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汪旻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5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雨 红 通 讯 员
宋正卿） 眼下，正值小麦生长期，在嘉兴
市南湖区新丰镇杨庄村的丰硕家庭农场，
负责人蔡建良正忙着施肥。这两年，蔡建
良通过发展规模农业，农场种植的 1300
亩小麦和水稻，每年收入超400多万元。

漫步嘉兴田间地头，还有不少“蔡建
良”鼓起了腰包。

根据最新数据，2023年，嘉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643 元，居全省首
位。至此，嘉兴在浙江省这张榜单上连续

“霸榜”了20年。
嘉兴农民为何如此“有钱”？嘉兴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建华透露了“秘诀”：
20 年来，嘉兴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不
断缩小城乡差距，增强村级集体经济，推
动农户提高收入。

对 47 岁的陆荣来说，2004 年很难
忘。这一年，家住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的
他，在镇工业园区找到了工作，月工资近
3000 元，相当于之前种地半年的收入。
也是这一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7021元，居全省第一。

作为“浙北粮仓”，粮食生产是嘉兴的
头等大事。“但与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
不高，想要农民增收，不仅要创新种粮模
式，也要发展其他产业。”邓建华说，只有
跳出“三农”抓“三农”，才能打破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

乡村产业，成了嘉兴在长三角地区实
现“弯道超车”的突出亮点。当地瞄准长
三角地区耕地面积少、农产品供应有缺口
的情况，利用本地丰富的种植加工资源，
发展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

凤桥水蜜桃、海宁鲜切花、桐乡杭白
菊⋯⋯如今，众多嘉兴特色农业产业在长
三角乃至全国范围内打响了名号，这都是
当地农民赚钱的底气。在海盐县于城镇
江渭村，村民王燕在农技专家和种植大户
的指导下，自家 8 亩地都用来种植葡萄，
年收入从 20 年前的不到 1 万元，提高到
现在的30万元。

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
资性收入占比近 65%，就业稳定，是增收
的直接原因。近年来，嘉兴牢牢把住乡村
产业振兴这个关键，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
模式，市、县两级均出台政策，对农开区建
设给予最高 9000 万元扶持，并推动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作为全省首个农业经济
开发区，平湖市广陈镇已为当地农民增收
5000 多万元，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保持在

9.5%以上。
当然，农民收入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2009 年，嘉兴市委
市政府连续出台四轮“强村计划”，从资
金、土地、信贷等方面对各村加以扶持。
如今，嘉兴所有村集体年经常性收入均超
160 万元，农民每年靠分红拿到的“大红
包”更厚了。2023 年，嘉兴共有 351 个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总金额1.9亿元。

此外，嘉兴还建立一个个“造血机”，为
低收入农户巧设“增收密码”。如嘉善建立

“共富大棚”，农民“家门口”上班拿工资；桐
乡创新“奔富十法”，通过转移就业、消费帮
扶等，确保农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小康。

嘉兴力争到 2025 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6万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3.2万元。

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全省第一——

产业兴 集体强 农民富

杭州桐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以精准有力监督保障乡村振兴。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日前在江南镇新民
居点向群众了解乡村振兴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拍友 何小华 应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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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汪艺涵） 近
日，在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举行
的“普陀统战 Young”新生代企业
家座谈会上，十几位企业家共同开
启一场激烈的“头脑风暴”。

“人才仍是企业发展、经济腾飞
的第一要素”“期待更公平开放的营
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我们还需要拓展更多交流途
径，学习其他人、其他地区的先进经
验”⋯⋯与会企业家立足实际，为普
陀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彰
显了青年统战成员的担当作为。

如何激活青年力量、开创活力
发展新局面？普陀区进一步谋划实
在举措，不断促使同心精神力量转
化为奋进的实在作为。走进舟山国
际水产城，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
景：商户、企业代表围坐一起，交流

着各自行业的发展瓶颈、创业和生
活需求，以及今后的事业谋划。为
了更好地培育、赋能、凝聚青年统战
力量，普陀区委统战部促成了嗨创
青年电商联盟的成立，邀请30家知
名电商企业成为联盟首批会员。通
过聘请高校教师担任青创导、组织
青年电商座谈会活动，引导青年统
战成员在不断做好工作创新的同
时，科学规避运营风险，为舟山特色
产品走向世界注入最具活力的青春
动能。

据了解，普陀区委统战部还致
力于引入青年统战力量助力海岛民
生工程。为社区老人拍照、举办义
捐义卖活动⋯⋯15 场次“青春促共
富”流动志愿服务进海岛专项行动
开展，覆盖葫芦岛、白沙岛等海岛群
众5200余人次。

普陀青年合力促海岛共富普陀青年合力促海岛共富

最近，C919一直是个热词。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国产大

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等高端装备研
制取得长足进展”；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之中，关
于大飞机的建议提案不少：加快建设航空
产业集群、不断拓展大飞机市场规模、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
运营⋯⋯

去年 5 月 28 日，C919 完成首个商业
航班飞行；刚刚结束的春运中，4 架国产
大飞机C919首度服务。时至今日，C919
已获得超 1200 架订单，正从初始运营转
向规模化运营。

为什么大家都关注大飞机？C919规
模化运营后，对航空制造企业来说意味着
什么？浙江和杭州又有着怎样的机遇和
挑战？

中国大飞机正在一飞冲天

C919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和批量
生产背后，是对新材料、精益制造等领域
关键技术的突破，赋能驱动整个中国制造
业创新升级。

与其说大家在关注 C919 大飞机，不
如说在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
力水平的提高。

从立项到首航，C919 用了 16 年，见
证了中国航空制造企业的成长与蜕变，浙
江西子航空工业集团便是代表之一。

这几天，总经理田平风一直关注着相
关话题，寻找“从春天出发”的新方向。

作为9家C919机体结构供应商中唯
一的民营企业，西子航空负责应急发电机
舱门和辅助动力装置门的生产制造，这两
个结构件有极高的技术含量。比如，应急
发电机舱门位于飞机头部下方，它能在飞
机遇到发动机动力丧失的紧急情况下，释
放出风力发电机，为飞机提供应急能源，
涉及到30多种航空特种工艺技术。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杭州市钱塘区前
进智造园的西子航空生产车间，工程师们
不停穿梭，为 C919 的新订单赶进度。“一
开年，我们就收到 30 架 C919 下来的订
单，去年还只有个位数。”田平风笑着说，
跟着国产大飞机规模化运营的脚步，西子
航空正在“一飞冲天”，“包括 C919 在内，
波音、空客等飞机订单，已排满 2024 全
年，预计同比增长23%。”

这些订单里，有空客 A320 机翼小
肋，有空客 A220 飞机前起落架舱部件，
还有波音737驾驶舱内饰件，这些技术含
量高的配件，西子航空都是全球唯一的供
应商，全球约 80%的新商用飞机上都有

“西子造”。去年，西子航空首次实现了全
面盈利，为全球提供了65万个零部件。

航空制造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皇冠”，
对技术能力和制造体系的要求都非常苛
刻，和过去相比，西子航空每年的投入还在
持续加大，一个新的领域便是制造工艺。

“制造飞机零部件，只有报废和合格

两个标准，经过工艺上的持续提升，我们
在飞机零部件批量化生产上的能力，已具
备成熟的工业化水平。”田平风说。

截至目前，西子航空已获得欧洲空
客、美国波音、加拿大庞巴迪、中国商飞、
中航工业五大世界航空制造巨头的 344
项特种工艺资质认证。

如今，“中国将成全球最大航空市场”
日渐成为国际共识，美国波音公司预测未
来20年中国市场将占到全球新飞机交付
量的五分之一，空客也表达了对“万亿元
级”中国航空市场的兴趣。

浙江如何抓住机遇

当下，C919 国产飞机正进入量产的
爬坡环节，可以说，中国航空制造业迎来
最关键的成长时期。

“一架飞机从研发制造到运营投用，背
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仅只是制造上
的协作，还涉及到相关运营保障体系的搭

接、产业人才的培养等，每个环节都蕴藏
着巨大的机会。”航空产业专家阎振宇说。

阎振宇告诉记者，从全国来看，航空
产业是很多省市未来打造的重点战略性
新兴产业，各地都在寻找与自身城市和产
业链相匹配的切入点。

单就民用航空这个赛道来说，已形成
苏南、浙北和大湾区等新兴崛起区域，特
别是苏州，已经成为全国民用航空制造较
为集中的地区，形成大飞机产业、航天产
业、通航产业、航空智能装备、航空功能服
务等精细化的发展方向。

浙江和杭州亦在加码。杭州市钱塘
区的前进智造园，是浙江重点培育的“万
亩千亿”新平台之一，集聚了西子航空、华
瑞航空、浙大艾美依等一批企业。

“航空航天是高投入行业，浙江和杭
州的基础较好，拥有完善的科研和产业基
础，比如，集聚中法航空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杭州创新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阎
振宇说，浙江完成了从 0 到 1 的积累，发
展航空产业有抓手和先机。

此外，阎振宇还认为，相较于其他区
域，得益于“八山一水一分田”，浙江具备
航空场景上的优势，这样的山地场景是航
空产业发展的刚需。

航空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最
高水准，它所面临的竞争，是一套庞大的
综合能力竞技，人才至关重要。

“航空产业具有人才培养周期长、技
术突破难度大等难点，未来浙江航空产业
的发展，亟待补齐人才短板，西子航空一
直在加强人才的自主培育，但需要一定时
间的沉淀。”田平风说。

在阎振宇看来，一个国家航空产业变
强的背后，是对制造、服务和管理体系的
打磨，它是循序和渐进式的过程。比如，
已推出超 30 年的空客 A320 飞机，至今
仍在优化提升。“你可以用百米赛跑来形
容这个过程，每次提升也许只有 0.1 秒，
而这个突破的过程，才是‘中国制造’往高
攀升的宝贵财富。”

全国两会上，C919广受关注

大飞机制造，杭州在发力
本报记者 刘 健

2024年2月20日，一架中国商飞公司C919客机在新加坡航展上做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邓智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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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刘潇） 日前，在丽水市庆
元县发现的一大型真菌正式被认
定为齿菌属新物种，其研究成果于
国际权威 SCI 期刊《Diversity》上
发表，并根据其特征命名为“直立
齿菌”。

去年 8 月，庆元县左溪镇村民、
有着丰富野外摄影经验的胡礼贵首
次在山上发现该新种的标本。因其
形态奇特，胡礼贵随即联系了经常
来庆元调研的“老朋友”——中国菌
物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林文飞，
并第一时间将样本送至海南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曾念开教授的实验
室进行专业研究。

“该新种最大的特征就是菌盖

表面的菌丝是呈直立状的。”曾念
开介绍，他通过形态解剖与分子系
统相结合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对标
本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发现，

“直立齿菌”与大多数齿菌属真菌
的菌盖表面菌丝不同，是齿菌属的
一个全新物种。同时，曾念开表
示，齿菌属真菌是可食用的，但该
新种是外生菌根真菌，因其与植物
呈共生的生态特性，较难实现人工
培育。

“新种的发现是生物科学研究
的基础。”曾念开表示，菌物是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森
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新种的发现也为菌物种质资源
的研究提供了新动力。

庆元发现真菌新物种
命名为直立齿菌，可食用难培育

在庆元山林中发现的直立齿菌。 拍友 胡礼贵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徐婷婷） 日前，一辆装载小微危险
废物的密闭厢式货运车缓缓驶入浙
江中环检测有限公司的贮存厂，工
作人员“全副武装”，对成吨危险物
检查包装后，进行装卸、称重，并贴
上“浙固码”、登记台账，按分区要求
分类入库。

这是温州首家按照该市《小微
危险废物收贮运服务规范》地方标
准试运行的企业。该项地方标准于
3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中环检测公
司负责人金金燕表示，新标准让行
业有了新准则，也给小微危废管理
上了一道“安全锁”。

小微危废是指工业企业年产量
不超过10吨及机动车维修点、科研
机构等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温州
纳网小微产废单位 1.7 万余家，产
废单位分布广、区域散、种类杂，存
在收、贮、运、管理难。2018 年以
来，温州开始谋划统一小微危废收
运体系、规范安全处置等，于 2021
年 出 台 相 关 规 范 化 管 理 导 则 。
2023 年，温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温

州市市场监管局拟定相关地方标
准，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为全
省乃至全国贡献了小微危废管理

“温州经验”。
记者翻看新标准发现，《小微危

险废物收贮运服务规范》列出 8 项
内容，主要适用于小微危险废物收
贮运单位，覆盖危废收集、贮存到转
运服务全流程，标准明确列出了人
员资质、场地建设、车辆购置、信息
化设备等一系列软件及硬件要求。
该标准还在附录中画出了“收贮运
单位运输车辆标志标识”，要求运输
货车车体两侧统一粘贴。

“可以说，对照这份标准，收贮
运 单 位 可 内 部 自 主 进 行 规 范 管
理。”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说。

目前，温州已在全市 10 个县
（市、区）建立了13家面向小微产废
单位的小微危险废物收贮运单位。
今后，该市将督促落实地方标准相
关要求，协助小微产废企业规范化
管理，完善全市小微收运体系，助力

“无废城市”建设。

专车运送 分类入库

小微危废管理，温州有了地方标准

杭州八堡船闸自2023年7月18日通航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过闸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船闸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过闸船舶数量在京杭运
河联通钱塘江过闸船舶总量中的占比已超过50%。图为3月13日，满载货物的船只排队通过杭州八堡船闸。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林云龙 摄过闸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