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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答：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
帝始于东晋、兴于唐宋元，延绵至今，有
1600多年历史。

缙云充分挖掘黄帝文化的精神内
涵和时代价值，实施黄帝文化解码、精
品、浸润、展示、传播、转化、数智、筑基
等传承和弘扬黄帝文化“八大工程”，与
全国各地 11 家单位结成黄帝文化联
盟，注册成立黄帝文化书院，更大格局
推 动 黄 帝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展。
刚刚召开的省委全会，再一次将黄

帝文化作为浙江省委重点打造的文化
标识之一，缙云将肩负起传承弘扬黄帝
文化这一重要使命，推动浙江文化的大
发展大繁荣。

问：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发出了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动员令，
缙云将如何部署和落实？

答：缙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五大
工作理念：发展是首要的任务，问题是
时代的号角，创新是最好的创业，争先
是永恒的主题，行动是最好的语言。

缙云将对标对表，重点在四个方
面努力：一是对标“在一体推进创新改
革开放上先行探索突破”，持续走好

“小县大创新”之路。二是对标“在打
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先行探索突破”，

加快打造一流“工业生态”建设“工业
强县”。三是对标“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上先行探索突破”，深度打造黄
帝文化标识。四是对标“在构建共同
富裕体制机制上先行探索突破”，完善

“四城一体、两园驱动、三乡迸进”县域
发展新格局。

缙云将坚定不移地按照省委部署
要求和县域发展实际来开展工作，埋头
苦干，脚踏实地，找准方向，当排头、立
潮头。

（本报记者 邬敏 叶锦霞 整理）

“小县大创新”的缙云解法

本报讯 （记者 应忠彭 共享联盟·
瑞安 夏盈瑜 郑智建） 连日来，在瑞
安天井垟粮食生产功能区，3 万多亩
连片稻穗随风起舞，绘成一幅绝美的
秋收画卷。一台台收割机在稻浪间穿
梭，种植大户喜笑颜开：“现在种田，方
便又高效。”

要想种得好，良种很关键。“我们全
部 种 上 了‘ 泰 两 优 217’和‘ 泰 两 优
1332’等优质品种，种出来的稻谷品质
好，效益也高。”种粮大户项宝荣说，今
年种植了约 5000 亩晚稻，参加了好几
次病虫害治理技术培训，也用上了无人
机喷洒农业技术，克服了传统种植人工

成本高、管理跟不上等困难。
大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收割晚

稻。农机手项贤治驾驶着联合收割机，
熟练地打着操作杆，一茬一茬的稻谷轻
轻松松就被“吃”了进去，收割、脱粒、碎
秆还田，一气呵成。没多久，收割机“肚
子”里装满 2000 多斤稻谷，一根长长的
管子伸出，稻谷便流进停在路边的大卡
车里。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三台收割机
在同时作业，割好后隔日就能烘干。”
瑞安市增瑞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秦高云说，今年合作社花了 100 多
万元，购置了多台插秧机、割稻机、大
型拖拉机、无人机，实现耕、种、收全程
机械化。

“用上这些崭新的家伙，生产效益

至少提高20%。”秦高云自豪地说，合作
社里单烘干机就更新了 12 台，如果全
部启用，一天能烘干 200 多吨稻谷。用
好机械化助农帮手，农户种植效率更
高了。

天井垟粮食生产功能区是浙南名
副其实的粮仓和菜篮子，建成了以生
态水稻为核心的田园综合体。近年
来，瑞安市不断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推广无人机植保作业等先进新技术、
新机械，推进稻蔬轮作，不仅提高了粮
食产量和品质，也让种粮变得更加方
便高效。

瑞安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负责人介绍，平时通过大户微信群、
下田头、电话等形式指导农户，提高

大户种粮水平。同时，开展水稻高产
创建，今年创建千亩示范片 5 个、百亩
攻关方 1 个，组织高产竞赛，调动农户
积极性。瑞安还积极发展海水稻种
植，首次实现普通水稻品种在盐碱地
里种出早晚两季，实现增产又丰收。
此外，当地还成立大米加工中心，注
册使用“天井垟”大米品牌，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

稻谷收购方面，则用起了“数字化
粮仓”，让粮食收得畅。农户将粮食运
送至各地粮食储备库，只需出示身份
证，系统就可以马上识别，随即对入库
秋粮的时间、数量等信息逐一登记在
册，当天结算，一两天内就可以打款。

据悉，瑞安晚稻种植面积达14.8万
亩，预计亩产量能达到480公斤以上。

在瑞安天井垟，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

“现在种田，方便又高效”

秋色·秋收秋色·秋收

本报讯 （记者 王燕平 通讯员
楼玉峰） 11 月 18 日上午，沈爱琴纪念
馆在万事利集团新落成的总部大楼“万
事利科创中心”三楼正式开馆。

该纪念馆占地500平方米，展示内
容由“初心”“逐梦”“弄潮”“华彩”四大
篇章组成。万事利集团创始人沈爱琴
成就了一个让古老丝绸“羽化成蝶”飞
向世界的创业佳话。从“想尽千方百计
找生产原料”到“走遍千山万水跑产品
销路”，从“说尽千言万语请技术顾问”
到“历经千辛万苦引进中国首台喷水织
机”⋯⋯老一辈浙商沈爱琴一幕幕创业
点滴通过丰富的视效载体、详实的史料
内容生动呈现。承载着万事利集团未
来梦想的万事利企业文化中心也同步
启幕。

当天，由浙商发展研究院颁授的
首个“浙商精神传承示范基地”在万事
利揭牌。万事利两代人接力传承丝绸
历史经典产业，专注做强做大民族丝
绸品牌，让中国丝绸闪耀在世界舞台
的奋斗故事，成为浙商精神传承发展
的生动典范。据悉，沈爱琴纪念馆、万
事利企业文化中心将面向全社会开
放，成为学习感悟浙商精神的又一个
重要载体。

1975 年创立的万事利集团，如今
已成为一家以丝绸文化创意为主导产
业，辅以生物科技、资产经营、金融管理
等多产业的现代新时尚产业集团。在
最新发布的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中，万事
利集团均位列其中。

沈爱琴纪念馆开馆
首个浙商精神传承示范基地同日揭牌

11 月 19 日下午，第四届长三角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闭幕。

“货带少了！”自 11 月 16 日长三角
文博会开幕以来，诸如此类的感叹不断
在会场响起。据初步统计，展会全程吸
引约15万人次参与。

阔别三年再次开展的长三角文博
会，让参展者看到长三角文化产业强劲
复苏带来的诸多想象空间。

而更多的目光正在投向这场文化
盛会。作为三省一市共同推动长三角
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实
践，长三角文博会被不少地方政府、企
业 视 为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风 向
标”。透过热闹的会场，记者探寻新变
化和信号。

老朋友擦出新火花

手捧嘉兴的“碎银几两”奶茶和热
腾腾的缙云烧饼，欣赏一场地道的安徽
黄梅戏《铁弓缘》，不远处还有身着旗
袍、马褂的演员演唱苏州评弹《苏州好
风光》⋯⋯穿行在会场，不同地域文化
交融的场景随处可见。

“人气比预想的还要旺。”舟山荷
月文化的负责人胡悦是长三角文博会
的老朋友，2020 年的第三届长三角文
博会她就曾参展，并拿到过百万元的
订单。今年，她不仅拿到 200 多万元
的订单、几乎卖空带来的展品，还达成

几个合作销售的意向。“下订单的有来
自上海、安徽、江苏的企业，也有我们
浙江省内的企业。”胡悦说，自己一直
在探寻更多元的产品需求。这些来自
不同省份的订单，让她的公司拓宽了

“朋友圈”，有了更多了解外部需求的
宝贵机会。

老朋友们也在这里擦出新火花。
来自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国家对外
文化贸易基地首次在长三角文博会设
立联合展区，共同亮相。除了上海基地
是国内首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外，
杭州和南京基地都是 5 个月前刚挂牌
的“新生”。“我们期待能形成 1+1+1>3
的效应，通过协同合作、共建共享，为服
务对象提供长三角‘高定式’的服务，推
动更多企业文化出海。”国家对外文化
贸易基地（杭州）展区负责人金威说，在
新一批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榜单上，
长三角基地数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以
长三角文博会为起点，这个新共同体的
故事刚刚开始。

科技赋能成重头戏

在江苏展馆的“大运河元宇宙空
间”，参观者轻拨船舵，“船头”激起朵朵
浪花，大运河沿岸杭州拱宸桥、无锡清
名桥、扬州瘦西湖等地的四时美景扑面
而来；再走几步，良渚文化中的玉琮，正
通过独特的 3D 裸眼设计装置，带来亦
真亦幻的视觉享受。

在本届长三角文博会上，元宇宙、
裸眼 3D 等科技手段成为重头戏，通过
与传统文化“双向奔赴”，让参观者仿佛

在现实与历史中来回穿越。
除了全方位地展示过去和现在，数

字技术还能复原过去文明，并加注新的
想象与创意。

在安徽展馆，合肥达朴汇联科技有
限公司的展位前，元宇宙全息舱里被

“复活”的历史文化名人吸引大批参观
者拍照。在江苏展馆，早已毁于战火的
南京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也通过数
字孪生等技术“来”到文博会现场。

“我们根据相关文献、古籍、考古遗
址挖掘的琉璃构件等内容，请专家进行
讨论研判，最后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以
微米级高精度在数字世界还原琉璃宝
塔。”江苏展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技
术可以广泛运用于类似已被毁的文物
复原上。

这些因科技而梦幻联动的项目背
后，是长三角文化产业脉动逐渐成势。
前几天的开幕式上，浙江、上海、江苏、
安徽三省一市联合发布的《2023 长三
角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综合多
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分析，长三角地区
在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方面的地位和贡献度较高，对全国
文化产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较大的
影响力

朋友圈扩容谋大计

作为第一个以世界级大城市群文
化产业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文博会，经过
三届举办、五年发展，长三角文博会已
成为在长三角甚至更大范围内推动文
化资源优化配置、文化市场相融相通的

大平台。
本届文博会，主办方以多域联动的

方式，邀请云南、江西、贵州、四川、湖
南、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参展。其中
多数省份来自长江经济带，充分发挥长
三角文化产业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
的龙头带动作用。

参展的各个省份都铆足了劲。贵
州省在展馆最醒目处打出标语“多彩公
园省，情牵长三角”。云南省组织“送你
一朵勿忘我，留住云南慢生活”活动，为
来到云南展馆的观众提供一万枝来自
云南的勿忘我鲜花。

旗下有知名文创街区的江西景德
镇陶溪川文创运营有限公司带着自有
品牌的陶瓷日用文创产品亮相长三角
文博会后，已获得不少来自上海、浙
江 、江 苏 、云 南 等 地 客 户 的 合 作 意
向。“不少人知道陶溪川文创街区，但
经过这次文博会才了解到我们还生产
陶瓷文创类产品。”陶溪川展位负责
人罗经理说，这是在长三角交朋友的
好机会。

组 织 24 家 优 秀 文 化 企 业 、500
余种精品文化产品参展的内蒙古展
团 ，也 同 样 带 着“ 扩 大 朋 友 圈 ”的 期
待 。“ 一 方 面 是 把 内 蒙 古 优 秀 的 文
化、丰富的资源带到长三角，另一方
面 也 希 望 把 长 三 角 的 投 资 商 带 回
去 ，加 强 协 作 互 助 。”内 蒙 古 展 馆 负
责人段磊表示。

以“ 文 ”会 友、以“ 博 ”相 融 。“ 朋
友圈”越来越大的长三角文博会，正
在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
动能。

长三角文博会昨闭幕，吸引15万人次参与——

市场更旺 朋友更多 文化更潮
本报记者 纪驭亚

本报讯（记者 何贤君 共享联盟·
义乌 左翠玉） 历经28小时，跨越1600
多公里，11月19日，一辆挂着“枣林——
上溪‘西牛东送’产业协作助共富”横幅
的大货车，驶入义乌市上溪镇潜溪村。
车上装的是来自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枣
林镇的50多头巴山牛。

义乌市上溪镇的“牛文化”有千年
历史，牛杂汤被列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如今，上溪镇范围内销售

“牛系列”的商户众多，已形成了通达全
国的完整销售链。随着东西协作不断
深入，今年初，上溪镇和巴州区枣林镇
结对共建。上溪镇向枣林镇浙川东西
部协作肉牛养殖项目投入 30 万元，在
当地建立了标准化、规模化肉牛养殖
场，大力发展巴山肉牛养殖产业。

枣林镇副镇长李开明介绍，因为农
户散养较多、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多
年来，枣林镇的巴山牛一直未实现批量

销售。“枣林全镇拥有成熟肉牛一万多
头，平均每头重量超过了1100斤，预期
销售额近2亿元，能直接带动全镇增收
3500万元。”李开明说。

而义乌，急需一头好牛下锅。为了
振兴上溪镇“牛系列文化”，今年 7 月，
义乌市发布了《义乌名小吃制作工艺规
程——上溪牛汤》，对上溪牛汤的原辅
料、制作设备及器具、感官特征等内容
一一进行了规范。

同频共振，协作共赢，双方一拍即
合。截至目前，枣林——上溪肉牛销售
体系已初步建立，将以订单销售的形
式，通过义巴专线物流，将枣林肉牛分
批运输至上溪镇销售。“从本月起，计划
每月从枣林分批运输不少于 50 头肉
牛，从原料上保证上溪牛杂汤的品质。”
上溪镇党委书记王志强说，并以此助推
枣林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两地百
姓共同增收致富。

每月至少50头，巴山牛不远千里赴义乌

浙川两个镇 同熬一碗汤

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 共享联盟·瑞安 陈浩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银燕） 日前，浙

江 甫 康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的 创 新 药
CVL237 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美国 FDA 的批准，成为全球首个进
入Ⅱ期临床试验的 PI3Kβ/δ双重抑
制剂，适应症为PTEN基因缺失的晚期
实体瘤。

公司总经理梁黎斌告诉记者，这是
1 类创新药 CVL237 在美国批准开展

Ⅰ期临床试验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淋
巴瘤患后，再次获得批准在实体瘤中进
行Ⅱ期临床试验，意味着本项目进入新
的里程碑。PTEN 基因缺失与多种癌
症相关，在前列腺癌、小细胞肺癌中比
例高达 10%至 15%，目前全球都没有
靶向药批准上市，CVL237获批准进入
Ⅱ期试验，有望填补国内治疗PTEN基
因缺失的创新药空白。

上虞药企创新药获批Ⅱ期临床试验

本报讯（通讯员 施翡斐 记者 陈宁）
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慢病患者足不
出户就可以“看病、购药、结算”⋯⋯日
前，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坚持党
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新
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提升慢病患者
的就医获得感。

据悉，“互联网医院”是富阳一院
配合杭州城市大脑 2.0“智慧医疗”项
目“舒心 e 就医”场景建设的重要应
用。市民进入“富阳一院”微信公众
号，即可享受在线咨询、在线复诊、预
约挂号、报告查询、送药到家、健康科
普等服务。

“明确诊断的复诊患者往往不需要
再次做检查或化验，医生只需要了解患
者近期情况即可开复诊处方。”富阳一
院党委副书记、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费扬
说，推广“互联网医院”之初，对患者的
宣教确实要花时间，但是长远看是事半

功倍的。
近期，“互联网医院”持续覆盖包括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等 8 个慢病科
室，同时一改以往线上全额支付的模
式，上线“医保结算”功能，把缴费窗口

“搬进”手机里，让医保参保人员享受到
与线下诊疗相同的报销福利，真正实现

“零跑路”。
近年来，富阳一院进一步贯彻数字

化改革要求，通过信息化、数字化的理
念、方法及手段，不断解锁智慧医疗新
场景。医院党委书记何正飞说，富阳一
院党员干部以“党建统领，做富阳老百
姓满意的医院”为工作主线，不仅在“智
慧医疗”建设中走在前面，在临床一线
工作中也是冲在最前；将继续发挥信息
化在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推动精细化管
理、优化诊疗流程和提升服务水平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
质的卫生健康服务。

富阳一院完善“互联网医院”建设

让慢病患者少跑路

近日，温州平阳消防救援大队正开展实战化训练。为激励全体指战员铭记嘱托，强化
使命担当，该大队开展重温入队誓词、“119”消防宣传月、实战化训练等一系列活动，营造践
行训词、忠诚履职的浓厚氛围。

拍友 李平 摄

实战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