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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谈“一带一路”（2023 年版）》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201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关于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稿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
机遇属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同志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

同梦想，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
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得到国际社
会特别是共建国家积极响应。共建“一
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
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
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
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
最大公约数，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
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
的互利共赢，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

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
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
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志对共
建“一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
目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述，对于深化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
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专题文集
主要篇目介绍详见潮新闻客户端）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出版发行

手机铃声响了，张著福精准地从桌上 7
部手机里找到机身震动的那一台，扫了一眼
手机背面的标签，按下接听键：

“您好⋯⋯对，春节期间有房间，您要带
孩子老人来玩吗？”

这7部手机，对应着德清县莫干山镇的7
家民宿，张著福是它们的管家，“我们团队一
共管理、运营着30多家民宿。”

张著福是德清县 800 多家民宿 4000 多
名民宿管家中的一员。他们为客户提供住
宿、餐饮以及当地观光、文化与生活方式体验
等定制化服务。

去年，德清发布全国首部民宿服务认
证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认证要求》，德清申
报的“民宿管家”也被人社部列入新职业
名录。

当你在旅游软件、社交平台上搜索“民
宿”时，你就已在与民宿管家打交道了——一
名合格的民宿管家，从客人预订订单到行程
结束离店，需要全链条参与服务。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份属于“诗和远
方”的职业。这话没错，每天叫醒张著福的是
窗外的虫鸣鸟唱，而当他在薄雾轻悬的早晨
面对 7 部充满电的工作手机后，“喂马劈柴”
的日常工作才开始了。

“每天第一件事，是在各个民宿预订平
台上看看咨询、下单量，如果下单不多，就要

考虑换一个标题、图片。现在属于民宿淡
季，我还要更换损坏的装饰件、补油漆，为接
下来元旦、春节的客流高峰做好准备。”39 岁
的张著福在德清民宿行业干了 11 年，曾在
上海物流企业做销售的他转行很顺利，“在
大城市的工作经历，让我更理解乡村休闲度
假的难得。”

随着各行各业人群的流入，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培育下，“民宿管家”这个新职业已形
成一套行业规范。

张著福说，在他的脑袋里，还印着一张高
清版莫干山旅游线路图，根据不同的客户，会
生成不同路径，“比如家长带着 6 岁的孩子
来，我们会推荐不收费的鱼鳞坝、碧坞龙潭；
带着17岁的大孩子来，会推荐水乐园、骑马、
越野摩托车；年轻人结伴来玩，会推荐拍照片
好看的洞穴咖啡营地、萤火虫营地；来过春节
的家庭，会为他们准备制作青团、彩色饺子的
食材和设备。”

（下转第二版）

德清推动民宿集群化发展专业化打理

民宿管家：7部手机里的生意经
本报记者 张 苗 杨新立 通讯员 俞思衍

民宿管家这门行当，兴起在浙江并不稀
奇。持之以恒 20 年的“千万工程”，农村从

“脏、乱、差”到“强、富、美”美丽转身。作为与
乡村连接最紧密的文旅业态，民宿天然成为
城市人寻找乡村生活感受的最佳场景。

许多民宿老板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随
着民宿数量增加、体量增大，预约咨询、接待服
务、需求响应、路线定制⋯⋯从入住到离店的
全流程体验，越来越需要“懂行”的热爱、专业
的执行。民宿管家像是一个个全能选手，职责
就是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乡村体验。

因为业态发展催生的新场景、新要求，使
得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流行起来，把现代服
务业的理念融进了乡村，也让更多人在乡村
找到了新就业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
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
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在民宿管家这一行，25岁到40岁的本地
年轻人是主力军。德清推出了莫干山等级民
宿管家补助办法，民宿管家能获得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享受人才政策。制度保障支撑着
4000 多名民宿管家在德清彰显个性、勇于创
新。这里是游客的诗与远方，更是返乡年轻
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天地。

乡村需要
“懂行”的热爱

短评

张著福正在整理民宿房间。 本报记者 俞碧寅 摄

12 月 24 日，以“无限·生机”
为主题的中国美术学院“秋叶艺
术节”走进萧山湘湖，栩栩如生的
落叶雕塑与湘湖的山水共同构成
一幅和谐的艺术画卷。

本报记者 彭鹏 拍友 陈骁 摄

打卡
落叶的浪漫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雨 红 见 习 记 者
戴 子函 通讯员 杨博宇 葛欣如） 在向

“智造创新强市”迈进路上，嘉兴再传好消
息——近日，省统计局和省科技厅联合发
布的 2022 年度全省及各市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嘉兴创新指数为 236.2，比上年提升
22.6个点，增幅居全省第一。

这和嘉兴企业正流行的一个新动作有
关：设立研发机构。目前嘉兴市营收 1 亿
元以上开展研发活动的制造业企业达
1972 家，营收 5 亿元以上建立研发机构的
制造业企业达 369 家，实现全覆盖。企业
研发机构数量、设置率均居全省第一。

嘉兴 17 个重点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 60%左右。“研发机构是
企业创新的‘源头活水’，更是区域创新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嘉兴市委主要负责
人说。

自从有了“最强大脑”，桐乡市中益化
纤有限公司新产品频出。“一种雪花中空绒
纤维及其制备方法，就是我们最新的创新
项目，该产品染色稳定性更好、成本更低。”
中益化纤经理李振宇说。自公司成立以
来，已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41 件，其中
发明专利5件。

像中益化纤这样拥有研发机构的企
业，在嘉兴还有 4800 多家。“企业是否敢
于、乐于在创新研发上加大投入，是嘉兴建
设‘智造创新强市’的关键之一。”嘉兴市科
技局局长吴根军说。为此，嘉兴针对重点
企业技术创新、产学研项目合作等转型需
求，开展分类指导。

青睐这里的产业链和营商环境优势，
外资企业也纷纷把研发机构搬来嘉兴。“外
资企业为当地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
更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制造技术。”嘉
兴市商务局局长张月琴说。

今年 5 月，汉希科特中国微系统应用
研究院在平湖启用，成为德国汉希科特应用研究院在海外的
首家分支机构。“我们主要研究微机电系统传感器，该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手机、汽车等领域，长三角地区有良好的产业基
础。”汉希科特（平湖）总经理钟锐说，希望能将德国先进的制
造技术本土化。

为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嘉兴今年出台了相关
政策。其中奖补方面，嘉兴在省级政策基础上自行“加码”，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给予实际利用外资额 7.5%的奖补。此
外，嘉兴还建立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拓展企业问题反映
渠道。

“通过圆桌会议反映问题后，工作人员很快帮我们的新项
目争取到了进口设备免税资格，使我们节约关税成本 200 万
元。”荷美尔亚太区研发总监林玉海说，自2015年生产基地落
户嘉兴经开区以来，他们已先后增资 6 次，累计投资额超 5 亿
美元。去年，荷美尔亚太研发中心也正式落地运营。

不断冒出的企业研发机构，打开了嘉兴制造业通向高端
化的大门。今年 1 至 10 月，嘉兴制造业规上工业研发费用
384.73亿元，新产品产值率达57%，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

企业研发机构数量

、设置率均居全省第一

嘉兴企业争配

﹃
最强大脑

﹄

本报讯 （记者 李华 通讯员 房晓暾 傅晶） 海塘外的滩
涂湿地上白鹭纷飞，海塘内生态带、游步道、海天驿站、亲海栈
道错落有致⋯⋯近日，宁波市镇海区海塘安澜工程成为该区
首个完工的省“千项万亿”项目。以该工程为重要节点的“潮
起潮落看海平”海岸风情线也补上断点，一条展示千年滨海城
市发展脉络的精品线路跃然成型。

在宁波，镇海区域内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最为集中。
从传统重工业基地向甬江科创区核心区转型的镇海，也是新
旧动能转换最迫切的区。把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牛鼻
子”，今年以来，镇海区以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为抓手，全力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塑造发展新优势。今年 1 至 10
月，镇海区完成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投资 147.5 亿元，
总量居宁波市首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43.2%。

绿色石化是镇海的传统优势产业。通过“千项万亿”工程
项目建设，镇海正加速布局“减油增化”全产业链，以期实现石
化产业高新化。“喏，这个安全帽的原料就是 ABS 高分子材
料，这也是我们要带动延伸的产业链之一，推动区域石化产业
补链强链。”拿起一顶安全帽，高端合成新材料项目建设相关
负责人章剑波说。在他的身后，投资 113.3 亿元的高端合成
新材料项目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这个项目，承载着镇海
绿色石化产业转型发展的方向。“项目的不少高端合成新材料
不仅将填补省内空白，也将显著提升石化产业循环经济水平、
提升产业链综合竞争力”。

当前，甬江实验室、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等一系列事
关区域全局发展的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在镇海落地建设，
让已集聚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中石化宁
波新材料研究院、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的镇
海科创优势越发突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项目现场相
关负责人杨利土说，项目正在抓紧施工，按照“边建设边运营”
的模式，校地合作也已全方位推进。

当前，镇海实施每周例会、半月协调、月度会商、双月专题
“四级”协调会商机制，确保“千项万亿”等重大项目按节点推
进。今年9月以来，镇海还启动实施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
等“百日攻坚”行动，以“一体推进”的理念和方式，抓牢项目引
进、土地保障、落地开工等重大事宜，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加快
落地、加速转化。

传统重工业基地镇海加速动能转换

“千项万亿”项目塑造发展新优势

从全球视角来观察缙云制造业，或许会
有不一样的认知：

产品单一、物美价廉——这是缙云制造
最初的“A 面”。30 多年前，一台台脚踩缝纫
机 贴 上 其 特 有 的 标 签 ，开 始 闯 荡 东 南 亚
市场。

琳琅满目、时尚新颖——这是缙云智造
如今的“B 面”。现阶段，来自山区的一支支
荧光灯管、一个个空气炸锅、一辆辆电动自
行车，源源不断销往欧美、日韩等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

A、B 面的切换，缘于 20 年前的一次擘
画，为山区县指明了发展方向。2004 年 1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丽水调研时

肯定当地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指出各地
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好“八八战略”。缙云
牢记嘱托，结合山区县特点，加快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

“缙云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体现在工业
发展上，在产品创新上，在科技投入上，县里
头部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国家，缙云企业
是全球化布局。”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说。

眼下，缙云的经济版图上，拥有出口实
绩外贸企业256家，出口地区涵盖欧美、东亚
等 168 个国家和地区。截至今年 11 月底，全
县实现出口总额 98.01 亿元，总量居丽水市
第一，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35.57%，其中制造
业出口占丽水市出口总额近50%。

成长，民营企业探路新赛道

阳光洒在墨西哥湾的蓝色碧波间，北部
工业重镇蒙特雷市的山蒲工业园展现着蓬
勃活力。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建设的海外灯具生产基地正如火如
荼地平整土地、提速建设主体结构，在这块
750 余亩的土地上，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大型
厂房将拔地而起。

这一海外工厂建成后，将引入12条灯具
自动化生产线，成为山蒲辐射整个北美市场
的核心据点。

山区县城的企业，为何要在海外设立工
厂？“山蒲的主要市场是美欧日，面对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全球供应链变化、国际市场需求
减弱等因素，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可能一觉醒

来，山蒲的美国市场就归零了。”山蒲公司董
事长江涛说，海外设厂，是企业高度自动化生
产组装贴近客户端的应对策略，也是公司从

“被动接单”转变为“主动出海”的重要一步。
缙云县新碧街道碧溪路6号，是山蒲公司

总部所在地。走进这个流水叮咚、松柏青翠的
园林式工厂，该公司中级工艺工程师江洪芳领
着我们走进了一楼的大会议室，墙上一张泛黄
的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记录着习近平同志
走访老厂房生产车间时，细细打量一台国产化
半自动生产设备——芯柱机2号的场景，当时
33岁的江洪芳负责车间的生产设备管理调试。

“老厂区只有5条手工流水线，这台芯柱
机是公司当时新引进的‘宝贝’。”江洪芳带
我们来到生产车间，在一众现代化生产设备
中，一台外壁锈斑点点的“老伙计”显得与众
不同。 （下转第五版）

缙云推动山区制造业越洋出海

从群山走向大海，传统制造比个“新”
本报记者 邬 敏 县委报道组 汪峰立 通讯员 赵宇垚 汪王君

在基层，感悟思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