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晓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2024年6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晓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3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 43.5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本报讯 （共享联盟·玉环 张莺莺
曹思思 记者 徐子渊） 近日，“仙居县
安岭乡中心学校海上飞地教室”在台州
玉环揭牌。这一“内陆学校海上飞地教
室”的成立，标志着玉环、仙居两地在探
索文化协作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海上飞地教室”位于玉环市坎门街
道，由基地教室、沙滩教室和海上舰艇教
室三部分组成。其中，基地教室以海上
视频教学和安全实践为主；沙滩教室以
全省唯一“海上应急研学”专用沙滩为主
阵地，学生们可近距离学习当下最先进
的空中救援装备知识；海上舰艇教室则
充分发挥台州海事、玉环海韵志愿救援
队等所属各类海上救援船只的教育功
能，学生们不仅能学到专业的海上舰艇
知识，还能体会到海上搜救的艰辛。

“我的名字里带了‘海’，可我却从
未见过真正的海。这次活动让我见到
了辽阔的大海，愿望实现了！”来自安岭
乡中心学校的叶海权站在船头，感受海
风。现场，共有来自安岭乡中心学校的
28 名孩子，走进属于他们的“海上飞地
教室”，开启了充满新奇与期待的看海
之旅。

近年来，台州海事致力于开展“山
里孩子看大海”系列活动，促进山海情
相融。“这样的活动，一方面，为内陆地
区的学生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元
化的学习体验，弥补了内陆学校在海洋
教育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加强了沿
海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与合作，促进了区
域间的协调发展。”台州海事局政委孔
祥国介绍。

台州建设“海上飞地教室”

山里娃走进教室看大海

本报讯 （记者 张源） 端午将至，
全省气温依旧温和，早晚出门甚至还要
带件长袖。这似乎与印象中的夏天不
太一样。往年此时，全省气温早已普遍
升至 30℃，甚至局部突破 35℃。记者
从省气象部门获悉，6 月 5 日，全省大部
地区又要降温，最高气温降至 24℃上
下，降幅达到6℃左右，早晚最低气温还
不到20℃。今年会是个凉夏吗？

自入夏以来，全省气温总体温和。
像宁波，5 月 20 日入夏之后，只有两天
的气温达到30℃以上。像丽水、台州等

“炎”值较高的浙南地区，也仅仅偶尔出
现“3”字头气温。

“虽然初夏热度不强，但并非意味
着今年会是凉夏。”省气象局气候中心
高级工程师毛燕军解释，对于浙江来
说，6 月至 8 月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
偏低 0.5℃，才达到凉夏标准。今年初

夏之所以气温温和，主要原因是目前副
热带高压和夏季风都偏弱，同时冷空气
强度相对强劲，加上云系增多，出现明
显的降水过程，温度就上不去。

事实上，浙江只是正巧处于初夏舒
适区。看全国，新疆、河北等北方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局部地区
接近40℃，或创今年以来气温新高。广
西、广东等南方地区暴雨频繁，气温较
常年偏低。未来一周，全国气温将持续

“南北倒挂”。看全球，4月起，东南亚就
遭受了严重的高温侵袭，印度首都新德
里最高气温达到 52.3℃，为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气温。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的温度都会
逐年升高。相反，气候变化使得天气模
式更加复杂和极端。

从近期天气来看，新一轮的降水又

将开启。未来七天，浙西地区率先转
雨，6 月 5 日起，全省阴有阵雨，局部雷
雨。虽然雨水较频繁，但并非连续，相
对来说，浙中南地区降雨的频率会更集
中。在雨水相伴下，全省最高气温在
25℃左右，体感舒服。但是，这仅仅是
阶段性凉爽的天气。

“总的来说，接下来全省会逐渐升
温，目前来看，浙北地区上空云层较少，
相比浙南地区升温更快。”毛燕军说，预
计 6 月中旬全省入梅，届时降水会越来
越多，真正的高温预计要等 7 月出梅见
分晓。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
周兵曾预测，2024 年是厄尔尼诺次年，
有可能会成为更热的一年，同时也是极
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更加强大的一
年。根据中国气象网预测，今年夏季，
浙江气温趋势倾向于比常年持平或偏

高。具体来说，全省部分地区会有降水
较常年同期偏多、气温偏高的情况，这
可能导致区域性气象干旱。其中，6 月
上旬气温偏低，中下旬有间歇性高温。

眼下正值玉米、大豆、番薯等夏季
作物收获的季节。浙江大学农学院教
授周伟军说，当前气温相比常年较低，
夏季作物的生育进程会相对放慢，上市
时间可能会推迟，但蔬果等农作物的总
体产量和品质不受影响。目前水稻还
处于苗期，影响不大。

此外，杨梅、西瓜等浙江夏季水果接
踵上市。国家级首席气象专家、省气象
局正研级高工金志凤说，4月阴雨不断，
当时预测杨梅成熟时间可能会推迟，但
是 5 月天气适宜，正好是杨梅成熟的关
键时期，所以今年杨梅的成熟时间反而
比往年提前，露地杨梅 6 月 2 日已经开
采，东魁杨梅预计6月12日开采。

6月已至，我省气温依旧温和

今年会是凉夏吗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深化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全国有 39 个
市（区）入 选 ，浙 江 金 华 和 丽 水 名 列
其中。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聚
集区，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金华、
丽水的试点，又将如何进行？

试点融入本地特色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繁来袭，人们
时常感叹“气候不正常”。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迫在眉睫，尤
其是城市。”宁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长
三角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谢慧明认
为，气候变化对城市的突出影响主要体
现在城市热岛效应、基础设施脆弱性、
生态和绿地管理、水资源管理挑战、人
口密度与公共健康等方面。

根据试点通知的要求，丽水和金华
的任务不轻——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
化治理体系、强化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
风险评估、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建设、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监测
预警和应急管理、保障城市交通安全运
行 、推 进 城 市 气 候 变 化 健 康 适 应 行
动等。

“每个方面还需细化多项工作。”丽
水市生态环境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虞
伟鈜介绍，以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
理体系为例，丽水将探索制定深化适应
气候变化试点方案、健全跨部门工作协
同机制、提升完善适应气候变化配套机
制和基础能力。

“鉴于每个试点发展类型、要素禀
赋、气候类型各不相同，各市（区）也有
创新和特色的试点内容。”金华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金华拥有庞大的
物流业，试点将进一步探索制造、物流

产业的绿色发展，推动制造企业出口产
品实行碳标签、建立绿色供应链制度体
系、引导企业规划建设或改造一批绿色
仓储物流示范项目等。

丽水则将在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探索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
符合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方向进行个
性化试点，探索基于自然的适应气候变
化方案，打造瓯江河流生态廊道、助推
丽水成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
打造气候旅游康养经济带、推动气候敏
感区移民搬迁等。

要“减缓”也要“适应”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蕾妍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化石燃料
燃烧、工业活动、森林砍伐、农业活动以
及城市化进程等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
要原因，所以想要建设好气候适应型城
市，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减缓”，也
要“适应”，需要降碳和增加城市韧性

（指城市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
理调配资源从灾害中快速恢复的能力）
两条腿走路。

在金华市区，随处可见蓝色的纯电
动 BRT 快速公交车穿梭在各个公交站
台，无污染物排放、无噪音是它们的最
大特点。近年来，金华全城倡导低碳出
行，将公交车更新换代为绿色能源车，
目前绿色公共交通车辆占比已近八成

（主城区100%）。
“气候变化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温室

气体的排放。”陈蕾妍说，通过多渠道减
少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可实现能源
结构的优化和用能效率的提高，从而降
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作为国家级低碳城市试点，金华多
年来积极帮助企业减碳降排，为 4000
余家规上工业企业建立碳账户，发放
522 笔 63.26 亿元碳账户贷款。“这笔贷
款让我们通过技改实现了半自动化生

产。”金华市金林工具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技改后企业可节约60%左右的用电
用能，年度碳减排量为 157 吨二氧化碳
当量。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金华碳强
度下降 24.35%，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
的目标任务，也为金华的韧性城市建设
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7 年就被列入全国首批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丽水，多年来已经
先行一步探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深耕
出一批优秀成果。

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东城片区的和
平公园，一到闷热的梅雨季，便会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遛弯。“这里没有积水，雨
一落下来就会被地面吸走，而且很凉
快，是我们周边小区居民夏天最喜欢的
后花园。”市民吴女士说。

为提升城市的防洪蓄水和降温能
力，丽水近年来积极打造海绵城市，和
平公园便是其中的一个惠民项目，集生
态涵养、休闲健身、趣味科普、城市形象
展示于一体，拥有渗水、抗压、耐磨、防
滑、吸音减噪等特点，可以让城市路面
不再发热。

丽水还启动城市风廊及配套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积极打造贯通城市的绿
色风廊和生态廊道，周围没有高层建
筑，预留出的风道，可减少建筑风阻，增
加遮光植被，引凉风透廊而过，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和浊岛效应。

“在金融方面，我们引导和撬动更
多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虞伟
鈜说，作为全国首批、全省首个气候投
融资试点，丽水制定出台《浙江省丽水
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等 20 余
项试点配套政策，陆续设立绿色支行、
零碳金融网点等气候投融资特色金融
机构 47 家，研发气候投融资金融创新
产品 30 余个，并充分发挥绿色保险对
于气候风险的缓释和兜底作用，创新推
广巨灾保险、农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等特

色金融产品，为丽水所有人员提供巨灾
保额 1.75 亿元，提供农业风险保障 1.05
亿元。

丽水在预警和防灾方面也作了有
益探索。通过引入物联网、卫星遥感、
低空航测及自动监测等技术，形成覆盖
全市的天地空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监
控体系，建成“花园云”智慧协同数字平
台，可实现对灾害风险的数字化预警预
测 ，目 前 气 象 预 警 信 息 覆 盖 率 达
97.8%。

从“人”出发

城市的本质还是人的聚集。谢慧
明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建设气候适应
型城市，需要各方的支持配合。

市民需强化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
知识技能，提高自身防灾意识和自救能
力。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身践行气候
适应型城市理念，例如，节约用水、用
电、用气，采用节能设备和节能家电，降
低个人碳排放；选择步行、骑行、乘坐公
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减少交通排碳；
购买环保产品；积极参与社区环保活
动；提高环保意识，鼓励身边的人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等。

各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举措的
落实离不开社区的参与，这也是应对气
候变化的“最后一公里”。

企业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
者和运营者，也是各类商品的生产者
和销售者，这些都与气候适应型城市
建设密切相关。企业在生产时，应推
广绿色生产，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选
择环保、低碳的原材料和产品；实施节
能技术，优化生产工艺，减少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积极应对和合理规避碳关
税，摆脱对绿色补贴的依赖；积极参与
投资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和防灾减灾
等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气候适应
型城市建设。

金华丽水入选国家级试点——

气候适应型城市，怎么建
本报记者 暴妮妮 黄 彦 通讯员 董 浩 郑建平

浙报观察

本报讯 （记者 沈超 共享联盟·
金华 夏斌婷） 6月1日上午，婺剧电影

《白蛇传》在中国婺剧院开机。影片由
中国戏剧家协会、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
出品，是浙婺继电影《西施泪》《宫锦袍》
后，推动婺剧传承与创新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

《白蛇传》是家喻户晓的中国神话，
讲述了白蛇修仙有成，为了报恩化为人
身来到人间，以身相许报答书生许仙的
故事。《白蛇传》也是浙婺的经典剧目，
其中《断桥》一折是婺剧“文戏武做”的
代表作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素
有“唱煞白蛇，做煞青蛇，跌煞许仙”的
说法。

此次电影版《白蛇传》，由浙婺陈美
兰新剧目创作团队打造，“梅花奖”得主
杨霞云、楼胜，“白玉兰奖”得主陈丽俐、
李烜宇等婺剧优秀青年演员担任主
演。“我们将把婺剧这一舞台艺术，以电
影的形式呈现给更广泛的观众群体，特
别要让年轻人喜欢婺剧。”导演刘学忠
介绍，影片不仅保留了游湖、惊变、盗
草、削发、水斗、断桥等经典场景，还将
融入现代电影的制作技术和表现手法
进行艺术创新。

据悉，婺剧电影《白蛇传》已纳入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
电影工程，中国戏剧家协会划拨100万
元专项资金助力电影拍摄。该片预计
于2025年与观众见面。

婺剧《白蛇传》将搬上银幕婺剧《白蛇传》将搬上银幕

芒种节气临近，在仙居县双庙乡，农民抢抓农时加紧夏季农田管理，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图为6月3日，农民在驾驶拖拉机耕田。
拍友 王华斌 摄芒种近 农事忙

本报讯（记者 唐骏垚 通讯员 胡金
徐颖 谭琴）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上 ，以 之 江 实 验 室 为 核 心 多 了 一 个

“圈”。日前，杭州市余杭区启动环之
江实验室创新生态圈建设，将以之江
实验室在智能计算领域算力、模型、数
据的核心优势，加速形成“创新平台+

孵化器+特色小镇+产业集群”创新生
态圈。

构建环大学大科创平台创新生态
圈，是今年杭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集成
改革的首要任务，而之江实验室是全国
首批获批建设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
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之一，创新能级强。

余杭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有效推动之江实验室科技成果就地转
移转化，该区以实验室所在区域布局环
南湖创新孵化生态集聚区，在文一西路

沿线以特色产业园区、国家级孵化器、
头部企业总部为依托形成科技成果应
用服务集聚带。

当天，余杭专门从实验室平台聘请
一批青年科学家担任科技协作员，与企
业的成果转化员进行结对。作为医疗
AI 领域的头部企业，杭州深睿博联科
技有限公司率先与之江实验室牵手。

培育未来产业是构建创新生态圈
的重要一环。以“AI+低空经济”为例，
余杭将发挥之江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
平台的作用，加快杭州市智能机器人创
新中心建设；依托迅蚁网络、丰翼科技、
零零科技等重点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在
城市空中配送、无人机技术开发等低空
场景的应用。

根据规划，到2030年，环之江实验
室创新生态圈将全面建成。

余杭启动环之江实验室创新生态圈建设

产研牵手，发力未来产业
余杭启动环之江实验室创新生态圈建设

产研牵手，发力未来产业

本报讯 （记者 郑亚丽） 记者从省
经信厅获悉，日前，为充分发挥浙江在
数据产业和数据资源上的双重优势，培
育浙江数商群体，我省印发《关于推进
浙江数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江数商，是指在浙江省内注册登
记，以数据作为业务活动的主要对象或
主要生产原料，促进数据要素价值实现
的经济主体。今后，浙江将重点支持浙
江数商从事数据技术服务、数据产品开
发、数据流通服务、数据安全保障、数据
平台运营服务等重点业务，促进浙江数
商进入数据要素市场进行数据交易。

“浙江数商冠以‘浙江’二字不是一
个区域概念，而是代表一种发展路径。”
省经信厅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浙江培育发展数商将与浙
江 产 业 特 色 紧 密 结 合 ，紧 密 围 绕

“415X”产业集群，形成浙江数商集聚
发展态势。同时在赋能产业的过程中
强化数商专业性，带着数据为企业服
务，并形成新业务模式。

支持数商高质量发展，浙江将从做
强数商企业群体、提升数商发展能力、
推动数商深度赋能、强化标准规范导
引、优化数商发展生态、做强发展支撑
平台等入手。

在做强数商企业群体上，浙江明确
了从投资、创业、转型等方向壮大数商
群体，鼓励大数据企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企业和产业大脑运营企业等发挥技
术和数据优势，大力发展数商业务。目
标到 2026 年，全省大数据领域重点监
测企业数据服务年度营收超 4000 亿
元，力争引育浙江数商1000家以上。

在优化数商发展生态上，浙江也做
了区域布局。《实施意见》提到，支持杭州
发挥“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优势和数字
产业基础，打造全国数商集聚高地。鼓励
各地结合产业特点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先
行先试，支持浙江数商开展“数据要素×”
应用实践。此外，浙江还将完善公共数据
授权运营机制，支持浙江数商积极参与公
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融合开发利用。

到2026年力争引育1000家以上

我省做强“浙江数商”

本报讯 （记者 来逸晨 通讯员
裘云峰） 日前，记者从长三角地区检
疫检验服务增值化改革座谈会上获悉，
为推动检疫检验服务增值和畜牧业深
化协作，今年底前，长三角地区将全面
推进动物检疫证明（动物 A 证）无纸化
出证，实现动物检疫信息互通互认。

“这就好比长三角地区通过建立肉
类产品‘一卡通’，实现了同城待遇，既
有力促进了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又有力

提升了管理效率。”农业农村部畜牧兽
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前不久，长三角
地区首张跨省无纸化动物检疫证明（动
物A证）已由浙江签往上海。

记者了解到，自 2020 年三省一市
专门签订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以来，长三角全面深化农业绿色发展、
区域农产品产销体系合作等方面的协
作不断加强，共同打造高效安全的跨地
区肉类供应体系。

长三角开通肉类产品“一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