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 新 闻

2024 年 5 月 5 日 星 期 日 农 历 甲 辰 年 三 月 廿 七2024 年 5 月 5 日 星 期 日 农 历 甲 辰 年 三 月 廿 七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3-0001 邮发代号：31-1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3-0001 邮发代号：31-1
今日4版 第27372期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 5 月 4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第 15 届伊斯
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班珠尔召开。

习近平指出，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伊
斯兰国家团结自主的象征，为加强伊
斯兰国家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

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
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
来，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友好关系不断提
质升级，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中

方愿继续同伊斯兰国家一道，赓续传
统友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
作，扩大文明交流，共同践行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向第 15 届伊斯兰
合作组织首脑会议致贺电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周杭琪 共享联盟·
定海 王胜 通讯员 夏林） 身躯有 15 层楼
高，臂膀有 30 米长，6 号门机像一个“钢铁巨
人”向海而立。伴随机械的运行声，它张开机
械臂，身躯旋转90度，降下抓斗，伸向利比里
亚籍散货船“HONOR DIVA”的船舱，一把
抓起15吨大豆后，利落地将其投入身下的料
仓⋯⋯“五一”假期，记者来到位于舟山定海
的宁波舟山港老塘山作业区三期码头，见到
了这“钢铁巨人”的幕后操作员——老塘山中
转储运有限公司卸船班组工班长滕裕方。

这套门机的操作动作，滕裕方练了 12
年。他陆续捧回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浙江
省青年工匠、浙江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能工
巧匠”等荣誉。

门机即门座式起重机，是港口常见的大
型起重装卸工具。“要想让这个大家伙乖乖听
话，必须先上到驾驶室。”沿着滕裕方手指的
方向抬头看，一座距离地面40多米高的悬空
小屋被海景环绕。接连在心里喊了几声“不
慌”，记者随他一起踏上门机旋梯。拾级而
上，滕裕方脚步轻盈，而记者抓紧栏杆，双腿
逐渐发软，瞟一眼脚下已变得“迷你”的码头、
巨轮，不由得感到后背发凉。

好不容易挪到了驾驶室，只见不到 3 平

方米的空间里，放有一张黑色的操作椅、一方
小小的手动操作台，以及 3 个显示门机作业
状态的小电子屏。四周、脚下，全是透明玻
璃。

“我是 2012 年到老塘山的，主要参与

水泥、铁矿作业。2 年后，我开始参与粮食
作业。码头后的筒仓越来越多，我们也越
来越忙。”说话间，滕裕方坐定，两只手分别
拨动操作柄，脚踩刹车片，门机上下起降、
左右运转，伸出的抓斗一开一合间，大豆丝

滑“上岸”。
这样相同的动作，每名门机司机每天

要重复三四百次。“是不是很像抓娃娃？”面
对记者的提问，滕裕方笑笑：“是挺像的，可
做和看是两码事。抓料位置要看好、放料
时间很关键。”对于各种装驳细节，他如数
家珍。

“每一件货物的作业方法、操作技艺，还
都不一样。”滕裕方举例，同样是粮食，种类不
同，装卸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流动性好，可以
不太讲究下抓夹的位置，有的必须采用“四角
作业法”。“方法不同，效率能提升不少哩。”他
笑着说。

把一件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好做
精，滕裕方的门机操作技术愈发“稳、准、
快”。自学门机电气和机械知识后，他更摸
透了门机的“脾气”，牵头完成“抓斗防撒料
改造”“门机副司机室部分功能上移”等技改
课题，提升了装卸效率，成为工友眼中的“技
术大神”。

目前，许多散货作业已
实现自动化，滕裕方期待将
自己的经验“喂”给 AI，参
与更深层次的人机交互，黝
黑的脸上写满了自信。

记者跟着宁波舟山港老塘山中转储运公司卸船班组工班长滕裕方卸货——

在40米高空驾驭钢铁巨人

五一@新风景
“五一”假期，上海市民成先生带着家人

慕名到松阳游玩。“民宿条件很好，公共交通
便捷，即便在村里，想买的东西也都能买到。”
沉浸在这个浙南小县山乡的美丽风光中，成
先生不住地点赞。

城和乡，差距越来越小。如今，城乡融合
一体化发展成为浙江新的风景。今年一季
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52元，同比
增长 6.0%，城乡居民收入比 1.75，同比缩小
0.04。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公共服务“七优享”等工程的实
施，让“三大差距”不断缩小。

浙里小城，有“花样年华”。

小城志向大

“县城建筑像城堡，乡下是田园风光，整
个县像童话王国。”“五一”假期，许多游客到
小城云和游玩，纷纷如此评价。

这个尚未通铁路的小县，常住人口约 13

万，城镇化率却达74.5%，居全省前列。这是
浙江深入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一个缩影。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空间，县城
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城乡融
合发展，将加快缩小“三大差距”。

“一县一策”“一业一策”，山区海岛县高
质量发展有了“高级定制”方案，县域产业平
台能级持续提升，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服
务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云和探索实施‘小县大城’‘全域5A’发
展战略，按 5A 级景区标准建设全县。这是
新建的云景生态产业园，今年争取拓出空间
300 亩以上；这是正在改造提升的木制玩具
城，全年预计整治低效用地500亩以上⋯⋯”
云和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指着一张焕发新气
象的地图说。小城志向大，正在努力打造全
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富样板。

2023 年，浙江山区 26 县 GDP 县县破百
亿元。曾经的欠发达地区成为新的增长极。

今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加快绘
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
美”新画卷。强化乡村规划引领，加强村庄风

貌管控，迭代升级美丽田园⋯⋯浙江乡村，正
就地过上现代生活。

“我们村虽然又小又偏，但游客越来越
多。”云和梅竹村村民柳启明，15 年前怀揣对
城市的向往进城务工，8 年前又回村创业。
他家的民宿，硬件不输于城市酒店，又有乡村
风貌优势，“五一”假期几乎“一床难求”。

浙江的城与乡，处处是“诗和远方”。

家门口享便捷服务

两年前第一次到浙江玩，撒先生被龙游
良好的环境吸引，决定留下来工作。

“来之前根本没想到，一个山区小县城，
各种大城市有的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从
我家走几百米就有一家南孔书屋，书免费借，
十分方便。”撒先生“五一”假期带着朋友深度
游，逛了龙游石窟、龙游县博物馆等；龙游城
乡公交两元一票制，乘坐便捷，也成了他们眼
里的一个“景点”。

撒先生现在知道了，龙游已投入超10亿
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南孔书屋、文化
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享受家门口

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当地一种生活新风尚。
造成“三大差距”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

公共服务资源的差距。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需要的日益增长，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
源愈发成为吸引人口的“利器”。破解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硬”问题，离不开公共服务的

“软”配套。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浙

江正在深入开展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
将之作为“十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浙
江继续将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民
生。到 2027 年，全省将基本建成“15 分钟
公共服务圈”。城乡一体、均衡可及的公共
服务，无疑让小城生活更具性价比、更有吸
引力。

“五一”假期，位于岱山县东沙镇的中大
朗颐（岱山）康养中心，老人们在观影、健身、
阅读、唠家常，十分热闹。去年起，舟山探索
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试点，率先推进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各县区选择 1 至 2 家养老
机构，免费集中供养特困老人，提升了海岛人
的幸福感。

（下转第二版）

我省扎实提高县域承载能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小城里的花样年华
本报记者 金春华 实习生 仇 萌 通讯员 陈雅雯

我省扎实提高县域承载能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小城里的花样年华
本报记者 金春华 实习生 仇 萌 通讯员 陈雅雯

今日我当班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桐乡 5 月 4 日电 （记者 宋彬彬
王志杰 市委报道组 徐振华） 一台架桥机
缓缓移动，推着一片长 30 米、重 96.7 吨预制
梁板平稳就位，一旁的操作工洪泉正确认无
偏差后，操控架桥机将梁板慢慢落在盖梁上，
整个吊装过程像搭积木一样严丝合缝。

这是4日记者在苏台高速公路（二期）项目
建设现场看到的一幕。“我们采取装配化施工模
式，所有的梁板都先在预制场内生产好，然后再
送到这里，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起来。”桐乡市交
投集团副总经理杨建根说，苏台高速（二期）全
长44公里，有39.6公里位于桐乡境内，需要架
设的梁板达15808片。为了能跟上前方“搭积
木”的进度，后方安排了5个智慧梁场全天候生
产梁板，25条智慧化流水线开足马力，日均可
产梁板50片。他们是如何与时间赛跑的？

4 日早上 7 时 30 分，记者冒着小雨来到
位于桐乡经开区的一处智慧梁场。刚到车间
门口，就听到各种机器的轰鸣声，放眼望去，
150 名工人正坚守在各个工位上，配合两条
智慧化生产线，加班加点赶制梁板。

记者首先来到钢筋绑扎区，看到钢筋工
黄乘武手脚麻利，不出三秒就完成了一处钢

筋的绑扎，便上前讨教。“师傅，能教教我吗？”
记者顺势拿来一把工具和几根铁丝，跟着黄
乘武学习起来。

“把铁丝对折交叉，然后这样一挑、一扭、
一缠，就绑好了。”黄乘武不厌其烦地给记者
演示了几遍，他干这行已十多年，右手布满了
茧子。看似简单的几个动作，记者操作起来

并不容易，1分钟下来只绑了6处，而黄乘武已
经绑了25处，记者的速度不及他的四分之一。

离开钢筋绑扎区，记者在智慧梁场项目
部副经理周志辉的带领下，又参观了钢筋入
模、安装芯模等工序，还体验了烧电焊、混凝
土浇筑等操作。

上午 11 时，经过 4 小时的生产，一块制

好的梁板被送到恒温养护窑里，在这里进行
最后一道养护工序，待养护好以后就能进行
张拉压浆作业。恒温养护窑采用智能养护系
统，在温度正偏差 1℃或负偏差 0.5℃时会自
动纠偏，这让每一片梁板的养护效果更稳定，
养护期也从原来的7天压缩到了23个小时。

临近中午，天气渐渐转阴，记者又跟着周
志辉一道，驱车来到苏台高速公路（二期）崇
福镇北沙渚塘的施工现场。一台旋挖机和几
台推土机协同作业，几名工人还在忙活着。
记者来到旋挖机旁，看到技术工人陈乾正操
控旋挖机在打桩基，一上午时间，他已经往下
打了20米。“我们每个桩基要往下打 130米，
我要抢在‘五一’假期把第一根桩打好，早一
天打好桩，早一天架梁板，就早一天通车。”陈
乾告诉记者，就在 7 天前，这里刚完成 500 千
伏高压管线迁改工作，这为后续施工提供了
便利，他们要争取早日完成 26 根桩基和 110
片梁板架设的任务。

据悉，苏台高速（二期）项目总投资约
180 亿元，是全国第一个县级自主投资的超
百亿高速公路项目，今后
将成为接沪融杭连苏的重
要通道。“五一”假期，全线
有 4500 多名工人坚守一
线，追赶进度。

记者走进苏台高速公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

像搭积木一样修高速

记者（左）跟着钢筋工黄乘武学扎钢筋。 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记者（左）跟着滕裕方爬上门机设备平台处。 共享联盟·定海 王胜 摄

推出沉浸式演出、打造家门口的市
集、开辟花海游玩新业态⋯⋯“五一”假
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纷纷创新形式
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体验，丰富群众
生活，让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放松身心。

嵊州：
行走小镇，邂逅“十八相送”

“五一”假期，嵊州越剧小镇游客
中心人头攒动。傍晚时分，随着婉转
的伴奏音乐响起，“梁山伯”与“祝英
台”从人群中走出，在游客就地围成的

“舞台”中，共演一出沉浸式越剧《梁
祝·十八相送》。“演员就在身边唱越
剧，这种感受很新奇。”从上海前来打
卡游玩的叶女士说。

走进越剧小镇，熙熙攘攘，袅袅越
音不绝于耳。“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欢迎
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赏戏听曲，放松身
心。”越剧小镇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五
一”假期，小镇免门票开放，除了连番上
演的沉浸式越剧，还推出了水上越剧快
闪、越歌越舞、相亲秀等创意表演活动，
通过开设青春集市等方式，邀请年轻创
客来“摆摊”，现场教唱越剧、化彩妆、做
潮玩，吸引了众多游客。

“原来在舞台上是这种感觉！”在
小镇戏迷馆前的花楼上，来自杭州的
越剧爱好者尹先生过了一把戏瘾。作
为小镇入口处的“门面”担当，花楼上
折子戏、歌舞表演不断，人气火爆，演员还向游客分发糖果，积
极互动。在演出活动之余，市民和游客也能登上花楼，和演员
一起摆“POSE”拍照，留下难忘的快乐记忆。

二胡、古筝、琵琶⋯⋯小镇古戏楼前，江南丝竹表演吸
引不少人驻足；古戏楼里则是好戏连台，现场观众连声喝
彩，氛围热烈欢快；在小镇的街巷中，工作人员扮成“九斤姑
娘”“何文秀”等经典越剧角色，和游客面对面趣味互动，推
广越剧文化。

鄞州：
全国非遗，来到乡村市集

“妈妈，你看，这是用麦秸秆做的画”“这个葫芦上的老虎，
和真的一样”⋯⋯5 月 4 日，刚走进宁波市鄞州区湾底村，9 岁
的小磊便被市集里的工艺品所吸引，赶紧跑回来拉着母亲往
展台前挤。在工作人员介绍下，小磊了解到这是哈尔滨的麦
秸画和青牛葫芦，都是当地的非遗。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和美乡村”市集在湾底村开市，汇
聚了全国 20 个省份、35 个县（市、区）的近百种特色产品，其
中数十种都是各地的非遗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赶集打卡。

随着人流，记者走进市集，好不热闹。尤其是国家级非遗
侗锦织造技艺、方正剪纸、宁夏耳枕等让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
观看。“这是我们的靖州雕花蜜饯，起源于五代时期，既有观赏
性又能食用，被誉为‘舌尖上的艺术品’。”展台前，传承人一边
向市民和游客介绍，一边雕刻。一把雕花刀、一片南瓜，以刀为
笔，转眼间一件“喜鹊闹梅”雕花作品浮现眼前。“刚开始以为只
是装饰，没想到还能吃，又涨知识了。”大家赞不绝口，争相购买。

市集还集聚了金银彩绣、鄞州竹编等30多种宁波本土非
遗特色好物。“我这次带来了蝴蝶、飞龙、樱花、山茶花等盘扣
作品，可以用作胸针、发饰、相框。”鄞州区级非遗盘扣传承人
李玲君也想借助市集为鄞州本土非遗打call。

不只是各地非遗，市集上还有各地特色美食。黑龙江蓝
靛果干、宁夏盐池滩羊肉、贵州黔东南州罗汉果、金华佛手饮
品⋯⋯市集上一侧是各色美食，一侧是各类非遗工艺，让来赶
集的市民和游客目不暇接，共同邂逅丹青与烟火。“不出远门，
在家门口就能逛全国市集，感受非遗文化与美食的双重盛宴，
我都挑花眼了。”游客陈女士说。 （下转第二版）

我省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群众假期生活用新用心

迎客而来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5月4日，“五一”假期出游的人们纷纷返程。这个假期，长三角
铁路网客流一直高位运行，除 5 月 3 日发送旅客略低于 370 万人次
外，日发送旅客均超370万人次。其中，5月2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
客 378.5 万人次，超过今年清明节创下的单日发送旅客 373.5 万人
次的最高纪录，创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图为5月4日，一批批返程
旅客抵达杭州城站火车站。 本报记者 张帆 林云龙 文/摄

返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