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00 后近看民主”活动又

出发！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报集团联合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开展“00 后近看
民主·亲历两会”寒假社会实践活动，邀
请00后观察员走进省两会现场，通过近
距离对话代表委员，沉浸式观察民意如
何直通两会，体验代表委员如何聚焦浙
江发展和民生改善建言献策。

00后近看民主·亲历两会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肖艳艳 4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 省两会特别报道勇当先行者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谱写新篇章 省两会特别报道省两会特别报道 拼搏

本报讯 （记者 应磊）“要想在
农业规模化种植抢得先机，需要引
入更多机械化设备，进一步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
布局。”今年两会，省人大代表、宁波
市海曙禾茂家庭农场负责人樊丹阳
将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鼓与呼。

“干农业更要拼搏。我们应该
尽快整合资源，全面推进农业产业
平台生态化发展。”樊丹阳代表是一

位 90 后职业农民，在宁波市海曙区
洞桥镇，掌管着 880 多亩农田的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新的一年，樊丹
阳代表拼劲满满，准备大干一场。

在樊丹阳代表看来，职业农民
存在四个“痛点”：规模种植不容
易、销售难、产业附加值低、人才资
源匮乏。为解决这些难题，樊丹阳
代表正在奋力推进农业产业平台
生态化发展，打造一个从种子到生
产服务“一条龙”供给的全产业链
服务平台。比如，在农业生产服务
方面，樊丹阳代表不仅自己掌握了
无人机飞播技术，还组建了一支高
水平的飞防队，为周边农户提供无
人机植保服务，大大提高了粮农的
种田效率。

在樊丹阳代表看来，实现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农业成为一项
有奔头的产业，还必须积极推进现
代服务业与农业深度融合，加强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建设。

“我建议，以政策为牵引，吸引
更多科技、服务、技术等资源集聚到
服务平台，提高为农服务水平。”樊
丹阳代表说。

省人大代表、宁波市海曙禾茂家庭农场负责人樊丹阳——

农业需要全链服务

义乌人的字典里，没有“等”字。对
我来说，2023 年的关键词，就是“拼”，
而且是去海外拼。

去年，义乌向全球发布义乌中国小
商品城“品牌出海”计划后，为了帮助更
多市场主体开拓东南亚市场，文化用品
行业协会就开始筹备印尼文具展了。
要知道，这可是我们协会主办的首个行
业 境 外 自 办 展 ，没 有 任 何 经 验 可 以
参考。

为了办好这个展，我先后 8 次到印
尼进行推介，并成功组织义乌 300 多人
的参展团赴当地抢订单、拓市场。3 天
的展会时间，吸引了 1 万多名专业采购
商，意向成交额达1.5亿元。

几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义乌
国际商贸城考察时对我们说，义乌小
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走
到这一步很了不起，每个人都是参与
者、建设者、贡献者。总书记的一番
话，让我们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
新年伊始，无论是义乌官方组团还

是市场主体自身，都在积极加入“出海
抢单”的热潮。但凡有出海抢单团，大
家都十分踊跃报名。今年我们还要继
续办印尼文具展，规模要办得更大，未
来还计划把文具展开到墨西哥、巴西、
俄罗斯等国家，让义乌地瓜藤蔓遍布
全球。

见面是最好的方式，拼到海外，是
为了更好地与客户见面，我们将组织
更多“走出去”活动，向国内商户、企业
释放更积极的信号，让他们更有信心、
有想法，去拥抱更多与国际同行竞争
合作的机会。我对今年的两会很是期
待，希望代表委员能更多关注外贸出
口，为我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献计献策。（义乌市文化用品行业协
会 会 长、义 乌 国 际 商 贸 城 三 区 商 户
黄昌潮）

（本报记者 何贤君 整理）

拼到海外去

寄语两会

代表委员说

两会现场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共富
路上，山区海岛一个都不能少。省
政协委员、浙江省省属企业专职外
部董事闫坛香认为，海岛是全省缩
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富的重点和
难点，也是接下来要发力拼搏的突
破点。她认为，要想实现海岛共
富，必须加快海洋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再造一个“海上浙江”。

她 认 为 ，目 前 浙 江 省 海 洋 产

业仍存在科技应用能力和人才配
备不足、经济基础条件尚需完善、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
短板。

在科创方面，要加快整合技术
和人才资源。“我省可以建立专项资
助基金，超前部署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计划，加强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闫坛香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对
接央企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借力培
育海洋机器人、海洋感知装备、海洋
大数据等新兴领域，支持东海实验
室和浙江高校相关学科建设，加快
抢占技术前沿。

长期以来，由于海岛基础设施
投入不足，重大项目招引难度较
大。闫坛香委员认为，应当尽快编
制出台我省海岛、海岸带综合保护
与利用规划，加大财政金融对海洋
产业的扶持力度。

海洋生态系统还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点和难点。她提出，要积极
推进“美丽海湾”“蓝湾整治”等环保
行动，在海洋生态脆弱区因地制宜
开展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现保护
与监管并行。

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省属企业专职外部董事闫坛香——

再造一个“海上浙江”
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省属企业专职外部董事闫坛香——

再造一个“海上浙江”

浙江省两会即将召开，这是我省的
一件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深感
振奋，又觉责任重大。眼下，全省各地
都在全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为奋战在一线、直接和
企业打交道的服务者，我深深地感觉到
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只停留在思想上，需
要拼一把。

记得之前我在走访辖区内的楚平
锅业时，得知企业订单骤增。这本来是
一件好事，但大部分订单都是加急单，
而企业的厂房是租赁的，没有东西可以
抵押，银行那里贷不到款，资金压力很
大。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我马上找到
嵊州农商银行三江支行寻求帮助。银
行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天就派客户
经理与企业负责人对接，最后讨论的结
果是，需要找一家担保公司。我又想办

法联系嵊州市金融办下属的惠民担保
公司，经过沟通最终由惠民担保公司出
面为企业担保。经过三方协商，银行特
事特办，企业很快拿到了融资，渡过难
关 。 去 年 ，楚 平 锅 业 产 值 增 长 超 过
100%。

遇到困难不推诿，努力拼一把，不
仅企业获得感满满，我自己去年也有
幸被评为“绍兴市优秀驻企服务员”。
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
鞭策。蓝图将绘，正当扬帆破浪；重任
在肩，更须快马加鞭。接下来，我将以
更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水平，努力为
企业当好服务员，为营造更加优良的
营商环境添砖助力。（嵊州市三江街道
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 卞良涛）

（本报记者 苗丽娜 整理）

助企，拼一把

“2023年，我们梅渚村来了60多万人次的游客。”
“我们石溪村的民宿在周末也常常住满。”
“村里人气旺，大家的心情也特别好。”
⋯⋯
1 月 21 日下午，绍兴代表团驻地，四位来自基层的

省人大代表刚报到，就在一起“别浪”（绍兴方言，逐浪比
拼的意思）。他们是：新昌县澄潭街道梅渚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黄黎明，嵊州市下王镇石溪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任团结，诸暨市大唐街道上下文村党总
支委员戚祝英，柯桥区柯桥街道立新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莫慧英。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四位代表自然围绕该话题先
聊开了。

“精气神足，因为底气足。”58 岁的黄黎明代表是四人
中的“老大哥”。他感慨，受益于“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梅
渚这个宋韵古村从“空心村”成了“网红村”，2023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551万元，同比增长了20%。

“我们村的高粱酒去年也搞起来了，年产值有 60 多万
元。”戚祝英代表说。大家都很好奇，上下文村是有名的
蓝莓村，为何又搞起了土烧酒？戚祝英代表解释，这几年
蓝莓市场已逐渐从“蓝海”变“红海”，村里结合绍兴的酒
乡特色，在 400 多亩蓝莓园中挤出了 100 多亩种高粱，尝
试做起了烧酒。大家恍然大悟：“产业发展来不得半点松
懈，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与时俱进。这 60 万元的年产值
看似不高，但含金量高。”

产业发展，更离不开群众一起“拼”。
任团结代表说：“我们村女同志很拼的。”这引起了

大家的好奇。原来，石溪村不少男劳力外出务工，留下
的主要是妇孺老人。于是村里组建了一支“村嫂”队
伍，小到房前屋后卫生整治，大到搞民宿农家乐，“村
嫂”们顶起“一片天”，2023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5
万元。

“没错，只有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共富起来。”
戚祝英代表插话。

“现在村民也很‘卷’。”任团结代表继续说，村里每年
20 多场技能培训班常常爆满，最多的一次，60 人的教室挤
进了120人。

“这是良性的‘卷’，群众是发自内心地‘撸起袖子加油干’。”莫慧英代表
说，立新社区成立的“王大姐共富工坊”，吸纳残疾、失孤等特殊群体 20 多人
就业。

拼搏的动力从哪来？四位代表不约而同说到2023年浙江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以及杭州亚运会精彩举行。

“我们立新社区就在浙东运河边上。听闻总书记考察的消息，大家激动坏了。”
莫慧英代表说，尤其是老人们讨论说，总书记指出“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
貌”，而社区环境特别是垃圾分类做得还不够好。于是，五六十名老人，分成宣传、
监督等小组，到每个楼道口定岗监督，为社区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023年真的是我们浙江基层干部特别拼的一年。”黄黎明代表分享了几张珍
贵的照片，那是他参与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的现场。大家发现，这位火炬手的“传
递路线”越传越长：这一年，他走进新昌的校园、企业、村社，分享自己的亚运故事，
也让梅渚村成了一个特殊的“亚运打卡点”。

“我们村也多了个打卡点，请你们都来看看。”说话间，大家聊起了明年的打
算。任团结代表向大家发出了一份邀请：石溪村有个世界奇观——玄武岩柱状节
理，村里明年准备好好开发，争创地质文化村，吸引更多游客。

戚祝英代表也分享了村里计划：做好高粱酒，让村里产业更多元；挖掘板
凳龙文化，建设和美乡村⋯⋯“共富路上，我们准备挖掘自然和人文等更多资
源。”

“新一年，大家一道‘别浪’一道拼。”最后，黄黎明代表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本报杭州1月21日讯）

四位来自绍兴村社的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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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金春华李娇俨周旭辉

他们，来自实验室、讲台，来自传统
产业、新兴产业，来自城市、农村⋯⋯1
月 21 日，来自各地各领域的代表委员
纷纷来到驻地报到。

见证报到的瞬间，了解代表委员
会前履职准备，交流代表委员关心的
话题⋯⋯00 后观察员首次走进省两
会各个驻地现场，与代表委员面对面
交流。

“代表委员们都很拼！”在一个个气
氛热烈的交流现场，大家感受到代表委
员身上时不我待的精气神。对话代表
委员，00后观察员窥见过去一年之江大
地的精彩蝶变，看到了浙江人的拼搏之
志和奋斗姿态。

看见拼搏的韧性

“这次省两会，您最关注什么？”见
面后，00 后观察员、浙江大学硕士研究
生竺新颖，提问省政协委员、西湖大学
副校长仇旻。

“科技创新。”仇旻委员说，不论是
传统制造业还是前沿产业，科技创新都
越来越重要。一个国家没有自主创新
的硬核技术和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就
会受到制约。

在浙江，有一批像仇旻委员一样的
科技工作者，不断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发展。在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基础
上，加速让科研成果走向货架，打通从
科研成果到产品的全链条。

从 2012 年开始，仇旻委员所带领
的光电研究团队，持之以恒在“冰刻”等
微纳加工技术尖端领域冲刺。“坚持长
年科技探索，是什么信念让您觉得这件
事非做不可？”竺新颖问。“中国必须要
有自己的世界领先技术和产品，而我们
有这个能力，有什么理由不去拼呢？”仇
旻委员说。去年他的团队在把冰刻技
术应用在二维材料光电器件上获得重
大突破，今年他们将加速推进这一领域
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创
新”，浙江强力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提
质“一号发展工程”⋯⋯都让广大科
技工作者感受到提速竞跑争先的紧
迫感。

“科技创新必须与国家需求、产
业 发 展 相 结 合 。 这 次 省 两 会 ，我 将
提 交 的 建 议 ，也 是 很 多 科 技 工 作 者
的心声，就是努力让科技成果更多、
更 快 地 变 成 产 品 ，走 向 市 场 。”仇 旻
委 员 希 望 ，通 过 省 两 会 能 形 成 科 技
产 业 化 的 更 大 合 力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浙江先行助力。

看见企业家精神

“小时候我在广东吃过杭州绿盛牛
肉干，没想到绿盛集团董事长林东委员
还是省大型海洋潮流能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总工程师。”00 后观察员、浙江工
商大学学生陈建华，对省政协委员林东
的跨界拼搏故事十分好奇。

“企业家要有科学家的探索精神，
更要有创新的勇气和定力。”林东委员
说，企业家有资金、有魄力，在高科技领
域创新创业，就有机会推动社会进步，
创造更大价值。

当下，我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
战，全国各地都在拼经济。穿越周期，
企业家精神尤为宝贵。长期以来，浙商
凭借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
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
神”，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一
次次市场风浪中砥砺前行，在一次次淬
炼中越发坚韧，民营企业家是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活跃因子。

00后观察员们说，他们在林东委员
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他一头扎进海洋
潮流能发电领域，成功实现了该领域关
键技术和装备的突破。今年，林东委员
和团队将启动潮流能发电产业化，他
说：“希望等到未来迭代到第 7 代，潮流
能发电能比火电更便宜。”

“政府、企业如何在‘拼经济’过程
中形成合力？”针对这一问题，林东委
员说，今年省人代会将审议《浙江省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这是以法治
为企业提供更好发展环境的硬核举
措；同时，他希望优秀企业家精神得到
进一步弘扬，激发出浙江发展的更大
活力。

看见乡村无限可能

21日下午，在宁波代表团驻地，省人大
代表、余姚市横坎头村党委书记黄科威前
来办理报到手续。领取会议资料后，他立
即向工作人员询问建议提交的相关事项。

“看到代表戴上出席证的那一刻，
充满了庄严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代
表报到现场。”00后观察员、浙江广厦建
设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项乐莹感慨。

横坎头村是革命老区，也是浙江的
明星村。200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
刚到浙江工作不久，就去横坎头调研，
还和村民一起谋发展。20多年来，无数
和横坎头一样的浙江乡村，在习近平同志
亲自谋划的“千万工程”的带动下改变
了面貌、实现了发展。2023 年，横坎头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403 万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5万元。

“横坎头能够振兴的秘诀是什么？”
项乐莹迫不及待提问。

黄科威代表娓娓道来，从大处说，
得益于浙江持续推进的“千万工程”，浙
江的乡村旧貌换新颜；从小处说，建立

“浙东延安”红色文化学院和新希望绿
领学院、开播红色电台、修缮古村落，以
红色资源吸引游客；相继成立新农村发
展有限公司等 3 家村属公司，将项目产
生的红利分配给村民和村集体，让大家
的钱袋子鼓起来⋯⋯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怎
样才能持续推进？村企合作是个好路
子吗？”00后观察员、浙江省委党校硕士
研究生张泽栩问。

“村企合作的思路不错。”黄科威代
表点了点头，但随后又话锋一转：“说说
容易，做起来难。只有自己努力参与运

营，才能带动乡村共同发展。”
去年，横坎头村与宁波江丰集团子

公司蔚蓝智谷合作，投资建设的 58 亩
蔬菜无土栽培基地正式运营。开业半
年来，基地的蔬菜供不应求，到村里观
光休闲的人也越来越多。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每年
省两会上都会提到的话题。这是‘国之
大者’，需要我们基层干部不断迭代思
路、更新做法，把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要求落到实处。”今年，黄科威代表还
将呼吁各界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亲眼看到代表为了乡村发展尽责
履职，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大代表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张泽栩说，代表们所展现
的激情，让他深受触动，“每个人都在自
己的岗位上，用奋斗为发展尽一份力。”

00后观察员走进驻地，对话代表委员——

“代表委员们都很拼！”
本报记者 戴睿云 葛雪琪 王逸群

00 后观察员竺新颖：我深深震撼
于仇旻教授团队的科学家精神。作为
科技工作者，他坚定理想信念，力求走
出独立自主的科技道路。以强国之志
铸造国之重器，他们向前的每一步，都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动力。作为
年轻人，更要立大志，迎难而上，为国家
发展而奋斗。

00后感言

00后观察员陈建华：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
国。”有幸走进省两会现场，与代表委员面
对面交流，感受到了浙江人的拼搏奋斗精
神和浙江的发展活力。代表委员说，各行
各业都在快速变化发展，都需要勇于拼
搏，抓住机遇。这也激励我们年轻人敢于
去做梦，敢于去圆梦，为中国式现代化贡
献力量，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仇旻委员（右）与00后观察员交流。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