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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观察浙报观察
最近，国内文旅圈颇为红火，人们身在

市井，心向山海。
最近，山城文化圈也很热闹，仿若远隔

巷弄，且看花开。
当各种“诗与远方”不胜枚举，位于浙南

山区的泰顺默默将品质文化圈一个个“搬”到
群众家门口：无需远行，也有好风景。文祥湖
文创街区是网红打卡地，“泰有艺市”文创市
集是人气盛会，文化礼堂是乡亲们放下筷子
就能去的地方，文化驿站成孩子们的心头好，
家门口的城市书房刷脸就能进⋯⋯山区群众
点赞，这种品质文化生活有质感、有温度。

满意率达85.5%，在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日前公布的年度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榜上，
泰顺位居山区 26 县第一，这是泰顺连续第
二次获得“榜一”。山城文化圈，如何“圈”出
群众生活幸福感？

文化空间，让生活够味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迫切需要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泰顺立足城
乡特点，打造更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
空间，不断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当地在新老城区黄金地段，集合了文化
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
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等
场馆；在人气最旺的文祥湖周边，集聚了文
化中心、图书馆、石文化创意园、职工服务中
心、木偶体验馆、米塑工作室等，让城区文化
圈，够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泰顺城区文祥湖
畔，步行道上人影绰绰。远山近火倒映在静
谧的湖面，令人仿如徜徉在浓淡相宜的山水
画间，烦恼顿消，心情舒畅。不远处，悄然横
卧着形似廊桥的建筑群，过往的群众时不时
往里张望着。

“这里是泰顺文化中心，美术馆已完成
布展，博物馆和非遗馆正‘盛装打扮’中。”泰
顺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张翼武介绍，这个山
城文化新地标预计今年5月开放。

投资 2.2 亿元、占地 28.6 亩，在九山半
水半分田的山区，泰顺在主城区最好的地段
建文化空间，目标只有一个：用文化让山城
百姓生活有滋有味。

当然，公共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惠及全
民。山城泰顺全力打造了 121 个覆盖全县
19 个乡镇和重点村社的“15 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

温泉大峡谷有文化驿站、南浦溪景区有
城市书房、彭溪工业园有智慧阅读空间、徐
岙底村有文元院⋯⋯各类文化特色场馆遍
地开花。

蚂蚁联盟，为生活加油

“群众是否满意，是公共文化服务营造
幸福的最重要标准。”泰顺县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文化空间要让群众够得着，文
化服务要让百姓用得上。

村超、村 BA、村晚、山歌比武、广场舞
大赛⋯⋯这些方兴未艾的网红 IP，无一不
是从群众需求出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不
仅是观众，还是演员、导演，站 C 位、唱主
角。那么，在文化阵地不断完善中，如何让

文化服务更加精准对味？泰顺对送文化下
乡供给侧“动刀”，形成公共文化“超市式”供
给、“菜单式”服务。“您用微信点单，我送文
化上门⋯⋯”最近，城区居民吴雪珍和几个
朋友想在空闲时间学瑜伽，她打开泰顺文化
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我想”版块选择“瑜伽
课程”。没过两天就收到培训服务消息。这
是当地推出的“文化快线”服务品牌，社区、
团队、个人等线上点个单，志愿服务送上门。

由阵地式服务转为配送式服务，就需要
一支庞大、专业、勤快的跑腿大军，来打通偏
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泰顺
整合了文化馆蚂蚁艺工团、泰图书香志愿
团、非遗保护志愿队、文化遗产志愿队、青年
讲解志愿队、文联小分队等37支队伍，由万
余名志愿者组成“蚂蚁联盟”。辅导培训、文
艺演出、阅读推广、文旅讲解等九大主题文
化服务，只要符合规范要求，志愿者都风雨
无阻，像蚂蚁搬货一样，脚踏实地送进山区
各个角落。

从公共文化服务指数可以看到，如今在
“蚂蚁联盟”带领下，泰顺文化下派员配备率
全省第一，文旅志愿者活跃度全省第二，全
民艺术综合普及率 82.3%。联盟服务入选
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联盟也获评2023浙江省“十佳”文旅志愿服
务组织。

创意平台，给生活添彩

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除
了靠脚力，还要有创意。在泰顺，文化发展
被放在与生态、工业同样重要地位。

推进公共文化创新发展。除廊桥文化

节、全省茶歌大会外，泰顺向“小而美”“简而
精”集中发力。“非遗外卖”“文化地摊”“‘泰
有艺市’文创市集”等，让越来越多乡村群众
就近能享受创意红利。

春节期间，地处深山的泰顺县泗溪镇白
柯塆村大长坑自然村的村民得益于“非遗外
卖”，挑了良辰吉日，在非遗中心给予补助基
础上，再凑了些份子，请来泗溪当地的提线
木偶戏剧团，为大伙儿送上新年祈福。

“我们过年经常下乡演出，深受山区群
众喜欢，经常是从正月演到插秧时节，晚上
有时候表演到 12 点多了，还有人问‘老师，
能不能再加点戏？’”剧团的“带头大哥”包日
拼介绍，木偶戏在山区农村很“吃香”，逢年
过节、红白喜事都少不了活，现在县里创新
补助“外卖”，像剧团里手艺好的艺人，一年
能收入十几万元。老手艺新包装，在文化地
摊和“泰有艺市”文创市集也备受欢迎。去
年，“泰有艺市”文创市集连续举办了 4 期，
吸引浙闽周边村民和游客近 20 万人次参
与，促成文创交易额50多万元，并逐渐成为
山城特色文化 IP，还入选全省首批重点培
育文旅市集。

文创产品、手工艺品、农创产品、特色美
食等，以“市集+艺术”的方式和歌舞、走秀、
表演等项目共沐夜色、“乡约”炼摊，又地道
又新潮。

游客纷至沓来汇聚了大山的人气，不同
口音的交流也为山里人开启了一扇“看世
界”的窗。在司前畲族镇左溪村民宿老板陶
育民看来，日趋繁盛的乡村文化活动提升了
村民素质，也带动了客流和收入，越来越多
年轻人留在家乡踏实赚钱，生活变得多彩
起来。

泰顺公共文化服务指数蝉联山区26县第一

山城文化圈，有啥不一样
本报记者 尤建明 共享联盟·泰顺 赖淼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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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善3月12日电（见习记者 李洁薇 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刘默涵） 12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政策通”小程
序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使用。一得知这消息位于嘉善的日善电脑配
件（嘉善）有限公司项目申报负责人陶怡灵，立马打开手机体验。
她在微信小程序的“政策查询”栏目里输入企业名称，手机里跳出
了40条可申报的政策信息，一键点击就能转跳到线上申报平台。

“‘政策通’跨区域整合了中央及江浙沪三地发布的所有重要
政策信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陈海涛说，“政策
通”通过大数据新媒体技术和云计算能力，可实现各类政策自动采
集，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绿色、科技创新，还是人才引进、跨域就
业等，都能为用户快速搜寻匹配到相关政策内容。目前，“政策通”
已重点汇集长三角各类政策信息，包括政策项目 4400 余个、政策
文本1.2万余个、申报通知1.5万余个、公示公告2.1万余个。

无感极速匹配是“政策通”小程序的核心功能，用户只需输入
企业名称或关键字，就能 1 秒得出符合企业申请政策项目的智能
报告，并按星级排序。陈海涛表示，为了实现政策量体裁衣，系统
会根据政策申报的可行性和成功率，标注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
方便用户按需选择。

“政策通”还设立了“一体化示范区政策专区”。青浦、吴江、嘉
善三地用户输入关键词即可查询示范区的专属惠企惠民政策及其
他一体化发展政策。此外，由浙江主导打造的“政务服务地图”也
在“政策通”中上线。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政策通”小程序上线

输入企业名，可享政策一目了然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锦） 近日，永康市教师进修附属中学报告
厅内，趁着讲座开始前调试课件的空当，徐金星拿出一颗润喉糖放
进嘴里。5分钟后，报告厅涌入近千人，与徐金星共同回望激情满
怀的峥嵘岁月。

这是退休干部徐金星开展的第 259 堂公益党课。自 2014 年
以来，徐金星在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义务巡回宣讲，后又
被邀请至江苏、山东、江西等全国各地宣讲，至今听众已达 6 万多
人，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党课爷爷”。

“这张照片是我来到江西省井冈山南山公园拍摄的照片，这是
一座 36.7 米高的雕塑作品《火炬》⋯⋯”课件中出现一张实景照片
后，台上的徐金星将红色故事娓娓道来；台下的孩子们聚精会神地
听着，时不时做着笔记。

除了风趣幽默的语言、激情澎湃的状态外，和传统意义的党课
不同，徐金星的课件极富个人特色，不仅有其实地拍摄的精美照
片，还插入动画、电影画面，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红色峥嵘岁月。

徐金星的课件是亲自制作的，里面的百幅照片也都是其数十
年间亲手摄制的，所讲述的内容更是结合亲身经历。2019 年 5
月，他就曾与朋友一起历时 17 天、行程 8000 公里，穿越 12 个省
138个县市，拍下上万张照片，身体力行地“备课”。

谈及在义务讲党课上耗费的心力和财力，徐金星笑说：“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党给的，我只要能讲一天，就要一直发挥自己
的余热，力所能及地回馈给党、回馈给社会。”

永康党课爷爷义务宣讲十年

本报舟山 3 月 12 日电 （共享联盟·
舟山 肖秋月 见习记者 吕凌棘） 12 日上
午 10 时许，在长江口渔场 162 海区，“浙岱
渔 11492”船进行下网捕蟹作业时，发现一
艘救生艇在海面上漂浮，艇上共有 15 名船
员，另有一名船员漂浮于海面上。

情 况 紧 急 ，急 需 救 援 。“ 浙 岱 渔
11492”船老大沈华忠下令斩断已经布置
完成的蟹笼，行船至救生小艇附近，先抛
掷救生圈救起水中船员，随后将救生小
艇中的船员全部拉至渔船上。整个救援
过程持续约半小时。

“浙岱渔 11492”船员翁维信说：“应该
是有艘装货船遇险了。这次斩断的蟹笼价
值超 36 万元，但船长毫不犹豫让我们抛笼
救人，现在所有救上来的船员都安全了，我
们还给他们烧了热水做了饭。”

沈华忠表示：“因为蟹笼过重，渔船无
法拖着蟹笼救人，而回收蟹笼至少需要 3
至 4 小时，所以抛笼救人是最好的选择。
一切以救人为优先，即使蟹笼无法再回收
也在所不惜。”

这并不是沈华忠第一次指挥救人。此
前他也因在海上救起 16 名落水船员而荣
获 第 八 届 浙 江 省 见 义 勇 为 道 德 模 范 。
2021 年 9 月 26 日下午，一艘载着 16 名船
员的渔船失联。正在事发海域附近作业的
沈华忠获悉后，命令全船立即停止作业，斩
断正在回收的价值 10 余万
元的蟹笼，驾船赶往失事海
域进行搜救。发现渔船沉
没后，沈华忠和船员全力开
展营救，最终成功救起 16
名落水船员。

渔船海上作业时发现遇险人员

一刀斩断36万元蟹笼，舟山船老大救下16人
渔船海上作业时发现遇险人员

一刀斩断36万元蟹笼，舟山船老大救下16人

获救人员正从救生艇向“浙岱渔11492”船转移（视频截图）。 共享联盟·舟山 供图 扫一扫扫一扫 看视频看视频

本报海宁3月12日电 （记者 褚晶君 通讯员 邬骊旦 巫笑飞）
12 日下午，历时 4 个多月的提升改造后，位于海宁市的金庸故居
正式对外开放。

金庸故居位于袁花镇新袁村赫山房，是金庸的出生地。此次
提升后的金庸故居既复原了金庸当年生活场景，又以“文心侠骨
赤子情——金庸的故事”为主题，通过展览形式展示了金庸的传
奇一生。

海宁金庸故居提升后昨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应陶 通讯员 费彪
杨妍）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杭州市临平区近
日推出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五年目标：
到 2028 年，力争建成全省“产业群体智造”
第一区、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并形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时尚产业
3个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进新型工业化、再造工业新临平，必
须立足临平所有、发挥临平所长。”临平区委

主要负责人说，就临平而言，既要大力培育
未来制造、精准医疗、新型智算、仿生机器人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更要积极借
助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创新，深度助力装
备制造、家纺服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数字化改造的传
统家纺企业，众望布艺提前尝了鲜。记者
在生产车间看到，一排排大型织布设备忙
碌运转，从发纱、落布到分拣、码垛，整个

生产线全部实现智能化控制。“从一根纱
到一匹布，数字化改造真正实现了精准操
作、精益管理。”众望布艺董事长杨林山算
了一笔账，自去年改造以来，企业生产运
营成本降低了 15%。

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智
造”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
升。2023 年，临平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高达 80.4%。未来五年，

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提高。引导企业主动
创新，临平计划到 2028 年完成 3 亿元以上
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机构清零；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目标实施制造业领域市级以
上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30 项以上，新增创新
联合体 5 家以上。“去年我们已有 5 家企业
成功获评省级未来工厂，到 2028 年，我们
希望能够增加到 10 家。”临平区经科局相
关负责人说。

更多高层次平台，也将为制造业企业
赋能。接下来，临平将依托阿里云 supET
平台、华为 FusionPlant 平台等国家级双
跨平台，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为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提供技术加运
维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打造3个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临平推动全域提升智造水平

日前，在浙江交通集团金建铁路施工现场，新安江特大桥斜拉桥 4#主墩
0 号块和塔肢最后一个节段顺利浇筑完成，Y 形的主墩索塔矗立在新安江之
上，为后续斜拉桥的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新安江特大桥桥梁全长885.2米，跨
越宽度为520米，是金建铁路全线最重要的控制性工程。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拍友 申硕洋 摄

索塔立清江

本报讯 （记者 金晨 通讯员 梁蕙薇） 日
前，走进临海市汇溪镇古建共富工坊内的装配
式基地，工人正操作着砂光机、滚圆木机等设
备，轩椽、栏杆、桁条等木构件源源不断地从产
线下线。

“基地定制的木构件，我们再运输到古建筑
工地进行组装，比向外采购成本更低，比现场制
作效率更高！”入驻基地的临海古建公司副总经
理黄米秀告诉记者，汇溪镇是中国古建筑工匠
之乡，陆续有3000余名从业者“走出去”修复了
尼泊尔中华寺等全球各地古建筑，创造近10亿
元的年产值。去年，镇里搭建起基地，标志着汇
溪古建产业“回归”，进军上游产业链。

因古建筑产业市场需求庞大，基地投用后
订单源源不断，用人需求增加，加之古建工人老
龄化加剧，技艺繁琐的古建筑行业呈现人才缺
口。为破解发展困局，汇溪镇积极探索“技能创
富”新路径，推动古建共富工坊转型，内设古建
技艺学堂，一站式培养、输送古建技能“后浪”，
培育高素养劳动者队伍。

近日，古建技艺学堂上，资深工匠朱达峰在
现场传授木工技艺。经过理论课、实操课的学
习，村民金磊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结业证书，
入职装配式基地。

将农民培养成古建筑工，只是工坊育人的
第一步。“古建用工报酬十分可观，基地的工作
较为基础，更好上手，已帮助3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
达 10 万余元。”黄米秀说，“如果去古建工地当学徒，在瓦工、木工
各个行当完成技能进阶，成为能工巧匠，日均收入可达500至800
元，做到项目经理年薪达20万元。”

古建筑来自不同时期，要想修旧如旧，还需具备系统的古建筑
文化知识。为破解产学脱节之困，建设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临海市政府联合台州学院、临海市古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成立“大树文物与历史建筑学院”，与临海海商职业技术学校
开办古建筑专业班⋯⋯截至目前，该市共与 6 所院校、10 家企业
签订了《“人才赋能产业带富”古建筑行业产教融合联盟协议书》，
构建起“理论+实操+就业”全周期技能人才培育体系。

95 后黄正强从古建技艺学堂毕业后，经过 6 年历练，组建了
小团队，参与修复杭州法喜寺等 10 余处古建筑；85 后古建项目经
理黄明利用3D打印技术机刻牛腿和雀替，提升了生产效率。

为优化技能生态体系，该镇还积极链接行业资源，举办国匠论
坛、古建文化体验节等系列活动。如今，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
大学等8家高校的古建实训基地以及浙江省村镇建设与发展研究
会传统建筑工匠培训基地也已落地汇溪。

临海小镇培育古建筑新工匠老行当迎来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