打后补”，是养殖场户自愿申请、自主采购强制免疫疫
苗、自行开展免疫，免疫合格后申请财政补贴的一种新型防疫模
式。结合主题教育，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采取专项工作组蹲点
调研推进、进度情况周调度、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适时通报阶段
性推进情况等举措，对全省所有 86 个畜牧养殖县（市、区）开展
工作指导，找准问题，研究解决对策。截至 6 月上旬，全省已基
本实现规模养殖场全县域、全病种全覆盖。

“此前，一些规模养殖主体直接从市场上选择相应的疫苗
供应商，难以享受到强制免疫招标疫苗的‘福利’。”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说，为让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加快全面
铺开，前期，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重点选择临安、南湖、嵊州等
3 个不同养殖模式的县（市、区）进行蹲点调研，十几名干部下
沉一线 2 个多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从基层实际出发找问题、
解难题。取得经验后，该中心组织力量与 3 地的技术人员再组
成新的工作组持续下沉，通过集中培训、现场答疑、走访服务等
形式，把集成的政策、工作机制复制推广到其他畜牧养殖县

（市、区）。
通过实施“先打后补”，浙江一改强制免疫疫苗“政府采购、

免费领取”的方式，把动物防疫主体责任交还给养殖场户，把疫
苗选择权交给市场，“领苗”变“领钱”，实现了疫苗购买方式、资
金补助方式和免疫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破解了疫苗供需不匹
配难题，更把防疫被动战转变成为主动战。

与此同时，浙江自我加压，瞄准中小散养户防疫需求，
进一步推动“先打后补”工作扩面提质。嘉兴市南湖区余新
镇农庄村 26 组村民濮水根家里散养着近 40 只鸡、鸭、鹅。
不久前，村里的小组长跟着杭州寅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
技术人员一起上门，给这些散养的禽类都打了禽流感疫苗，
还学习强制免疫疫苗信息如何上传、使用剂量怎么登记等
知识。

“在前期调研走访中，我们注意到各地的散养户集中免疫主
要由村级防疫员承担，年龄结构老化、数字化技术接受能力较
差、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普遍存在。”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疫病
防治处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引导行业协会、养殖场户组成联合
体，加快第三方服务组织培育等方式，浙江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因地制宜，多渠道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像寅顺生物这样的第三方服务主体，如今全省已培育 208
家，成为现有防疫力量的有效补充。依托浙江省数字畜牧产业
大脑，浙江创新性地将“先打后补”改革与数字化改革相结合，打通业务流、数据流
和资金流，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今年以来，全省养殖主体已扫码注射强制免疫疫
苗6000多万毫升/头份，预计补助金额近2000万元。

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创新推进强制免疫疫苗

﹃
先打后补

﹄

领苗变领钱

，政策落实更到位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7月8日晚，金华开发区三江街道阳光社区开设暑假“阳光里，共富集市”社会实践基地，在社区广场设20个摊位让中小学生进行义卖，增加
社区“烟火气”，增添社区“新活力”，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好地融入社会。 共享联盟·金华 李建林 摄

7月8日晚，金华开发区三江街道阳光社区开设暑假“阳光里，共富集市”社会实践基地，在社区广场设20个摊位让中小学生进行义卖，增加
社区“烟火气”，增添社区“新活力”，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好地融入社会。 共享联盟·金华 李建林 摄小铺子，开张啰

本报讯 （记者 黄宁璐） 日前，浙
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双百千万”专项
行动舟山专场活动在舟山新城举行，
长三角海洋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同时
宣布成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
担任名誉主任，20 家国内生物医药领
域知名高校院所的专家团队及企业
加盟。

据介绍，该创新中心将重点联合国
内生物领域知名高校院所的专家团队
及代表性企业，围绕创新资源集聚、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产业创新服务、科技
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引培等五大功能
定位，建设覆盖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研
发、中试与生产的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助力长三角地区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目前，该创新中心已在舟山建成海
洋生物产业中试研发基地，可在功能性
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及中医药产品
等领域，为企业、高校院所和创业者提
供多样化的专业服务。

长三角海洋生物医药创新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