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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
义乌 余依萍 通讯员 胡木水） 近日，
义 乌 市 苏 溪 镇 初 级 中 学 给 全 校
2160 名 学 生 发 去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寒
假作业——和家人一起寻找、记录“身
边的孝义故事”。

该校811班学生胡书溢，这几天正
忙着和爸爸胡狄君一起寻亲访友。当
了解到苏溪镇胡宅社区有个名叫孙先
泗的 84 岁大爷，47 年不离不弃照顾瘫
痪妻子时，他立马有了主意。“我们的城
市名称‘义乌’两字，就来自苏溪孝子颜
乌葬父的传说。我要结合传统文化故

事，将孙大爷的信义人生记录下来，传
扬出去。”胡书溢说，入学 1 年半，他已
在学校上了8次孝义文化课，从中学到
了很多知识。

“我们的孝义文化，不仅讲孝顺父母
长辈，还融合了爱国主义教育、浙江人的
信义文化内容和各种志愿服务实践活
动，内涵丰富。”苏溪镇中校长杨旭升说，
扎根本土文化资源，去年以来，他们还通
过编写《知孝行义》校本课程、“孝义少
年”评选等活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积极培养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与团
结友爱的意识，守护他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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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孝义故事

本 报 讯 （记 者 叶 锦 霞 通 讯 员
杨娟英） 2 月 5 日一早，当记者跟随绍
兴市上虞区的帮扶专家来到景宁县澄
照乡卫生院时，现场已是一番熙熙攘攘
的热闹景象：卫生院里人头攒动，当地
村民得知乡里来了“大专家”后，都早早
地带着自己的体检报告和CT片子来排
队等候，将 50 余平方米的候诊区挤得
满满当当，但大家脸上都难掩能在家门
口看到专家的喜色。

就在当天，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
康局与景宁县卫生健康局签订对口帮
扶协议，双方的乡镇卫生院将“手牵
手”，结对共建，共同提升基层卫生医
疗服务能力。“在原来上级医院与基层
机构之间纵向帮扶模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创新拓展帮扶机制，建立发达地
区优秀的基层机构‘一对一’帮扶山区
海岛基层机构的横向帮扶模式，从以
往帮扶医疗技术为主，转变为提升基
层卫生管理方式、服务理念、服务模
式、服务内涵等方面的综合性帮扶。”
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快补
齐山区海岛县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短
板，今年浙江启动实施了“乡镇卫生院
对口帮扶”项目，以此逐步缩小区域间
基层医疗服务差距，推动全省乡村医
疗卫生均衡发展。

“乡亲们，今天来的专家特别全，
大家在这排好队，将社保卡放在桌子
上 ，等 医 生 叫 到 你 们 名 字 时 ，再 上
前。”现场，几名医护人员热情地招呼
着村民。

年过五旬的姜早武一坐下来，就迫

不及待地从包里掏出了替米沙坦片、琥
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双嘧达莫片等药
品，向医生咨询道：“医生，您帮忙看一
下，我现在是否还能继续服用这三种药
物？”

“你把裤脚拉起来，我看下有没有
腿肿现象。”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的医
生徐钰祥仔细询问了姜早武的病史、病
情现状后，得出的结论是慢性肾炎。“趁
着过年前的时间，我建议你到市里的医
院进行一次肾穿刺检查。等检查结果

出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目前这些药
物可以继续服用，我会再给你开中药进
行调理。”

听完医生的解释，姜早武心中的困
惑逐渐烟消云散，“这样放心了！我本
来还打算跑到杭州找医生就诊，没想到
现在不花一分钱就在家门口体验了专
家问诊。”

另一边，上虞区崧厦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医师夏江峰所在的中医内
科是最“火”的科室，前来就诊的老人们

纷纷围在他身边，坐等诊疗。
“流感后，这段时间总觉得身体没

劲 ，稍 微 一 活 动 就 气 喘 吁 吁 ，冒 虚
汗。今天正好借此机会来让中医专家
给我看一看。”家住东畔村的刘大妈
告诉记者，专家跟她讲得很明白，吃
什么药、该怎么吃、后期怎么预防，都
一一嘱咐了。

“这次跟崧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结对成‘兄弟’卫生院，也是沙湾的

‘及时雨’。”一旁的沙湾镇卫生院院长
梁梅慧看着前来就诊或咨询的村民，向
记者吐露了心声，“我们沙湾人口逐年
减少、人才匮乏，在业务及特色科室建
设上发展缓慢。中医科和口腔科作为
我们的特色科室，迫切期望能得到一对
一的精准帮扶，将优质服务辐射至周边
分院和分站，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

面对梁梅慧的担忧，崧厦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岑杨的回应无疑是
一颗定心丸：“以后我们就是你们的后
盾。义诊活动是上虞对景宁长期支援
的开始，我们也会派驻中医科、口腔科
的专家长期到沙湾坐诊，并提供中医药
专业技术人才轮岗培训，将优势特色医
疗资源下沉，帮助你们把医疗服务更精
准地送到村民身边。”

据悉，目前全省已有 41 组基层机
构结对帮扶，覆盖山区 26 县及海岛县，
各地将同步推进“乡镇卫生院对口帮
扶”项目，到 2025 年，山区海岛县乡镇
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将有效提升，普遍
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慢病医防融合
和基层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记者跟随上虞医疗帮扶专家赴景宁，感受基层医疗机构横向帮扶模式——

海边医生山乡走亲

在景宁县澄照乡卫生院，村民们正排队等候就诊。 共享联盟·景宁 徐晓晓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徐 贤 飞 叶 梦 婷
共享联盟·金东 温君凯）“养了它三
年，这回送‘出嫁’了！”日前，随着大货
车缓缓驶出，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世轩
园林负责人程伟达依依不舍地跟他的
一棵罗汉松挥手告别。

这棵罗汉松三年前从福建种植基
地移植回金东后，经过培植、修剪、造
型一番“梳妆打扮”，已长到 4 米高，冠
幅饱满，亭亭玉立。前不久，它被安
徽 买 家“ 相 中 ”，以 19 万 元 的 价 格
成交。

眼下正是春节前的销售旺季。在
当地花卉苗木交易集散中心澧浦花木
城，时不时就能碰到类似的“出嫁”场

面。一棵棵杜鹃、茶梅、罗汉松等高
端庭院景观苗，以数万元、数十万元
甚至数百万元的价格出售，发往全国
各地。

金东区有着悠久的花卉苗木栽培
历史，种植面积达 10 多万亩，是“中国
花木之乡”“中国佛手之乡”“中国苗
木盆景之乡”，也是我国花木主产区
之一。

然而，受“非粮化”“非农化”整治及
道路绿化市场日趋饱和影响，金东区这
些年面临着花木转型升级的难题：种植
面积减少，市场萎缩，怎么办？

“还是要把‘长板’拉长。”金东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艳俏说，他们以解

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组织专业技术团
队为花木产业集中把脉、问诊、开方，
引导金东农民从销售普通苗木、花木，
转型到更有艺术感的花境植物、花园
植物等，把土里长的农产品种出艺术
品的范儿，实现以更少的土地种出更
高的价值。

程伟达说，他家的罗汉松，就是以
艺术品的身份“出嫁”的。同样的罗汉
松，通过几年的造型和养护“艺术化”，
价格最少能涨10倍。

为培养农民的美感和技能，金东区
每年都会举办苗木造型、盆景制作培训
班，以及盆景技术操作比赛、盆景艺术
展等，并组织种植户出省参观。此外，

金东区还组建花卉苗木品种技术应用
中心，不少种植大户通过与各级院校、
研究院合作，引进新品种。

如金东区塘雅镇马头方村凭着最
早引进种植意大利的“亮晶女贞”，打造
出“棒棒糖”“月亮”“恐龙”等各种形状，
在市场上“大杀四方”。

“全国要找‘亮晶女贞’，都得到我
们村里来。”该村村民方祥云说，从种工
程苗转型到“亮晶女贞”造型苗后，他们
村的花木亩均收益从 1 万多元增加到 6
万多元。

2023 年，金东区实现花木销售额
50多亿元，花木种植销售从业者人均年
收入达7万元。

金东区拉长乡村特色产业长板

花木种成艺术品，价高好卖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吕凌棘） 日
前，舟山农商银行为舟山市华定水产有
限公司成功办理电子证照授权贷款
250 万元。这在我省尚属首次。眼下，
舟山正聚焦健全应用制度规范、创新集
成应用模式、强化使用立体监管三方面
对电子证照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进行系
统性改革。

一直以来，金融领域电子证照的应
用存在获取难、共享难、核验难等问
题。去年，舟山市政务服务办、市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浙江省农商行舟山管理
部三方联合，在我省率先探索金融领域
电子证照应用，以拓展企业电子证照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作为舟山政务服务增
值化改革突破点，提升企业金融服务便
利化水平。

据了解，有关企业可通过登录“浙
里办”，点击“我的数据管家”选择对应
的“金融场景”，在展示二维码认证授权
后，银行端可通过展业 PAD 或企微工
作台扫码获取、调用对应的电子证照进

行业务办理。依托于平台统一授权、水
印加注、电子签章等技术，证照信息的
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有了保证。

相比以往，改革后企业办理相关金
融业务可完全实现无纸化操作，同时在
申请电子证照授权码过程中可以一步完
成所有所需凭证的申领，大大减少了携
带资料多、办事跑多次、核验难度大等现
实困难。而金融机构通过扫码调阅电子
证照，实现了金融服务全流程电子化，降
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目前，舟山已建立了金融机构参与
电子证照服务的准入机制及业务管理
规范，对金融业务涉及的电子证照实施
清单化、动态化管理，梳理出 193 个电
子证照、5 大类 484 种业务统一备案、
统一编目，形成《金融机构各类业务涉
及电子证照应用汇总清单》。针对水
产、船舶、文旅等舟山特色产业，梳理出
金融服务和所需证照对应的信用、担
保、抵押、质押等16个电子证照金融服
务清单。

舟山完成全省首笔电子证照授权贷款

本报讯 （记者 梁婧娴 刘健）“凌晨1时被‘鸽’，空出一个
美甲位，可约，手慢无。”2 月 5 日零时 40 分，一条由美甲店发出
的信息，让正准备睡觉的杭州姑娘周锐心跳加速。“约！”她迅速
点开对话框，打字，发送。当看到对方发出的“OK”时，周锐一把
掀开被子跳下床，套上外套往外走。

这几天，杭州美甲、美发、美容“三件套”变得“一座难求”。
消费新业态持续诞生，消费新场景不断丰富⋯⋯春节前火爆的
美丽经济身上，正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活力。

“根本约不上。”家住西湖区的 95 后女生小洁说，她本想趁
年前做美甲，可一连问了 6 家美甲店均被告知“没空位”。记者
走访发现，连日来，杭城各家美甲店的生意都十分火爆。

同样火爆的，还有美发行业。2 月 6 日晚上 7 时，记者在拱
墅区一家小区美发店内看到，十多张椅子全部坐满，沙发上还等
着数位顾客。美发师阿杰说，1月以来，客流量是以往3倍，8名
美发师火力全开，“最忙的一天，凌晨4时才下班，累到手抬不起
来。”

记者又走访了市区多家美发店，发现大大小小的门店几乎
座无虚席。“每天跟打仗一样。”这是中山北路一家造型工作室负
责人阿文最大的感受，刚过去的周日，他一天接待了27位顾客，
营业额创下从业新高。

近年来热度不断攀升的医美行业，也在过年前夕迎来消费
高峰。记者从多家医美机构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了解到，去年
12 月下旬以来，预约订单出现爆发式增长，“白＋黑”模式成为
医生常态。

浙大二院整形外科美容中心方荃副主任医师说，最近接诊
量几乎翻了 3 倍，以光子嫩肤为例，以往一天的接诊量为 20 人
次，现在这个数字飙升到60。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整形外科门诊大厅，不时能看到小跑的
“白大褂”。谈伟强是该科室的“领头人”，刚做完一台抽脂手术的
他还没休息，就被通知有患者要加号，“最近听到最多的话是‘医
生，能不能给我安排得早一点’，大家都盼着年前早做完早恢复。”

除了让自己漂漂亮亮过个年，这届年轻人为“毛孩子”们也
安排了花式过年套餐。

“春节就是我们的劳动节。”位于城西的一家宠物店老板告
诉记者，眼下正是宠物店的旺季，营业额比往常增长 3 成左右，

“不论是寄养还是洗剪吹，都已经约满。最多的一天，我们洗了
40多只狗狗，手都洗酸了。”

不少宠物店还上线了宠物年夜饭、宠物写真等新花样，动辄
两三百元的新年套餐却广受宠物主的欢迎，销量不断增长。

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消费旺了，经济才会是
一池活水，促进消费是恢复和扩大需求的关键所在。

美丽经济反馈到消费上，代表着消费需求更细分、消费群体
更年轻、消费方式更新潮。当下，以 95 后和 00 后为代表的“Z 世代”，崇尚精神消
费，正日益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青年人在生活中追求美丽精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是建立在经济与
时间允许、对身心愉悦要求高、对未来有美好期待等基础上的。”浙江省发展规划研
究院区域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研究员秦诗立说，美丽经济火爆的背后，是市民不断
增长的消费信心，也是对光明未来的美好预期。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透过春节消费这一观察经济的窗口，可以感受到消费热度
和向好态势，背后是年轻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将会带动新春消费市
场“旺上加旺”。“以消费扩大和升级牵引带动供给提质增效，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平
衡，可以为经济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秦诗立说。

红彤彤的美丽经济，热扑扑的年味烟火，正在升腾起年轻消费者对未来的美好
期许，更见证中国经济在新一年的火热开局。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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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习惯折射发展新动力

春节将至

，杭州美丽经济分外火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一 鹏 通 讯 员

张正华） 临近年关的宁波舟山港梅山
港区，尽管连日来细雨绵绵，但与寒冷
天气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春节前夕
码头的一片繁忙景象。日前，记者走
进 这 个 东 方 大 港 ，感 受 这 里 的 新 春

“绿”意。
不远处的集装箱码头，不时传来

汽笛声阵阵，数艘百米巨轮靠泊起航，
红色巨型桥吊不断起落。忙碌，是港
区的常态。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
港 ，2023 年 全 年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超
13.24 亿 吨 ，连 续 15 年 位 列 全 球 第
一。近年来，随着宁波舟山港加快推
进港口节能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的发
展之路正为东方大港逐梦深蓝提供澎
湃动能。

在港区梅东集装箱码头的泊位上，
一艘名为新明州 88 的货轮正在靠岸卸
货。走上前去，记者便看到了两条小臂
般粗细的高压电缆，一端连接着码头上
的高压岸电箱，另一端则为靠岸船只的
动力、照明等设备供电。

现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以
往船只靠港期间，船上生活用电要依
靠柴油发电。为有效改变过往粗放的
能源使用方式，供电公司在码头安装
了岸电系统，通过电缆连接停泊的船
只和岸上的充电箱，为船舶靠港期间
船上的生活提供动力和照明。岸电系
统的使用，在取代传统柴油发电的同
时，还实现了零碳排放，让港区告别了
过往的“柴油味”。

顺着港口道路延伸的方向望去，
记者发现，在宁波舟山港大大小小的
24 个泊位上，已共计安装了 13 套这样
的高压岸电系统。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过去一年，这些建成的高压岸电设
施，累计供电量达到 152.7 万千瓦时。

“靠泊船舶使用高压岸电后，平均每个
泊位每年可节省燃油 300 吨，减少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
约 30 吨。”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营销与数
字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权圣告诉记
者。

随着岸电设施的完善，港区的供电
量和供电稳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截
至今年1月31日，宁波供电公司高压岸
电系统供电量达 56.95 万千瓦时，环比
增加 272.22%。“仅一个月，我们便已达
成去年三分之一的连船电量，年内连船
电量有望突破 400 万千瓦时。”说起这
些数据，王权圣如数家珍。

对绿色、智能和高效的追求，还
不仅体现在对港口高压岸电的使用
上 。 在 梅 西 滚 装 码 头 ，记 者 看 到 了
一 台 高 达 百 余 米 的 大 型 风 机 ，修 长
的风叶伴随着海风的呼啸声正飞速
转动。

工作人员贺宁向记者介绍，眼前的
这个“大块头”，就是梅山低碳码头示范
工程风光储一体化项目首台并网发电
的风电机组，该项目是浙江首个港口分
散式风电、光伏、储能、微网一体化示范
项目。每台风机日均发电量约 3 万千
瓦时，主要供梅山港区日常作业的用
电。“正常情况下，风叶每转一圈就能发

电 5 千瓦时，可以让家里的一台空调运
行5小时。”贺宁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港区的第
二 台 风 电 机 组 的 塔 筒 已 经 运 送 到
位。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现场施工人
员操纵吊机，将分节的塔筒缓缓吊装
至指定位置，并进行调试和安装，这
项工程将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夕。而
到今年 6 月底，5 座风机就将在港口
随 风 转 动 ，与“ 邻 居 ”光 伏 板 相 映 成
趣 ，每 年 为 港 区 提 供 5917 万 千 瓦 时
的清洁电能，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6 万吨。这座东方大港，届时将更
加绿意盎然。

记者体验宁波舟山港的新春“绿”意——

海风吹来清洁电

梅山低碳码头示范工程风光储一体化项目首台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省供电公司供图梅山低碳码头示范工程风光储一体化项目首台风电机组并网发电。 省供电公司供图

本报温州 2 月 7 日电 （见习记者
奥伦赛 通讯员 王俊 周佳佳） 7 日，
以“八方洞商汇聚，创赢海岛未来”为主
题的2024洞商大会在温州市洞头区开
幕，各地洞商跨越五湖四海，相聚“海上
花园”，共叙桑梓情深，共话使命担当，
共商发展大计。

本届洞商大会期间，共签约 31 个

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额超60亿元，涉
及文旅、工业、现代海洋经济、科技创
新、招才引智、总部项目等类别。大会
还表彰了10位洞头区第五届优秀民营
企业家以及“年产6万吨碳酸锂材料基
地项目”等一批招商引资标志性成果项
目，同时还进行了招商大使、引才大使
聘任仪式。

2024洞商大会31个项目集中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