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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华 2 月 13 日电 （记者 孙一鹏
通讯员 俞鸽）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记
者在润马光能科技（金华）有限公司看到，生
产线开足了马力，工人们活跃在质检、拉网、
调试等生产一线的各道工序上，为保质保量
完成订单全力冲刺。

在 8GW 高 效 光 伏 TOPcon 电 池 及
2GW 光伏组件项目智能车间内，记者看到
了这样的场景：整洁、明亮、宽敞的自动化生
产线高效运转，橙色的机械臂上下翻飞忙个
不停，一片片高效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在传
送带上被缓缓送出，又被紧锣密鼓地输送到
不同的工序环节上。生产线一旁，几名身着
蓝色无尘服的工人站在电脑前，时刻关注着
智能车间的运行状态。

春节期间，润马光能科技（金华）有限公
司的生产线缘何依旧忙碌？该公司金华电
池生产基地负责人夏中雪告诉记者，由于公
司生产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在海内外市场上
供不应求，考虑到设备调度周期、生产线招
工等多重因素，工厂必须在春节期间加班加
点才能完成订单。尽管该生产基地去年 11
月才建成投产，但建成 3 个多月来，几乎一
直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

在智能车间内，夏中雪向记者展示了一
款热销产品。在一块 2 米多长、1 米多宽的
黑色面板上，百余块电池片整齐划一地排放
着。可别小看这块其貌不扬的“板子”，作为

新一代光伏电池技术产品，这类电池不仅可
以将光电转化效率由此前的 23%提高到
26%，还有使用寿命长、温度系数低、发电性
能优的特点。“这提升的3%可不容易。在光
伏行业，想将光电转化率提升 1%都比较困
难。”夏中雪说。

在光伏行业竞争激烈的当下，不断提升
技术水平，是企业获得市场的不二法门。在
智能车间内，记者看到，不同生产工序间的
物流搬运工作全部采用了自动化机器人，它
们灵活地穿梭于不同设备和工序之间，不知
疲倦地忙碌着。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自动化机器人
之所以能完成较高程度的智能运载任务，
离不开三大“秘密武器”的助力：通过动态
调度大脑实时收集和计算设备缓存及运
行等数据，再由路径规划算法实时动态计
算出最佳调度路径，配合采用 5G 专网保
障通信链路稳定高效，从而确保任务的顺
利执行。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像智能运输这
样的智慧化生产环节，在润马光能科技（金
华）有限公司的应用已十分完善，通过对
5G、云计算、AI、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公
司不仅构建起了虚实融合、动态优化的精
益生产和数字化管理体系，还在数字化生
产设备联网率、智能制造就绪率及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等环节上实现了 100%，全部生
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基本得以覆盖。

“更智能、更精准，是我们逐浪技术前沿的
底气所在。”夏中雪说。

镀膜车间的管安浩，是留守工人中的
一员。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自己所在的
镀膜生产线每天要完成近 100 万片硅膜的
氮化工作，从而有效保障硅片的电能转化
效率。“留守一线的员工每人都有额外的新
春大红包。食堂的伙食升级了，鲍鱼等‘硬
菜’也都安排上了。能和工友们一起奋战
在生产一线，这个年过得也有意义。”管安
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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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拍全家福、推出沉浸式场景游、唱
响“村晚”⋯⋯春节假期，我省各地纷纷推出
特色活动，吸引游客体验，丰富群众生活，在
浓浓年味中欢度佳节。

龙湾：为你定格幸福瞬间

2 月 13 日，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
街道的温州和合文化园，迎来一拨又一拨
前来拍摄全家福的市民。他们中有祖孙
三代，也有四世同堂。人人穿着新衣服，
喜气洋洋。

“大家靠近一点！”“看我这里！”“生活美
不美？”⋯⋯在一处古建筑前，摄影师喊着口
令，指挥大家。“美！”正在拍照的市民有的围
着红围巾，有的手提灯笼，齐声说。大家笑
容绽放，幸福瞬间被定格。

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拍摄全家福，体
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春节前夕，龙湾区
社科联、温州市和合文化促进会等单位牵
头，开展“2024 和合新春全家福”新年主题
摄影活动，在 2 月 13 日、2 月 14 日连续两天
为居民免费拍摄全家福。

“我们家的亲戚大多在外地做生意，每
年只有春节才能聚在一起，今年家门口有

拍全家福活动，一定要好好拍几张。”带着
一家老小 14 人来拍全家福的龙湾居民王
女士高兴地说，“四代人一起拍全家福，非
常珍贵。”

方女士也带着一家人来拍全家福。她
说，上一次的全家福，还是 20 年前结婚时拍
的。“20年后，带上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一
起拍全家福，很有意义。”方女士笑着说。“咔
嚓”，随着快门声响起，幸福的时光被记录在
一张小小的照片中。

温州和合文化园内有 7 幢建筑，基本是
明清时所建。沉浸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中，拍
出的一组组全家福，颇有韵味。

柯桥：跟着鲁迅游鲁镇

暮色四合，绍兴柯桥鲁镇，伴随着悠
悠的摇橹声，一艘艘挂着红灯笼的夜游船
缓 缓 驶 来 。 不 远 处 ，传 来 水 乡 社 戏 的
声音。

鲁镇，是依照鲁迅笔下描述的绍兴水乡
集镇格局风貌和人文特点建造的旅游景
区。“夜鲁镇”更是柯桥旅游的深耕之作，又
是试水“夜游”的首创之举。

“水乡社戏开始了！”身着汉服、提着

马面裙摆的美华带着家人从记者面前经
过，匆匆前往双面戏台。戏台下的观众区
早已满座，美华站在外围，赶紧拿出手机
拍摄。

“水乡社戏只在鲁迅文章中看到过，真
正身临其境更有韵味。”美华来自马来西亚，
她告诉记者，春节自己和家人一起来柯桥旅
游。来之前，她还特地做了攻略，选择错峰
体验“夜鲁镇”。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为迎接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鲁镇景区准备了多项活动，
有绍兴祝福、草塔抖狮、拔茅舞龙等极富绍
兴特色的民俗活动，有主打街头情景社戏、
民国舞台、鲁镇故事等的“鉴湖有戏”活动，
还有龙头花灯摇橹船和乌篷船巡游。活动
贯穿全天，融合了鲁迅文学、国潮新风、鉴湖
渔歌、浙东唐诗之路等文化元素，给游客带
来沉浸式体验。

日前，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名单公布，浙江省有 3 个景区入
围，其中就包括“夜鲁镇”景区。“夜游鲁镇成
为文旅消费新方式。”浙江金柯桥文旅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夜鲁镇”联动发展“吃住
行游购娱”旅游全产业链，全力推动景区文
旅业态形成集聚效应。

路桥：村民演给村民看

2月12日13时许，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
四甲村村民王小明匆匆洗好碗筷，直奔文化礼
堂的室外广场，一场属于本村人的狂欢将在半
小时后开启。原来，自2015年开始，每年农历
正月初三，该村都有一场雷打不动的“村晚”。

没有舞台怎么办？大家动手搭一个；没
有五光十色的舞台照明也不碍事，午后明媚
的阳光是最好的灯光师；没有专业的节目导
演更不是难题，村民自发排练献艺，吹拉弹
唱一样不少⋯⋯

“太热情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就是
再加几个节目，演到晚上都不成问题。”参
与筹备“村晚”的四甲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林
冬芳这段时间没少忙活，自从她向村里公
开征集节目后，她的电话就被热情的村民
打爆了，大家都要报名参加“村晚”。经过
精挑细选，最终浓缩出了 16 个节目。“节目
单改了三四遍，村民的踊跃度我是真的没
想到。”林冬芳说。

（本报记者 张银燕 干婧 陈栋 见习记者
毛艺蓉 共享联盟·龙湾 余平 通讯员 沈王强
王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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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善2月13日电（记者 顾雨婷 见习记者 李洁薇
共享联盟·嘉善 宋依依 周士律）“花正方扬州做媒巧遇骆
宏勋⋯⋯”2 月 13 日 13 时，嘉善县姚庄镇桃源新邨文化礼
堂的桃源书场里座无虚席。台上，25岁的上海评弹团评话
演员张园园举手投足气势十足，声情并茂地讲着一出《大唐
传奇》；台下，观众个个聚精会神，分外安静，到了精彩处，一
片叫好声起，霎时又热闹起来。

在桃源书场里，说书的演员和听书的观众，都来自长三
角。“我们书场2016年开门迎客，票价实在，听一场书3元，
买月票60元，过年也开门。”桃源新邨社区党支部书记吴雪
丽说，每天 13 时到 15 时，书场准点开门，88 个座位个个不
落空。来的观众有社区居民，也有周边镇的票友，还有跨省
来听的上海、江苏票友。

姚庄镇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
区的一部分，与上海市青浦区、金山区毗邻接壤。“我们这挨
得近，骑个电瓶车，30多分钟就到了。”当天下午，来自上海
市青浦区枫泾镇的票友叶仲清在开场前半小时就入场了，

“我在这里听了5年书，每年春节都来。”
“年节里听听书，惬意！”两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书说

罢散场，79 岁的姚庄票友王品翔仍沉浸在剧情里，有些意
犹未尽。“那我们明天再约，还是老位置。”一旁，同是 79 岁
的叶仲清立马接话道。两人相识在桃源书场，都是书场的

“老粉”了。
为让长三角票友听得满意，桃源新邨社区请来专业社

会力量加入，与苏州苏韵评弹团签订合作协议，再通过第三
方资源邀请长三角各大剧团的专业演员前来演出。评弹评
书节目采取连续剧形式，每半个月讲一出剧，每天分段开
讲，把观众的胃口吊得足足的。

“有时观众多了还要加座，最多时一个书场要坐近百名观
众。”吴雪丽说，今年，桃源书场多了个新玩法，门口摆上了一
个书场节目点赞、点单榜。针对本月节目，请观众打分，收集
观众意见，从而改进升级。下月节目则贴出数个预告，请观众
选择，票数多的优先安排。此举赢得了一众新老粉丝的点赞。

嘉善桃源新邨文化礼堂热闹不已

长三角票友共听一场书

新春走基层

智能车间内，机器人在运输产品。 受访者供图

▶ 2 月 13 日，桐乡乌镇景区
大摆长街宴，游客边吃美食，
边欣赏民俗。此次长街宴以
龙为名，又称“长街龙宴”，活
动将持续至2月16日。

本报记者 孙潇娜
拍友 邢然 陆佳钰 摄

▲ 2 月 13 日，兰溪市游埠镇
老街人声鼎沸，各地游客到此
看民俗表演、品特色小吃，体验
浓郁的春节氛围。

本报记者 金思成
共享联盟·金华 时宽兵 摄

打卡老街

2月13日，临海市紫阳古街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游玩、购物、品尝美食，热闹非凡。
拍友 王华斌 摄

本报嵊泗 2 月 13 日电 （记者 尤畅
见习记者 吕凌棘 通讯员 金晶）“今年
过年好，不急不慢的。”农历正月初四晚
上，蔡杏云的一句话，引得儿媳许亚芬回
忆起往事。85 岁的蔡杏云 2023 年从悬
水小岛——嵊泗东库岛搬迁至嵊泗县城
所在的泗礁本岛，而这是她在本岛上度
过的第一个新年。“以前我们过年，要提
前一两个月做计划，把所有年货物资都
想好了，一次备齐带过去。遇到停航，计
划都得重新排，所以总感觉不踏实。”许
亚芬说。

一尾小岛孤悬海中，人员往来与物
资运送都要靠“看天吃饭”的渡轮。许亚
芬所说的“不踏实”正源于此。“我婆婆身
体不好，以往住在小岛上时都靠我们带
药过去。风浪一大我们就心急如焚，送
药的事可耽误不得。”许亚芬告诉记者。

在泗礁本岛，蔡杏云住在养老服务
中心——幸福驿家，从绿华岛、东库岛等
地搬迁而来的老人中也有十几人在此居
住。驾车从幸福驿家到嵊泗县人民医院
仅需10多分钟。“医院离得近，护工照顾
得好，婆婆和我们都安心了。”许亚芬说。

一个庭院，两层小楼，院内三棵四季
常青的樟树，小巧而精致，这是记者对幸
福驿家的第一印象。红灯笼随风摇摆，
喜庆的春联与“福”字随处可见，年味浓
浓。走入老人房内，房间明亮、家具簇
新，大到空调电视，小至夜灯，一应俱全，且都经过了适老化
改造。

幸福驿家的管理员兼社工王淑飞说，平时老人们就三
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拉家常。每月有志愿者上门，提供
理发、剪指甲、足浴等服务。“老人家入住后子女们都很放
心，以往交通不便，他们很久才能去看望一次，现在下了班
就能过来坐会儿。”王淑飞说。

2 月 5 日，幸福驿家为老人们准备了丰富的菜肴，大家
提前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今年老人们在泗礁本
岛，所以子女们都要把老人接回家过年，我们的这顿‘年夜
饭’只能提前了。”王淑飞“埋怨”似地说。

90 岁的娄菊青老人是从绿华岛搬迁过来的。虽然年
事已高，但对新家的第一顿“年夜饭”十分看重。清蒸玉秃、
白灼鱿鱼、红烧带鱼⋯⋯随着菜肴上桌，娄菊青一手拖着一
张小凳子，一手招呼着大家，直到所有人落座，她才开心地
拍了拍手。

热黄酒摆上桌，幸福驿家“被迫提前”的“年夜饭”上，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娄菊青作了“总结性发言”：阿拉
今年进城过年嘞！

搬迁工作刚开始时，其实娄菊青并不情愿。“我在小岛
上生活了一辈子，不想折腾了。”但得益于工作人员不断介
绍搬迁政策，用图片、视频的形式给老人介绍设施、分析搬
迁好处，娄菊青终于同意了。等真正住进了新家，她就有些

“乐不思蜀”，用她的话来说，“这里条件好太多，连马桶都是
智能的，怎么用我还专门学习过，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享
受这样的待遇，一点没想到啊。”

2023年以来，嵊泗锚定“迁得出、住得牢、过得好”工作
目标，以绿华岛为先行，引导悬水小岛居民向中心城镇转
移，实现城乡共享共富。“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幸福驿家附近
给老人们建造一些口袋公园，同时还会邀请更多的文艺团
队来此表演，丰富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嵊泗县菜园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

嵊泗悬水小岛老人迁往城镇居住
﹃
阿拉今年进城过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