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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0 日 电 中 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
的 战 略 高 度 ，找 到 顺 应 能 源 大 势 之
道，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

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
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
际 合 作 ，我 国 新 型 能 源 体 系 加 快 构
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
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同志围绕
国家能源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统筹好新能源发

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深入推动能源革
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8 个专题，共计 21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
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批示等 13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
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深入推动能源革命 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本报讯 （记者 陈久忍 见习记者 张熙锦） 不久
前公布的 2024 年中国百强产业集群榜单，台州的精
密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集群、新医药健康产业
集群入选，入选数量并列浙江省第一。目前，台州共
有 116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3 家上市
公司，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前段时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的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在国内首创推出锻造商用车铝合
金车轮，凭借轻量化的产品优势，迅速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打开市场，成为行业领跑者。“创业之初，铝合金
车轮在国内还是空白，公司成立前 6 年，一直持续亏
损。我们努力研发，专注工艺，终于等到了发展机
遇。”宏鑫科技董事长王文志说，以企业研发的表面
预应力技术为例，就经过数万次产品测试以及无数
次的推倒重来，才最终成功，有力提高了产品表面的
抗疲劳强度。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制造工艺的突
破，让企业产品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强度和寿命却
不降反升。

在民营经济大市台州，像王文志一样专注主业、
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少见。近年来，台州聚焦
打造民营经济示范城市、专精特新示范城市，大力弘
扬台州企业家精神，不断建强企业家队伍，激发企业
家创新潜能，培育更多敢高飞、善高飞的雄鹰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广大民营企业家敢为人先，
创下了众多“全国第一”，形成了“扛得起大旗、经得起
大浪、担得起大义、吃得了大苦、成得了大事”的“五
大”台州企业家精神。近年来，台州赓续接力，通过建
立民营经济学院、举办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台州）论
坛、出台民营经济 30 条和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25 条、
迭代升级人才新政 3.0 版、开展科技型企业家选树计
划等一批政策举措，提振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推动
民营企业创新开放发展。

受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浙江热刺激光技术有限
公司将总部搬到温岭，建立了国内首条光纤激光器自
动化生产线。项目建设过程中，温岭提供过渡厂房、
主动上门服务，只用了3个月就帮助企业办好了辐射
安全许可证，而此前公司在外省办这张证用了 3 年。
浙江华创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20亿平方米
特种高性能聚合物薄膜年生产能力的新材料企业，台
州湾新区通过一事一议、特事特办，为企业架设了专
门的高压供电线路，帮助企业尽快投产。

台州探索实施新生代企业家“311”导师计划，通过加强“传帮带”，推动
企业家“青蓝接力”。近年来，一批优秀新生代企业家陆续站上创新创业的
前沿舞台，形成了民营经济后浪奔涌的良好态势。

1989年出生的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匡，在自己擅长的
材料科学领域，研发并投产多款行业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电解质产品，获评

“长三角青商领袖”“全国技能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1986年出生的古茗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云安，创业十余年间，将古茗打造成为国内新茶饮
的头部企业，去年销售额超过192亿元。

“企业家是台州的城市英雄，企业家精神是台州的城市富矿。”台州市委
主要负责人说，台州正不断厚植尊商厚商爱商亲商的氛围，发挥民营企业家
创新“领头羊”、发展“主力军”的作用，以民营企业的创新突围，带动整体经
济的稳进提质，高质量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

台州着力助推民营企业创新突围

培育更多振翅高飞的民企

本报讯 （记者 陈黎明） 日前，2024
年“同一条运河”杭甬对话暨中国大运河
申遗成功 10 周年线下研学活动启动，来
自杭绍甬三地的10组家庭在杭州拱宸桥
共同领略运河风光，探索大运河浙江段的
前世今生。

“同一条运河”杭甬对话已连续举办四
届，是杭州、宁波深化文旅合作的重要成
果，也是两地推进文旅协同发展的缩影。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区域与合作促进处
处长何俊民告诉记者，杭州、宁波文旅协同

发展在唱响杭甬“双城记”中具有重要作
用，两地文旅合作有空间、有潜力。

各擅所长、携手推进。近年来，杭甬
两地不断拓展合作路径和广度，共同唱好
文旅协同发展“双城记”。

联动推进，共享文化惠民服务。时
下，对于杭州和宁波的市民来说，到对方
城市游览更便捷了。在杭州，宁波市民可
以申领西湖公园卡，约 20 个景点全年不
限次数免费畅游。同样，杭州市民也可以
像宁波市民一样线下办理宁波公园年票
并享受相关优惠。为了方便两地市民游
览，两地文旅部门还合作编印了《杭甬文
化旅游地图》，结合宋韵文化、诗词之路、

浙东运河等，充分展现两地深厚文化底蕴
和丰富文旅资源。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惠民服务，双方不
断加强文化资源对接，畅通两地图书馆、
文化馆等馆际交流机制，深化文艺成果共
享。两地持续推动地方文艺团体、非遗传
人、获奖剧目等到对方城市展示展演，以
文艺为“桥”，促进两地民心相通。

文化走亲，推进文旅品牌合力共塑。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举行的第三次杭甬“湖海对话”，围
绕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在历史溯源、以文
促旅、未来展望等方面展开，一批媒体和旅
游达人到良渚古城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现场

采风。每年举行的“湖海对话”活动，已然
成为两地推进文化交融互鉴的重要平台，
也是两市文旅品牌共塑的重要成果。

早在2022年，两地在杭州图书馆、宁
波图书馆相继设立“湖海对话·书香杭甬”
阅读角。两年来，文旅品牌共塑的外延不
断拓展，共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品杭
甬城事·游宋韵钱湖”、“杭州奇妙夜”等项
目或品牌活动相继推出。双方也凭借这
些品牌活动搭建的平台，互推文旅资源，
如“2023文旅市集·杭州奇妙夜”活动，宁
波应邀参加并推出“海派宋韵 滨海宁波”
主题展示，并向杭州市民游客发出邀约，
品味“海派宋韵”。 （下转第三版）

杭州宁波携手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文旅为桥 湖海协奏

最近，蜜雪冰城、老乡鸡、老娘舅、同
庆楼、泸溪河等耳熟能详的连锁品牌商，
纷纷涌向嘉兴海盐的一家企业——法狮
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寻求合作。

前者是遍地开花的连锁商业品牌，涉
足餐饮、酒店、医美等各领域，后者是集成
家居行业的领军企业，主攻集成吊顶研
发、生产、销售，两者所处赛道不同、目标
客户不同，为何能撞出“火花”？

法狮龙董事长沈正华给出了答案：房
地产市场不景气，传统家装业务受到巨大
冲击，市场在萎缩，应收账款在增加，但危
机也伴随着机遇，他们找到了过去被忽视

的新市场——商业空间整装。
转变，源于一年前的一次偶然。
去年3月，寻求转型的法狮龙应邀参

加一个连锁加盟业的会议。一家聚焦传
统家装的企业，面对连锁品牌应该分享些
什么？这让当时担任企业工程部总经理
的沈中海一头雾水。

“当天，我试着分享我们的装修优势，
可能解决的连锁品牌商户装修痛点，会后
留了一个微信二维码，没想到现场有 50

多家品牌商主动申请添加好友，希望能帮
他们解决店面装修问题。”沈中海说。

消费市场，往往顺应时代之变。疫情
平稳转段后，待就业人群增加，潜在加盟
商群体扩大；低线城市及乡镇地区消费水
平升级，为品牌规模扩张提供了空间⋯⋯
诸多因素叠加，导致大量品牌走上加盟扩
张之路，快速发展到千店万店，但市面上
装修队伍良莠不齐，成了快速扩张的
阻力。

“加盟潮”背后隐藏的庞大装修市场，
让沈正华嗅到了商机。两个月后，在法狮
龙总部展厅，原先地产公司、写字楼、医院
等样板房全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块
集网红餐馆、茶饮、咖啡、医美、酒店等连
锁品牌的商业空间区域。同时，法狮龙内
部召开战略大会，上线全新子品牌“快
马”，正式向商业空间整装进军，为连锁品
牌提供一站式快速建店服务。

“一家奶茶门店装修需要多少钱？”
“10 多平方米，只要一万元，7 天左右完
工！”⋯⋯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发生在
法狮龙新展厅。 （下转第二版）

传统家装市场不景气，法狮龙迅速进军商业空间整装

“快马”奔向新赛道
本报记者 金 梁 王雨红

蹲点百企看高质量发展·深挖市场潜力③

本报柯桥 6 月 10 日电 （记者
金燕翔 共享联盟·绍兴 谢顺杰）
6 月 10 日下午，在蒙蒙细雨中，由
绍兴市柯桥区旅发集团联合鉴湖酒
坊打造的柯桥区瓜渚湖至鉴湖酒坊
水上旅游航线首开。全长约 10 公
里的线路，巧妙串联浙东运河诗酒
文化，令前来尝鲜的20余名游客流
连忘返。

时值端午佳节，船舱里不仅准
备了黄酒，还有供小朋友拼玩的手
工龙舟。在鉴湖酒坊，游客们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酿酒老物件，了
解传统黄酒的完整酿造过程，感受
源远流长的绍兴黄酒文化。“看烟雨
江南，品绍兴黄酒，非常惬意。”来自
山西的游客王思涵笑道。

历史经典产业是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深挖历史经典产
业的文化内涵是不少老字号品牌创
新的共识。这次开通黄酒旅游航
线，正是一种创新手段。“浙东运河
曾是绍兴黄酒走向大江南北的货运
通道。这次以旅游航线的形式，把

这条水路重新挖掘呈现出来，主要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绍兴黄酒的历
史、感受绍兴诗酒文化的深厚底
蕴。”古越龙山鉴湖酒坊董事长钱
峰说。

据悉，位于鉴湖之畔的鉴湖酒
坊有 300 多年历史，凭借“原厂址、
原厂房、原工艺、原字号”的初心，一
直是古越龙山生产黄酒的主要酿制
场所。2019年，酒坊荣登工信部公
布的第三批工业遗产名单，成为中
国黄酒行业中唯一的工业遗产。

近年来，鉴湖酒坊深挖黄酒文
化内涵，丰富沉浸式场景，增强互动
式体验，促进文商旅融合，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品味黄酒、感受魅力，逐
步打响了研学游品牌。在酒坊工业
遗产全新游线中，游客可以游鉴湖
源头、百年老台门、包装车间、名酒
馆、名酒储备库等，还能在新投入使
用的研学大楼中亲手开坛、吊取美
酒，并在封装后发挥创作才能，绘制
个性化的酒坛，体验手工艺术的
魅力。

深挖历史经典产业文化内涵

浙东运河首开黄酒旅游航线

本报义乌 6 月 10 日电 （记者
钱关键 颜一颀 叶振宇 共享联盟·
义乌 楼舒婷） 10 日，义乌市第六届
大陈龙舟赛在大陈江红旗村段举行。
大陈江畔锣鼓震天，人头攒动，42 支
中外龙舟队在雨中“狂飙”。

在业余组的比赛中，也门商人代
表队、苏丹商人代表队和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外籍学生代表队三支队伍
展开外国友人组角逐，最终，也门商人
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图为在龙舟赛终点处，也门商人马万
高举船桨欢呼：“赢了，我们是第一！”

拍友 骆红婷 摄
扫一扫扫一扫 看视频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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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
出岫⋯⋯”在嵊州，几乎人人都能用婉转
的曲调哼唱这一越剧经典唱段。

乡村文化礼堂里，总有戏迷吹拉弹
唱；古戏台上，50 多岁的阿姨演越剧折子
戏，唱念做打颇有专业范儿；偏僻的小村
里，30 多人的专业越剧团不仅编排整场
大戏，还“接单”外出表演⋯⋯在嵊州乡
村，几乎每个角落都能邂逅越剧，称得上
村村都有戏。

为什么越剧能够在田间地头蓬勃生
长？近日，记者来到嵊州寻找答案。

古戏台又“活了”

“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嵊州人
人都能哼上几句越剧。

110多年前，越剧以“落地唱书”形式
从嵊州甘霖镇的田间地头诞生，自带贴近
乡村、亲近民众的“基因”，逐步成长为中
国第二大剧种，积累了深厚的民间基础。

在嵊州崇仁古镇，村民裘小亚从服装
厂下班后，忙不迭叫上几个姐妹，认真化
好戏妆后，来到古镇的玉山公祠，找到了

“戏迷角”的负责人裘愉林，老裘正带领几

名游客参观公祠里的古戏台。
“裘老师，我们想上台唱一会越剧，有

没有时间帮忙伴奏一下？”
裘愉林今年74岁，拉得一手好二胡，

退休后担任“戏迷角”民乐队的领队，经常
组织开展各种越剧活动。平时，总有戏迷
来喊他伴奏。

“这戏台可有 200 多年历史啦，傅全
香等越剧名家都是在这里‘首秀’呢，站上
去唱几句，那感觉可不一样。”从一旁的小
房间取出二胡，裘愉林对已经举起手机准
备拍摄的游客说。

在裘愉林的记忆中，童年时代玉山公祠
里的这座戏台是远近最热闹的地方，初出茅
庐的越剧演员在这里登台亮嗓，台前的小广
场和两侧的看台总是挤满了人。

热爱越剧的嵊州人非常珍视这些戏
台。近年来，嵊州对古戏台进行了保护和
修缮，全市 200 多处古戏台又“活了”，依
旧是热闹的百姓大舞台。

崇仁古镇对玉山公祠和古戏台进行
了保护和修缮，修缮后的古戏台由专人进
行管理，并对乡亲们免费开放。

如今，玉山公祠成了古镇里最热门的
“打卡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崇仁古镇

还会在这里组织越剧展演、交流活动，本
地戏迷看得过瘾、演得尽兴，也吸引了不
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热闹时古镇一天接
待游客上万人次，带火了文旅产业。

沃土长出“民星”

在嵊州，好戏连台，越剧天天演，还有
各种文化惠民活动不间断，不仅营造了氛
围，也让广大戏迷有了更多追梦的机会。

“我天天盼着这堂课！”在浦口街道东
郭村，村民张咩珍早早赶到文化礼堂占
座。每周五，从嵊州市越剧团退休的过君
英都会来这里讲课，教村民们越剧唱腔、
手势、台步等知识和技巧。她的学生有
60多岁的老戏迷，也有10多岁的孩子。

为了帮助戏迷入门、提升，嵊州在乡
村、社区开办越剧特色公益课程，请来专
业的越剧演员、教师，面向戏迷免费授课，
还计划把越剧公益课送到更多文化礼堂、
老年学堂、中小学校。

“过老师接下来还要给我们排戏，我
希望有一天能站上舞台表演。”张咩珍憧
憬地说。

她的梦想，触手可及。

去年，嵊州举办首届“村越”好声音活
动，这场大型越剧活动不设门槛，鼓励“草
根”上台亮嗓，村里的戏台和文化礼堂成
了“擂台”，戏迷登台比拼唱功，台下专家
当评委，海选、复赛场场座无虚席，晚来的
村民站上板凳、攀上矮墙围观。决赛由 4
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带队“PK”，线上
同步直播，流量火爆。

决赛中，理发师罗雪洪将越剧《祥
林嫂》中的“贺老六”一角演得活灵活现，
成功夺得冠军，不仅圆梦大舞台，还把
大奖——一辆比亚迪汽车开回了家。如
今，罗雪洪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嵊州的各种
越剧文化活动中，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星”。

一场活动“炸”出了一批民间实力唱
将，更多普通戏迷也走上舞台过了一把
戏瘾。

“百姓自己的舞台自己演，我们非常
欢迎民间戏友登台，秀出风采。”6月1日，
第二届“越嵊州 越有戏”乡村越剧联赛的

“PK”选拔赛打响了，嵊州市文化馆馆长
姚华江说，这次活动全面“升级”，个人赛
变成团体赛，还向全国发布“英雄帖”，竞
争更激烈，比赛会更加精彩。

（下转第二版）

全市注册民营越剧团117个，从业人员8000余人

嵊州，为什么“村村有戏”
本报记者 阮 帅 葛雪琪

杭甬“双城记”杭甬“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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