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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省文联主办，宣传
半月刊杂志社、浙江省画院联盟、杭州画院、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临安区文联、天目山镇政府承
办的遇到“月亮”“桥”见未来——2023天目山大型画家、媒体采风活动暨发现和培育宋韵文化
区域传承案例启动仪式在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月亮桥村举行。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郑雪 郑景怀 拍友 金凯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叶城钢 吴晓怡）
“参加富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组织的
‘循迹溯源学思想促践行’现场学习后，
不仅让我对调查研究精神有了更深的
了解，还对富阳加深了认识，更有归属
感了。”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春晖社
区流动党员王珏表示。

近日，富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组织
街道流动党员代表来到春华村参加“循
迹溯源学思想促践行”现场学习。此

外，还组织“优秀流动党员”评选活动，
对服务中心工作、参与志愿服务等方面
有突出表现的流动党员进行表彰，旨在
通过学习与表彰相结合的形式，增强流
动党员组织归属感、学习参与感。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富阳区委组织
部聚焦流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需要，常
态化开展暖心活动，通过“区级统筹，镇
街纳管，村社结对”的形式，多方位关
注、关怀、关心流动党员。

富阳暖心活动让流动党员心有归处富阳暖心活动让流动党员心有归处

台州
央视跨年晚会上的台州味

本报台州12月31日电（记者 许峰
陈栋） 和合同心，追梦启航。沿着“春、
夏、秋、冬”的篇章展开，“流动的中国”带
来 一 幅 幅“ 流 动 ”的 新 时 代 画 卷 ⋯⋯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 8 时，随着《启航
202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
的开启，台州再次沸腾。

“爸爸，这条龙好好看啊。”随着开场舞
蹈《鱼龙舞祥瑞》的舞动，台州7岁女孩李
沐璇和妹妹跟着节奏舞动，并呼唤着父亲。

从古城墙到黄岩梦创园，继而走进
椒江和合公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
晚会已三度花落台州。

璀璨的灯光、绚丽的舞台、花样的节
目⋯⋯本次跨年晚会主会场设在台州城
市中心的城市公园中，采用一个主舞
台+多个分舞台的设计形式，将和合公
园打造得美轮美奂。

相约绚烂的跨年夜，连贯性、沉浸式的
多元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本次跨年晚会
融入了更多台州元素，大陈岛、葭沚老街、
永宁幸福中心、上栈头村四个板块高质量
发展的台州实践登上舞台；“八八战略”指
引下，台州如何传承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
如何推动“台州菜”征服国人味蕾、如何以
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以“共富工
坊”和技术工人“扩中提低”改革打造共同
富裕新模式的生动故事激情上演；和合文
化、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传统文化元素在
创意节目编排中一一展现。

“舞美灯光很赞，节目演绎也很精
彩。”李沐璇的父亲李晶说，这一次的跨
年晚会，“比想象中更惊艳。”

杭州
武林广场万人高歌

本 报 杭 州 12 月 31 日 讯 （记 者
詹丽华 吴鑫 通讯员 柳景春 沈明月
朱天龙） 2023年的最后一夜，杭州武林
广场，灯光璀璨、人流熙攘，上万人随着
音乐齐声高歌，想要和 2024 年率先“拥
抱”。

“第一次参加这么有仪式感的跨年，
太开心啦！”浙江理工大学学生白白和男
朋友小周兴致勃勃地拍了张合照发朋友
圈，跟大家分享这一刻的快乐。

龚女士一家五口从艮山流水苑的家
一路走到武林广场来跨年，就是图个热
闹，但现场的热闹程度还是超出了她的预

期：“气氛太好了，就像在开大型演唱会。”
一首杭州人熟悉的《梦想天堂》点燃

了“第一把火”，很多人手里拿着写有“你
好，2024”的气球，一边挥动一边跟唱，歌
声飞扬，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些许兴奋。“有
点激动，有点欢喜。”穿着汉服、装扮精致
的张颖（化名）跟闺蜜相约一起“变装”跨
年。这是她们从陕西来杭州工作后第一
次跨年，她说《梦想天堂》有一种人间烟火
气，“希望留在杭州好好工作。”

歌声未歇，商圈也不“熄灯”，各大商
场纷纷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趁着跨
年的高人气，包括武林商圈在内，拱墅区
各大综合体和商超元旦假期前两日营收
超3.2亿元，同比增长37%。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2024，我们
来了！

慈城
在千年古镇“阅”进2024

本报宁波12月31日电（记者 陈醉
谢履冰 通讯员 杨芝） 冬日暖阳，走进
宁波千年古镇慈城，处处散发着浓浓的

“书卷味”。古镇的青砖灰瓦下品茗读
书，百年藏书楼“抱珠楼”里对话文化大
咖，半浦书香古渡口旁耕读国学⋯⋯31
日，一场特别的“跨年读书会”打开慈城
的书香文脉。

在“抱珠楼”拾级而上，穿越排排书架，
来到读书会现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诗刊》编
委、著名作家、编剧黄亚洲，浙江省作协副
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陆春
祥等领衔的“文化大咖”正围坐一堂，古城
文化、全民阅读的话题娓娓道来。

这边是激烈的思想碰撞，那边江南古
老的孔庙里，慈城镇中城小学学生身着宋
服，或下棋或蹴鞠或诵读，复原宋时学宫
场景。一旁，慈城国风唱诗班低吟浅唱，
勾勒出一幅幅气韵生动的“水墨画”。

慈城的角角落落里，还有巨型线装
书画框“叫”住你的眼球，“框住”慈城千
年的“风雅颂”，也照进慈城未来的文化
复兴之路。

莲都
画乡里的奇妙游

本报莲都12月31日电（记者 邬敏
区委报道组 郑佳仑） 古堰画乡百年古
樟树下祈福、街巷转角处偶遇橱窗音乐、
瓯江上“飞天龙凤”冲出天际⋯⋯31 日
晚，地处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的古堰

带着欢乐与梦想，我们跨入2024
——我省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喜迎新年到来

本报讯 （记者 金梁 张帆） 开放
大省浙江，再添一条开放通道。2023
年12月31日8时20分，C695“绿巨人”
复兴号动车组驶出宁波站开向金华，历
时 7 年建设的甬金铁路正式通车，世界
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可以直通世界小
商品之都义乌。

作为国内首条双层高箱集装箱铁
路，甬金铁路以运输汇集到两个世界级
枢纽的海量货物为主，兼顾客运，是连
通浙东沿海与中西部内陆腹地的交通
主轴之一。全线设 9 个车站，车程 3 小
时左右，行车时速 160 公里，是目前国
内最高标准的货运快速列车的速度。

“之前集装箱主要通过公路运抵宁
波舟山港，物流成本高。”位于义乌的浙
江腾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
平算了一笔账：通过甬金铁路，不仅时
效能保障，运输成本将下降 40%左右，
会成为“薄利多销”的义乌小商品的出
口主要通道。

甬金铁路全长 188.3 公里，是近年
来浙江铁路建设时间较长的项目。记
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
解到，线路最初设计是满足双层集装箱
运输，后调整为双层高箱集装箱设计，
沿线隧道净空、接触网等都做了加高处

理，导致建设时间延长。
“高箱”设计是专为义乌小商品“量身

定制”，因为小商品大多以轻泡货物为主，
分量不重、体积较大，用高箱集装箱运输
较为经济。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一改变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让世界
小商品之都的货物更有竞争力。

甬金铁路还补上了宁波舟山港海

铁联运的短板。宁波舟山港股份公司
业务部海铁联运中心主任许斌说，受制
于铁路运能，目前集装箱运输主要靠集
卡，导致围城现象屡有发生，甬金铁路
不仅能缓解运力供给紧张，还能进一步
打开内陆货源空间，进一步提升世界第
一大港的辐射带动力。

向西联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

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浙江正全
力打造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甬金铁路是开放大通道中
的重要一环，它联通了两个世界级枢
纽，满足了沿线地区客货运需求，更辐
射全国链接世界，是一条国内国际双循
环属性的集疏运大通道。”省发展规划
研究院铁路所副所长祝诗蓓说。

联通两个世界级枢纽

甬金铁路正式通车 本报讯 （记者 汪子芳 通讯员
周陈璐 萧云朴） 日前，2023年温州大
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平阳召
开。大会以“高质引领·东海追鲜”为主
题，聚焦大黄鱼全产业链条中的产业焦
点与关键技术，共同探讨温州大黄鱼的

“追鲜”之路。
如何评定温州大黄鱼的鲜度？本

次大会上，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生
态大黄鱼品质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
标准，该标准意味着温州大黄鱼的“鲜”
度有了团体标尺，填补了省内大黄鱼等
级评定技术方面的标准空白。“肥满度、
腹部黄蓝值、脂肪、蛋白质、肌肉弹性等
是影响大黄鱼鲜度的核心因素，温州标

准是在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加
码’，选出高品质大黄鱼关键指标6项，
比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多2项，两者相同
的4项指标均高于国家行业标准，为温
州大黄鱼优质优价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的温州市渔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陈坚介绍。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温州发
布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持续搭平台、强科研、树品牌、拓市
场、育龙头、延链条，力争到 2026 年实
现全产业链总产值超100亿元。

大会现场，温州大黄鱼全产业链与
数字化创新中心、南麂大黄鱼全产业链发
展战略合作等5个项目落地签约。

温州大黄鱼有了鲜度标尺

12 月 31 日晚，杭州武林广场，众多市民在近 3 个小时的歌舞视听光影盛宴中，共同迎接
2024年的到来。 本报记者 徐彦 倪雁强 摄

画乡景区游人如织，一场国潮音乐烟花
跨年活动点亮了艺术古镇的夜。

晚上7时许，随着乌泱泱的人流，记
者坐上夜航船，沿瓯江顺流而下，体验了
一把新潮的水乡跨年奇妙游。沿着鹅卵
石铺成的村道，记者来到大港头村口，只
见百年古樟树下张灯结彩，形色各异的
花灯遍布各个角落，亭廊轩榭里挂起的
一串串灯笼随风起舞，江面上倒映的盏
盏灯影随水波漂浮摇晃。

“跨年夜，年轻人唱主角。景区在现
有旅游资源基础上，植入年轻业态，依托
艺术青旅理想艺站、古堰画乡艺术中心
等一批全新的地标式项目，专门推出了

‘古樟树下见’国潮音乐烟花跨年夜、月
光影院、大樟树市集、‘画里有话’国风互
动演绎等活动，将跨年的仪式感拉满。”
古堰画乡旅投公司总经理泮栋栋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景区当日游客接待
量近1万人次。

西塘
这样跨年复古又时尚

本 报 嘉 善 12 月 31 日 电 （记 者
顾雨婷 见习记者 李洁薇 共享联盟·
嘉善 许一楠 宋依依） 元旦假期，穿着
汉服逛古镇，再参加一场明制婚礼，共同
祈福跨年，听来便令人觉得仪式感满
满。31 日上午 9 时，记者来到嘉善县西
塘古镇，立刻被一场沉浸式的体验活动
吸引住了。刚到游客中心，一位工作人
员就递上了一张婚礼请帖，邀请我们共
同参加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婚礼。

“打卡浪漫明制婚礼，共同祈福迎新
跨年。”西塘旅游休闲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景区推出的特别策
划，以一场明制婚礼为剧本背景，邀请游
客共同参与互动，进行“三书六礼”沉浸
式情景探秘。

除观礼活动外，主办方还在景区内
的西园、护国随粮王庙等九个特色打卡
点，安排了捶丸、投壶、拓印、对诗等一系
列复古游戏。“听说赢了游戏才能获得吉
印盖章，让我挺期待的。”从嘉兴市区赶
来的李诚颖笑着说。

诸暨
百场特色村晚连着演

本 报 讯 （记 者 干 婧 见 习 记 者
毛艺蓉 通讯员 何乐羽） 2023年12月
29 日晚，诸暨市牌头镇同文村文化礼堂
内人声鼎沸。一场由牌头镇、同山镇、安
华镇3个镇共同承办的“村晚”热闹上演，
村民欢聚一堂，共同迎接2024年的到来。

整台晚会的节目均由3个镇的村民参
演，节目包括器乐合奏、少儿舞蹈、戏曲、歌
伴舞、诗朗诵、合唱等。据介绍，这十多个
节目都是通过此前村一级的“村晚”选送。

“我朋友今天有节目表演，我来给她欢呼鼓
掌。”牌头镇中华村村民宣周妍说。

这场三镇联合展演的“村晚”是诸暨
市 2023“好美诸暨、好戏连台”我们的

“村晚”系列活动的其中一场。据了解，
该系列活动从 2023 年 12 月下旬开始，
通过以赛带演、百村联动，将开展村级展
演100场以上。

12月31日上午9时，C695“绿巨人”复兴号动车组到达奉化溪口站。 本报记者 贺元凯 共享联盟·奉化 樊建威 摄

12月31日晚，央视跨年晚会在台州举行。图为戏曲节目《浙里有戏》。
椒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12月30日晚，杭州桃李春风小区居民载歌载舞，以歌唱祖国为主题的新年晚会精彩纷呈。
拍友 于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