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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亚丽 通讯员
雷国强） 一季度全省传统制造业实现
开局良好、稳中有进，全省重点监测的
17 个传统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
长、好于面上，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销
售 产 值 、利 润 总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0.8%、7.0%和 12.9%，新质生产力潜
能加速释放。

设备更新加快落地，生产能力持续
向上。围绕纺织化纤、金属制品等传统

优势行业，浙江加快低效老旧设备替代；
围绕有色金属加工、家用电器、非金属矿
物制品等重点行业，浙江加快绿色安全
装备推广。一季度，全省制造业设备购
进额同比增长16.9%，带动17个重点传
统行业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2977.0 亿
元，机械装备及零部件、消费品和原材
料等三大领域增速均超全省平均。

以旧换新成效初显，市场销售持续
向好。一季度，浙江深入实施消费品工

业“三品”战略，加快开发时尚智能健康
新产品，推进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
展。全省 17 个重点传统行业实现规上
工业销售产值 14854.4 亿元，消费品领
域同比增长8.3%，高于全省工业平均增
速 1.7 个百分点，皮革、纺织、家具及竹
木制品均实现两位数增长。17 个重点
传统行业全部实现盈利，规上利润总额
达 438.9 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 2.8%，
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下转第三版）

一季度，浙江17个传统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

新质生产力潜能加速释放

杭甬“双城记”

青年人才最有创造能力，也最具创
新潜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年初，全省“新春第一会”提出，以
“大人才观”强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如今，越来越多李军配式的青年人才正
在各自的领域克难攻坚、大展身手，擦
亮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在他们身上，除了“科技蓝”，还有
坚持不懈、矢志攻关的红色，团结一致、
合力突破的橙色⋯⋯这些绚丽的色彩，
争奇斗艳、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力量源泉。

青年人才，引得进是真本事，用得
好是硬道理。近年来，柯桥区聚焦“青
年、海外、光电”三大核心，给予最高
3100万元的创业发展扶持资金，人才工
作“新招实招硬招”组合拳高效迭出。

在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下，我们乐见
更多“李军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
约，勇攀高峰，永争一流，为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
才动能。

“配”出七彩的青春

在“世界屋脊的屋脊”、面积相当于
三 个 浙 江 省 的 那 曲 ，最 好 的 建 筑 是
学校。

牧野苍茫，云层山脉并肩，牦牛群
散落如星点，高高隆起的念青唐古拉山
脉下，京藏高速和青藏铁路线交错穿越
羌塘草原——时光如飞掠的车辆般迅
疾，道路旁海拔 4700 多米、设施完备的
香茂乡小学，有一段独特的 DNA 深嵌
在主楼墙体中：刻着“那曲杭州希望小
学”的石碑。

29年前，一封来自援藏干部的求助
信从那曲发出，翻越千山抵达 3800 多
公里外的西子湖畔，随之涌向高原的爱
心，让那里的孩子背上书包，改变命运；

近 30 年来，很多曾在这块石碑前
畅快欢笑的孩子，带着“爱和希望的种
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024 年春天，曾是那曲杭州希望
小学第一批学生之一的达扎旺堆，写下
一封信，向那群“可爱的叔叔”致意。

自 1994 年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
以来，至 2022 年，全国先后有 10 批共
11900 名援藏干部人才奋战在高原各
地。他们，用心、用情、用行动，向时代
作答。

高原来信
拍照时，我就站在第一排正

中间。那天的情景，让我和 30
多位同学终生难忘：从此我们有
新校舍了，再也不用忍受刺骨的
寒风了。

——摘自达扎旺堆的信

今年4月，全国首批援藏干部、当年
任那曲县常务副县长的姜军结束对西藏
的回访，摇下车窗，再次挥手告别这片土
地。人群中，达扎旺堆突然上前，握住姜
军的手，将额头轻轻抵在他的手背。

这个至高的行礼，是尊敬，是送别，是
祝福；是跨越30年被两封书信串起的记
忆，在这一天，被重启，被表达，被延续。

在38岁的达扎旺堆记忆里，童年有
两个镶着金边的日子：一个是五年级的

“六一”儿童节，父母特意从牧区来看他，
为他带来一身蓝白相间的新衣服；另一
个，斑驳相纸定格的1996年9月初的一
天，在学校旁路边疯玩时，他和同学们
突然被格桑老师召回，因为一群“可爱
的叔叔”马上要来，“还要拍照片！”

为了人生第一张照片，孩子们很快
散去，换上最像样的衣服，抹净脸和头
发后，他们又聚到一块镌刻着“那曲杭
州希望小学”的石碑后，挥舞双手，畅意
欢笑。

如今，已从事教育工作 19 年的达
扎旺堆，是那曲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

记。今年 3 月底，当他在给孩子们准备
一堂主旨为“爱”的主题演讲时，思索许
久，儿时那个节日般的日子闪现眼前。

“心中有太多感激的话想说出来。”
做完课件，达扎旺堆突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给当年那群“可爱的叔叔”写一
封信：

“起初，学校没有围墙，屋顶漏雨漏
雪，教室窗户几乎没有玻璃，上课时冻
得直哆嗦。因家庭经济困难，同学们身
上穿的都比较单薄。搬进窗明几净的
新校舍后，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他想告诉当年的叔叔，后来，学校
的围墙砌得更好了，校舍更漂亮了；以
学校为起点，他们的人生与家庭命运，
都被改变。

这一切，源自 30 年前的一粒“种
子”。

1994 年 7 月，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35周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

“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
藏模式。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

次年 5 月 20 日，浙江第一批 45 名
援藏干部，胸前别着大红花，从位于杭
州西子湖畔的大华饭店启程挺进那曲。

那天的雨水如西湖边的柳枝般绵
延。很多素不相识的市民走上街头，耳
边漾起的啜泣漫过雨落枝叶的滴答，送
别与被送别的人都红了眼眶。

（下转第四版）

跨越三十年的两封高原来信
本报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 西藏日报记者 万 靖

短评

青春是什么颜色？对李军配来说，
是他努力抓取的“五颜六色”。

化学染料几乎都是小分子染料，潜
藏着健康风险。但当将它们聚合成链状
或网状的大分子后，不但能避免被人体
吸收，也将有更高的耐迁移性。为让“美
丽更安全”，李军配用十余年青春，带领
团队实现了国产大分子着色剂的产业
化。“生活就像调色，每一次都会有惊喜，
组合起来就是绚烂世界。”李军配说。

在枯燥的实验室，李军配的坚持宛
如热烈的红。“上万次实验可能都没有
进展。”李军配说，有一段时间，他几乎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咖啡不能提神
后，就改喝绿茶。再不行，就‘咖啡+绿
茶’，一起往嘴里灌。”他笑着说。

孤独和疲惫，并未磨灭李军配的奇
思妙想。“有一次梦到自己做出了自带黑
色素的洗发水，妈妈的白发越洗越黑，
兴奋地大笑起来，再也睡不着。”他说。
当看到客户的大分子着色剂水彩笔成

为网络爆款，李军配更是热血沸腾。
青春也是希望的绿色。“我没有家

庭背景，也没有工作经验，但我有创新
创业的技术和梦想。”2015 年，李军配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2016 年他就职于清华大学化工系，作
为在站博士后从事高分子化学应用的

科研工作，2018 年，李军配完成博士后
研究，选择了创业，专攻色彩化学材料
的应用。2019 年，李军配带着 27 项发
明专利，一举斩获绍兴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一 等 奖 ，得 到 当 地
2000 万元扶持资金，成立了浙江材华
科技有限公司。 （下转第三版）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80后博士后李军配——

让美丽更安全
本报记者 金燕翔 苗丽娜 通讯员 阮雪松

李军配（中）与同事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梅玲玲 共享联盟·
龙游 楼郁馨）“近乎原生态的田野和
后现代风格的建筑搭配在一起，竟毫无
违和感，每个地方都很出片。”位于龙游
的瀫（hú）石光·艺术生态走廊自 3 月
底开放以来，已吸引游客近百万人次，
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龙游致力于把
这里打造成长三角艺术文旅新地标。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只是龙游做
好“瀫”文章的场景之一。流经龙游的
衢江，古称“瀫水”，它将县城分为了两
部分——南为烟火县域，北为产业乡
野。“现在为了产业发展，吸引、留住更
多的青年人，龙游把割裂的区域缝合起
来。”龙游瀫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孙俊
说。为此，龙游通过统一规划，建立管
理中心，把长 28 公里、宽 3 公里的沿江
区域规划打造成龙游瀫，串联沿岸6个
乡镇（街道）87个行政村共同发展。

青年人喜欢并愿意停留的城市什
么样？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龙游携
手中规院、设计、互联网等单位和公司
一同发起龙游瀫畔·8090 创造季活
动。“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上的 40 个
点位就是由国内 80 后、90 后青年设计
师、建筑师、艺术家操刀设计。”龙游瀫
的总规划师朱荣远说，通过生态景观、
构筑物、艺术装置等，创造瀫畔青年人
喜爱的共栖场景。最近，创造季第二季

活动方案已发布，将在第一季空间形态
的基础上植入产业形态。

清华大学在龙游落地建设了清华
大学设计院龙游中心，打造竹产业生物
质材研究基地，目前该项目已在运行
中。浙工大生态工业创新研究院、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龙游院区、中国制浆造纸
研究院所属的造纸工业生产力促进中
心等科研院所也纷纷入驻龙游瀫。同
时，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同
济大学等 3 所高校与龙游达成合作意
向，拟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还
有省外的陶瓷创作、文学创作等团队抛
来橄榄枝，期望与龙游瀫开展合作⋯⋯
走在村里逛街、享用配套城市服务、享
受公园式办公，龙游瀫创新平台正在加
速形成。

眼下，占地 32.3 亩的文创中心正
在加快建设中，对标一线城市的青年创
意社区将拔地而起，餐饮、住宿、咖啡馆
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龙游瀫吸引越
来越多的青年来此生活、学习和工作。

“龙游瀫的规划设计理念与我的想法高
度契合，我理想中的工厂坐落在林间，
推门可见山水。”河北青年李德壮是名
户外品牌的创办者。他直言，龙游瀫不
仅让他梦想成真，也让他创作更有灵
感。如今，他将公司的生产运营基地都
搬到了龙游。

龙游重塑空间景观打造青年创新高地

一“瀫”好水 创意流淌

一条车水马龙的文一西路，串起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一条奔涌入海的甬江，汇聚起宁波甬江科创区。包括
杭州城西、宁波甬江等在内的六大省级科创走廊，已成为
浙江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引擎。唱好“双城记”，
创新要素在杭甬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间加速流动、碰撞出
火花。

龙年春节以来，宁波环宸永星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斌过上了“双城记”生活——今年 2 月，他把在宁波甬江科
创区打造的“青芒”国家级孵化器“栽种”到了杭州城西科创
大走廊的核心区域未来科技城。

在位于余杭区仓前街道的“IT 公园”产业园内，刘斌一
口气拿下了 5 万平方米，创立了“青芒未来科创园”孵化
器。在科创圈里摸爬滚打近 10 年，他对进驻杭州很坚定：
这是响应唱好“双城记”，打造更好创新生态圈的必选
之路。

近年来，杭州领跑数字经济，宁波则以制造业见长。“从
创新生态来看，双方互补性很强。‘青芒’要发挥好纽带和桥
梁作用。”刘斌说，杭州“青芒”聚焦于引育人工智能、机器人
等新赛道的创新研发项目，城西科创大走廊数字经济产业
和人才集聚优势更利于项目招引；而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
段有生产制造需求时，“青芒”将会发挥深耕宁波的优势，帮
助企业链接制造端的资源。

短短 3 个月，在部分场地仍在装修的情况下，已有 13
家企业签约入驻杭州“青芒”。这让刘斌对未来信心满满。
一个主攻机器人视觉智能研发的项目正计划入驻杭州“青
芒”。“在杭州，方便招人、融资，也方便跟院校接洽合作。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就有生产制造需求，我们非常看中

‘青芒’在宁波的资源。”该项目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与宁波齐头并进，逐渐成为浙江高

质量发展的双引擎。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两地错位发展、
协同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构建起协同共进的创新生
态圈。

浙大科技园宁波江北园区由浙江大学与宁波江北区于 2011 年合作成立的产
学研创新平台转型升级而来，以引进孵化浙大系项目为基础，并引进了浙江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等科创平台。园区负责人彭志军介绍，自 2021 年以来，累计引进科创
企业324家，其中高层次人才团队41个、大学生企业117家，培育引进高新技术企
业11家，在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24家。

3年前，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宏鑫带着团队和“面向双碳
的云链融合智慧能源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浙大科技园宁波江北园区攻坚科
技成果转化，并创立浙江海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成果转化已基本完成，产品是前端的区块链能源路由器及背后的系统，目前
正在筛选用户进行测试。”张宏鑫向记者介绍该系统的功能：不仅可以实时采集电
能消耗，还能回溯区分是否绿电，对绿电的使用进行分析，从而推动绿色能源的
使用。

为何不将这个以数字技术为主的项目就近在杭州转化，而是落地宁波？“与杭
州相比，宁波相关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对企业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大机会。”张
宏鑫表示，近年来宁波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而浙大软件学院等院所也提供了人
才保障，给予他足够的信心。

当下，杭甬两地正携手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圈，共同争创杭州—宁波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创新要素碰撞出的火花，正在杭甬全
域燎原——

位于杭州的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运用数字视网膜、视频 AI 等技术，为宁
波的国研软件公司农贸市场数字化管理平台提供视频智能分析能力；

杭州凌迪科技与宁波凯信服饰联合攻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服装设计
工业软件及其产业化”重大专项，部分科技成果已实现转化；

杭州中控技术与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宁波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全链贯通，推动产业生态的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杭甬合作承担省级研发攻关项目82项，联合攻克“卡脖子”技术10
余项；仅 2023 年上半年，两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就达 21.24 亿元，是 2020 年全年的
2.5倍。

科创之火正燎原。作为浙江科创要素最密集的两大城市，杭甬携手以科技创
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朝着协同共建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集聚高地迈进。

创新要素在杭甬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间加速流动﹃
两廊

﹄
携手

接力创新

本报记者

唐骏垚

那曲香茂乡小学孩子们在快乐奔跑。30年前，杭州市民筹集225万元善款，帮助当地建起了第一批希望小学。 本报记者 倪雁强 王建龙 摄

图为跨越三十年的两封高原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