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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郑旭光 记者 蒋欣如） 按照人社部统
一部署，近日，“社保服务进万家”浙江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
台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保倡议
书》，并设置业务咨询、政策解读、体验互动3个区域。经办人
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让企业和群众更直观、真切地了解社保
政策和办理流程。

据悉，为推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实施社
会保险经办条例，10月21日至27日，全省将同步开展社保政
策宣传活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集中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等重点
区域，开展个性化宣传，宣传制度原理、服务理念、政策条文、
经办流程等基本内容，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保服务带来的更
加直接、更加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应忠彭） 日前，“休闲发展与生态文明”专
题对话暨温州模式的休闲旅游IP发布仪式在温州洞头启动，
民宿集群、city walk（城市漫步）、乡村社区、海岛休闲、音乐
漫都等5个温州休闲旅游IP正式发布。

本次活动以“休闲发展与生态文明”为主线，串联起2023
年浙江省休闲学会年会、温州休闲旅游 IP 发布等多个环节，
200 余位来自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旅游学术期刊、文旅企业
的休闲学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休闲城市建设、休闲旅游发展前
沿、休闲体验与生态资源开发等话题，展开交流对话，为助力
温州文旅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近年来，温州全力打造山江海等5条休闲旅游产业带，持
续培育打响“侨家乐”品牌民宿、楠溪江音乐漫都、“我爱夜温
州”等十大文旅金名片，推出海岸风情旅游浪漫之旅、都市时
尚休闲旅游体验之旅等百条旅游精品线路，促进文旅资源串
珠成链，着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温州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富民
强市的“幸福产业”，致力将温州打造为文旅深度融合的市域
样板、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专家学者温州共论休闲旅游发展

本报杭州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楠）
记者 23 日从浙江图书馆获悉，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浙江图
书馆面向全社会招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之一，浙
江图书馆于 2015 年 12 月成立理事会，实行理事会参与决策
和监督的管理体制，理事会至今已经运行两届。浙江图书馆
理事会是浙江图书馆的决策与监督机构。为使图书馆的服
务更加符合读者的需求，提高图书馆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
化，浙江图书馆发展的重大事项通过浙江图书馆理事会的研
究讨论并进行审议。

本届浙江图书馆理事会将招募 5 名热心公益文化事业、
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时间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社会代表理
事，其中教育界代表 1 名、新闻界代表 1 名、志愿者代表 1 名、
科技工作者代表 1 名、公共文化代表 1 名。报名可由单位推
荐或个人自荐。细则可登录浙江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查询。

浙江图书馆理事会纳新

本报杭州 10 月 23 日讯 （记者 全琳珉 通讯员 市闻）
记者 23 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前三季度，全省商品市场延
续二季度的加速回暖态势，成交额稳步上升，全省商品市场成
交额达1.65万亿元，同比增长8.49%。

龙头发展势头依旧强劲。前三季度，全省 262 家年成交
额十亿元以上市场成交额达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3%。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例，今年该商品市场启动“品牌出海”
计划，积极举办各类行业垂直展、境外贸易对接会等引流活
动，今年以来实现成交额1660.19亿元，同比增长13.64%。

场均交易持续提升。前三季度，全省商品市场场均成交
额达5.58亿元，同比增长4.35%。从市场类型看，场均成交额
排名前三的市场类型分别为化工原材料市场（含液体化工、石
油、成品油、塑料）、针纺织品市场和果品市场，场均成交额分
别为96.34亿元、51.75亿元、38.01亿元。

工业消费品市场表现亮眼。前三季度，我省 536 家工业
消费品市场共实现成交额 7321.45 亿元，同比增长 26.55%。

“除中秋叠加国庆假期和市场季节性因素影响之外，杭州亚运
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亚
运会期间，杭州亚运场馆及亚运村周边商品市场客流量与平
时相比平均增长20%左右。

浙江商品市场成交额稳步上升
前三季同比增长8.49%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 月 23 日，癸卯
（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在丽水
市缙云县黄帝祠宇举行。在全省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之际，仙
都黄帝祭典的举行，呈现了浙江在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上的积极探索，为弘扬黄帝文
化、凝聚民族精神创造了重要的文化场域和
精神空间。

“赫赫始祖，肇启八荒。”仙都祭祀轩辕黄
帝始于东晋，兴于唐宋，绵延至今，以其特殊
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受到海内外炎黄子
孙的高度关注。今年是仙都黄帝祭典升格为

浙江省政府主祭的第三年，恰逢“八八战略”
实施 20 周年、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举办之
年，多个时间节点叠加下的祭典意义更加特
别。活动现场，长号鸣天、击鼓撞钟等九项祭
祀古礼尽显诚敬庄严，“更为成功、更为精彩、
更为成熟”的文化盛典辉映着体育盛会，极具
江南风采、地方特色的展演和活动进一步加
强了黄帝文化的交流传播，充分展现了浙江
办好祭典活动、传承弘扬黄帝文化的担当，展
现了浙江大地在“八八战略”引领下实现的华
丽蝶变与精彩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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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
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肇始，滋
养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锻造着炎黄子孙的
精神境界，熔铸于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以
高规格的祭典慎终追远，一方面寄托对中华
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敬仰之情，在缅怀
追溯中读懂“何以中国”；另一方面更有助于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激荡
华夏儿女的情感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在文化
自信中凝聚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
志，不断提升中国文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

响力。
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

也是浙江省的重要文化标识。肩负习近平
总书记对“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积极探索”的殷殷重托，面对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必须努力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
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构建起以文化力量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格局。在发挥中国南
方黄帝祭祀中心和中国南方黄帝文化辐射中
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这一重要载体作用，
深入解码弘扬黄帝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
值的同时，更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主动跨越，以文化这
个关键变量赋能地方发展，以文化传统之复
兴助力中华民族之复兴，为“两个先行”和打
造“重要窗口”注入强大精神动能，为“四海同
心祭始祖，团结奋斗谱新篇”打下坚实人文
基础。

四海同心祭始祖 团结奋斗谱新篇
本报评论员

10 月 23 日，经报省政府同意，宁波前湾
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被省发改委正式命名
为“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从 2019 年启动
培育，历时4年，浙江迎来首个通过验收命名
的“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

作为“顶配版”产业平台，“万亩千亿”新
产业平台在地理上更集中、主导产业更聚焦
更高端、管理体制更灵活，代表着浙江未来产
业升级的方向。

这样的产业平台能量有多大，发展势头
如何？日前，记者探访宁波前湾新区并采访
相关专家。

“第一”长啥样

宁波前湾新区位于宁波北部、杭州湾南
岸，处于上海、杭州、宁波的黄金节点上。驱
车行驶其中，如果看到许多“汽车零部件”招
牌和来往不断的大货车，大概率到了宁波前
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2022年，宁波前
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全年实现主导产业
产值超 1200 亿元，产业集聚度达 99.0%，汽
车产业产值占全省的近 20%，新能源汽车产
量占全省的 12%，平台产业规模、亩均效益、
创新集聚全省领先。

“头部企业是核心。”宁波前湾新区发改
局局长张波总结道。宁波前湾新区发挥吉
利、大众两大整车企业的“领头雁”作用，瞄准
国内外 500 强、行业前 10 强，全力引进一批
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完善智能汽车全产业生
态链。今年，宁波前湾新区深化产业攻坚，前
三季度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项

目14个，总投资159.25亿元。1月至9月，生
产新能源整车 8.5 万辆，占全省比重提高到
21%。

在宁波前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汽
车“浓度”有多高？99%的数字极具冲击力，
开车逛一圈，感受会更明显。在吉利和大众
两大车企周围，环绕着大大小小的汽车零部
件企业，说是宁波前湾新区长出来的“汽车
城”，一点也不为过。

从品牌看，这里涵盖大众、吉利、领克、
smart、极氪、奥迪等汽车品牌，建成整车产
能超150万台；从零部件配套看，这里集聚了
100 余家车联网、新能源“三电”等关键零部
件企业，引进了 8 家全球零部件百强企业投
资的11个项目。

可以说，首个“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目
前已基本建成集智能汽车研发设计、整车生
产、零部件配套、检验检测、销售运营、人才培
养于一体的全产业生态链，年产值占全省汽
车产业产值的近20%。

更令人欣喜的是，平台高能级的特点已经
显现——亩均产值达700.5万元；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为1248.5亿元，占总产值比重99.0%；
亩均税收55.7万元，高出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
平，超过“万亩千亿”平台的建设标准要求。

平台有多强

浙江从不缺产业平台，但“万亩千亿”新
产业平台是指面向重量级未来产业、万亩空
间左右、千亿元以上产出的产业平台，“顶配
版”称号足见其实力。

如今，“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已成为各地
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2022年，浙江培育
的 27 个新产业平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超
1600亿元，以占全省2‰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
省3%的固定资产投资、9.7%的工业总产值。

创新创造活力，在平台上竞相迸发。宁
波前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汽车学院，成
功入选国家首批50家现代产业学院名单；嘉
兴南湖微电子产业平台设立9个博士后工作
站（国家级 3 个、省级 6 个），做大做强人才基
本盘⋯⋯

平台能级的提高，直接带动当地制造业
转型升级。在宁波前湾新区，慈溪市杭天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正在建设新的厂房。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平台中
新能源汽车的含量越来越高，他们也从为传
统汽车做配套，转向“双轮驱动”。得益于新
能源汽车开发周期短，公司的技能和响应能
力得到快速提升，规模不断扩大。

而对金业车灯控股集团来说，高能级平
台意味着可以向产业链更上游迈进。常年与
吉利合作，他们得以及时捕捉行业前沿动态，
不断“解锁”新产品。如今，他们还加入了由
吉利牵头成立的研发共同体和检测共同体，
研发能力不断提升，行业影响力越来越大。

未来，平台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以首个
“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为例，目前，宁波前湾
新区投资 30 亿元的浙江省绿色智能汽车及
零部件技术创新中心已建成投用，致力于打
造世界一流的新型技术孵化平台；投资30亿
元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中心获批并计划年内
开工，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

研发测试基地。这些高能级平台，或能进一
步提升产业发展新高度。

后备军有哪些

2019年至今，浙江共培育4批27个新产
业平台，规划总面积 32.9 万亩。其中，除了
宁波前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外，不乏发
展势头强劲者。如绍兴集成电路产业平台，
2022 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衢州高端电子材
料产业平台，2022 年主导产业产值近 900 亿
元，较上年增长69%。

“浙江‘顶配版’产业平台是承载浙江未
来产业发展的高能级载体、创新策源地，是加
快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的具体抓手。”省发改委
产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世界主要
国家和地区积极谋篇布局未来产业，以期抢
占发展新赛道。

这几年，新产业平台不光主导产业很聚
焦，布局也愈发集聚。如智能电力物联网、
智能物流装备、智能显示材料、智能视觉，都
是各自所在领域的细分产业。“一方面推动
平台错位发展、避免内部竞争，另一方面有
助于资源要素整合，激发平台创新潜力。”省
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吴骏毅说。

“要充分释放新产业平台的‘磁场’效
应。”省发改委产业处相关负责人说。当前，
浙江的平台处于加快建设期，产业集聚力、竞
争力和引领力尚未完全显现，今后要进一步
聚焦产业链，强化政策支持引导，加快集聚优
质创新资源，打造未来产业集群发展新高地。

宁波前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通过验收命名

我省迎来首个“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
本报记者 郑亚丽 翁云骞 夏 丹

本报讯 （记者 吴丽燕 陆斯超 共享联盟·南浔 陆志鹏
通讯员 李梦琪） 说起养蚕，大家总会想起“梅子青，梅子黄，
菜肥麦熟养蚕忙”的江南地区。如今，一只只可爱的蚕宝宝也
走上了丝绸之路，在天山脚下的新疆柯坪县安了“新家”。就
在近日，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湖州市援疆指挥部的牵线搭桥
下，来自南浔区菱湖镇的湖州桑田蚕业有限公司的工业化养
蚕项目试验成功。

“你们看，大蚕已经上蔟结茧了，人工饲料养蚕成功了！”
在柯坪县玉尔其乡一间蚕房内，湖州桑田蚕业有限公司技术
部主任陈伟荣看着一颗颗形状饱满的蚕茧开心地说。与传统
养殖不同，该项目采用工业化养蚕模式。在这里，蚕宝宝不吃
桑叶，改吃专门的饲料，大蚕也不再“睡”地上，而是住在一层
一层的“空中别墅”里，偌大的蚕房和工厂厂房无异。蚕房内
还安装了空调、加热器、补湿器及温感器等设备，通过控制系
统可调整室内温度，保证蚕宝宝的生活环境舒适。

湖州桑田蚕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发芳介绍，他们把蚕从
一龄养到四龄，再把五龄蚕发放给农户，农户进行人工饲喂
后，蚕就开始上蔟结茧。而蚕的品种、全龄饲料的配比都由公
司统一为农户提供，蚕茧由柯坪县供销社统一收购。田发芳
算了一笔账，按照农户有 60 平方米房间来算，一批可饲养 4
张蚕种，生产蚕茧 160 公斤，每月可饲养两批。除去饲养、水
电等成本，每年农户可增收5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在柯坪按照工厂化标准化饲养模式，逐
步大面积推广这种养蚕技术，努力建设规模化、集约化养蚕基
地，进一步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田发芳说。

浙江蚕宝宝天山脚下安新家

又是一年重阳节，缙云仙都景区，山水缥
缈间，鼎湖峰下的黄帝祠宇格外恢宏。10 月
23 日，一场以“四海同心祭始祖，团结奋斗谱
新篇”为主题的祭祀仪式在此举行。

当阳光铺洒大地，鼓乐齐鸣，大典司仪沿
着台阶拾级而上，在轩辕殿前立定并宣布：

“癸卯（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
典，现在开始，全体肃立！”

现场，人们面容端肃，对人文先祖的追思
之情流露于表。紧接着，大典第一项仪程，长
号鸣天开始。9 位号手齐鸣长号，嘹亮的号
声阵阵，回荡在群山峻岭之间，震肃草木，划
破长空——

传说中，黄帝与蚩尤会战于涿鹿郊野，九
天惊变，龙血玄黄，最终统一了中原。不同族
群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形成，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典仪程继续。击鼓其镗，祖先之迹，千
古传讴；钟声响起，余音绕梁，身处庙堂之前，
怎能不忆起中华先祖黄帝命雍父舂米，命仓
颉制史，并考订星历，以“岐黄之术”教民疗治
百病等伟大功绩。他让文明的曙光照耀神
州，华夏九州的灿烂历史长河，就此开启。

鲁迅先生在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深爱时写
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确实，上古流传至今
的文化和信仰作为根基，铸就了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刚毅不拔的气节和从不屈服、永不言
败的精神，让华夏儿女用舍生取义、为国担当
的家国情怀，在一次次的危机中力挽狂澜，化
险为夷。

如今，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撑，化为无数同
胞寻根问祖的动力之源。大典现场，来自海
内外的参祭嘉宾虔诚地手捧长香，逐一走到
香炉前，表达敬意。烟尘袅袅，缥缈于空，众
人对轩辕黄帝的敬仰之情，天地可鉴。

更以鲜花，以美酒敬献。“赫赫吾祖，万古
流芳；威加四海，惠及万邦。功开天地，道启洪
荒；奠基华夏，文明始创。”现场，主祭人恭读祭
文的声音掷地有声。祭文读毕，全体参祭嘉宾
面朝黄帝像肃立，初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随后，66 名儿童和 33 名成人合唱《轩辕
颂》，《鼎礼中华》《锦绣河山》《华夏永昌》3 个
篇章构成的盛大告祭乐舞登场，身着“缙云
色”华服的演员载歌载舞。一条金色巨龙腾
空而起，承载着华夏儿女对先祖的追思与崇

敬，直冲云霄，祭祀大典礼成。在场的嘉宾久
久不愿离去，深情瞻仰着黄帝像。

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皮划艇双料冠军王
楠在敬献花篮的队伍中。祭典结束后，她告
诉记者，“庄重、震撼”是她最直观的感受。王
楠期待着，自己能在明年的奥运会上取得好
成绩，在赛场上展现出炎黄子孙奋发向上、团

结坚韧的精神。
重阳之日，桂花飘香。在黄帝祠宇的匾

额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
会会长王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第二次参
加祭祀大典，祭祀大典体现出我们对黄帝历
史文化传承的重视。今年的乐舞表演更具仪
式感，祭祀仪程越来越完善。我相信仙都黄

帝祭典将会越来越具影响力。”
仙都黄帝祭典的声名远扬千里。对香港

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会长，詹氏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詹洪良而言，这是一次回家之旅，也
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传承好黄帝文化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香港地区和内地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有重要意义。”詹洪良说。

这些年，香港地区和内地的经贸往来及
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浙江文化“对外传播
大使”，詹洪良每年会组织香港大学生到浙
江、四川、云南等地交流，还设立了詹氏交流
基金，支持浙江大学学生到香港等地游学，增
进两地青年的互动。在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火炬传递台州站，他是传递亚运“薪火”的火
炬手；参加完仙都黄帝祭典后，他给了自己一
个新身份：黄帝文化的传递者。

这场祭典，点亮更多的向往。“参加完祭典
后，我心潮澎湃，透过古老的雅乐和庄重的仪
程，我近距离感受到了黄帝文化厚重的底蕴，
仙都黄帝祭典是寻根祭祖的文化盛典，架起了
海内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凝聚起华夏儿女深切
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浙江省侨商会会长、
澳门苏浙沪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廖春荣说。

祭典之后，200 多名演员在轩辕殿台阶
前合影留念，记录这一刻的难忘。本次祭典
的演艺总导演、浙江歌舞剧院导演张雪松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舞者身上亮眼的缙云华
服——“我们将‘缙云色’融入服装、舞美造型
中，在祭舞的最高潮，舞者手持玉简，身着缙
云华服祭拜轩辕黄帝。”她所说的“缙云色”，
是一种中国传统色，如霞映流云，热烈而鲜
活。祭典上的这抹亮色，彰显了缙云创造性
转化中华传统美学的巧思。

作为连续 3 年执导祭典的“老将”，张雪
松说：“今年是四海之宾同聚浙江的亚运之
年，祭舞紧跟时代，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华河
山的美好。”男舞者就青铜鼎“击缶而歌”，正
是示意浙江之礼，舞台折扇上的鼎湖峰水墨
图案，彰显了浓缩的山河之美。

九曲练溪，十里画廊，仙都的这场文化寻
祖之路，与美景共同刻印于心。抬头仰望，坐
东南、朝西北的缙云黄帝祠宇，正昭示中华民
族追根溯源、慎终追远的精神生生不息。

黄帝信仰，屹立千年，民族之魂，日久弥新。

癸卯（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举行

鼎湖峰下，击缶而歌祭轩辕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邬 敏 实习生 叶 子

10月23日，癸卯（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在缙云举行。 本报记者 林云龙 魏志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