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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观察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6 月 10
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浙
江省移交第三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9
件，其中来电举报0件，来信举报99件。

从信访举报件生态环境问题类型
来看，涉及水14件、大气32件、土壤13
件、生态 13 件、噪声 4 件、其他污染 23
件。从区域分布上看，杭州26件、宁波
16 件、温州 10 件、湖州 6 件、嘉兴 3 件、
绍兴 7 件、金华 17 件、衢州 7 件、舟山 0

件、台州 5 件、丽水 2 件、省直 1 件。截
至当日，浙江省已累计收到中央第二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件
4966 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
关地市和省直单位处理。

截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对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浙江省移交
的第二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77
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
理情况。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浙江省
转办第三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9件
我省公开第二十六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浙江省
转办第三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9件
我省公开第二十六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浙江省转办群

众信访举报统计表（第三十

三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

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

六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浙江

本 报 杭 州 6 月 11 日 讯 （记 者
陈黎明） 记者11日从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了解到，我省端午假期累计全域旅游人
数达 1440.9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
10.7%，较2019年同期增长12%。全域旅
游收入123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8.3%。

全域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城市
分别为杭州、宁波、金华，占全省总量的
近一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
运河·杭州景区和杭州千岛湖景区是日
均到访人数最多的景区。

从客源结构看，端午假期全域旅游
人数中，省内游客占 73.7%。全省接待
省 外 游 客 378.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8.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7.9%。上
海市、江苏省、广东省是省外客流量最
多的三个省份。

“国潮”涌动，文博游成假期热门选
项。据了解，端午期间，我省纳入监测
的55家文博场馆累计到访人数41万人
次，同比增长 7.3%。端午假期恰逢“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一系列精彩的非遗
展览、体验活动，丰富着人们的假日精
神生活。在绍兴鲁迅故里·沈园景区，
水乡社戏、宋“潮”投壶等精彩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争相体验。

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成为旅游消费
热点。龙舟观赛、香囊制作、汉服妆造
等受到广泛欢迎。据介绍，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围绕粽香怡情、龙舟竞渡、市
集拾趣等 6 大主题，推出 100 余场各类
活动。全省推出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的
各类活动超1000场。

县域游、周边游、乡村游人气高涨。

数据显示，安吉、德清、桐庐、淳安等县城位
列全国县域旅游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名。

全省各地立足端午节气特色农业资
源，激发乡村旅游活力。帐篷露营、农庄
采摘、溯溪玩水、郊野漫步等乡村游受到
游客尤其是亲子客群的青睐。在嘉兴，

“江南四季 村游嘉兴”暨2024乡村小龙
虾生活季火热进行；在安吉夏阳村，“小阿
勒泰”小杭坑营地吸引不少周边地区游客
前来寻找草原上的快乐；六月杨梅成熟
时，温州瑞安围绕杨梅推出杨梅文化旅游
节，设计“梅满青枝”市集、“梅食梅客”杨
梅盛宴等活动，不仅让游客体验杨梅的鲜
美，还能品尝当地其他独特美食。

文旅新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端午期间，全省共有 115 个文旅市集开
市。湖州南浔含山端午“谢蚕花”祈福

市集、女神夜市集等，吸引众多游客参
与。夜间旅游在全省各地“多点开花”，
夜游、夜食、夜购等共同构成“夜经济”
新图景，为假日市场带来新活力。诸暨

《遇见西施》浣纱江夜游项目，开设全长
6.6 公里的夜游航线，开行光影游船专
列，打造水上城市会客厅。

据了解，端午期间，纳入监测的 49
家省级以上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累计到访人数达 860.8 万人次，同比
增长 7.2%。其中到访人数最多的为杭
州武林路时尚街区，达75.9万人次。

端午假日期间，相关部门高密度开展
文化和旅游市场执法巡查，严格落实安全
责任制，对重点区域、热门景点开展动态巡
查和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祥和的文化
和市场环境，全省市场运行整体平稳有序。

端午假期浙江接待游客超1440万人次
全域旅游收入达123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8.3%

本报讯 （记者 沈听雨） 6 月 11
日晚，国内首部航母舰载机题材军旅剧

《海天雄鹰》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
该剧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工作
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优
酷、海天蛟龙影视等公司出品，朱秀海
编剧、刘家成执导，通过演绎有血有肉
的军人和军属形象，呈现中国海军飞行
员攻克舰载机飞行技术难关的过程与
剑指深蓝的决心。

电视剧以真实历史为蓝本，首次将
航母舰载机试飞史部分事件及人物搬
上荧屏，探秘被誉为“刀尖舞者”的舰载
机飞行员的训练和生活日常。他们不
断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舰载机着舰和起
飞技术这一世界性难题，让中国海军走
向世界舞台。

主创团队表示，《海天雄鹰》讲述的
是一个让信仰生根发芽，当代军人以身
许国的燃情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创作团队没有把剧
中人物打造成冷血英雄，而是通过对人
物性格的细腻刻画让每个角色形象都鲜
活立体。剧中，各个试飞员的家庭生活、
情感历程皆有所体现，这让人物更有亲
和力，也让观众与之同频共振。“在翱翔
于天地之间时，他们是不畏生死的铁血
军人，但回归家庭生活后，他们也是平凡
的父亲、丈夫、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也
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要面对柴米油
盐，这是体现人物真实的根本所在。”主
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展现海军
飞行员的传承与拼搏精神，让他们的故
事真实且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国内首部航母舰载机题材军旅剧

浙产剧《海天雄鹰》央视一套开播

本 报 宁 波 6 月 11 日 电 （记 者
竺佳 共享联盟·浙江万里学院 周娟
施冰洁） 回应“强国建设”时代命题，助
力“希望田野”上的新质生产力，6月11
日，宁波现代农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
由浙江万里学院牵手南京农业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湘湖实验室、宁波市农业
科学院和种业龙头企业宁波微萌种业
有限公司等“大院大所名企”联合共建。

据悉，宁波现代农学院将从 2025
年开始招生。未来5年，学院将加快新
农科建设、培养服务农业农村基层的紧
缺人才，计划培养本硕博学生 1000 人
以 上 ，农 业 农 村 基 层 就 业 创 业 率 达
70%以上，全周期分层分类开展“新农

人”培训工程；同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升区域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
在省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培养、国家级重点项目培
育、新品种育成、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
有所突破。

在学科专业布局与规模上，宁波现
代农学院将以农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和
农业工程等学科为基础，逐步建设生物
育种技术、水产养殖学、农业资源与环
境、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本科专业，加
快建设生物学、水产学、食品与营养、资
源与环境等硕士点，重点培育水产学博
士点，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规模预计
在2000人左右。

大院大所名企联合共建

宁波现代农学院正式成立

端午一过，粽子的“江湖大战”落下
帷幕。今年，粽界将迎来好收成——

据新华社报道，2024 年中国粽子
市场规模将达 103 亿元，首次突破百亿
元大关。

据嘉兴市食品工业协会统计，嘉兴
的粽子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均居全国
第一，销售收入更是占全国总额的50%
左右。

在“吃货”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粽
子“吃”成了百亿级产业。

销售喜人，但粽子终究是一种时令
食物，如何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感？
粽子到底有多少新玩法？

和年轻人建立链接

如今，粽子的包装越来越精美，“礼
盒粽”的销量也在电商平台持续走高。
但是，一款产品要真正实现破壁出圈，
首先还得靠产品本身说话。

这些年，习惯了万变不离其“粽”的
国内企业，开始在口味上大胆“出格”。
像盒马的台式卤肉粽、青稞玉米粽，五
芳斋的香辣螺蛳粉味肉粽，良品铺子的
坚果粗粮粽等。

据京东《端午消费观察》统计，26岁
至 35 岁的消费者最愿“尝新”，这一年
龄段今年新口味粽子销量环比增幅达
588%，高于其他年龄段。

因此，不管是闯荡粽圈百年的“老
人家”，还是刚入局的新玩家，粽子企业
的发展路径越来越相似——都想和年
轻人一起玩。做直播、做联名、做社
群⋯⋯只要是能和 90 后、00 后建立链

接的事，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比如，诸老大与漫画吾皇万睡、新

茶饮乐乐茶等IP联名，与蔚来汽车以及
植物肉公司星期零合作等。同时，诸老
大还看准年轻人喜欢个性化产品的特
点，打造 AI 定制车间和工厂，实现产品
包装完全由用户自主定制。

年轻人对粽子的追捧，也引得各类
品牌先后下场。网红茶饮品牌、传统食
品品牌，甚至与粽子品类相去甚远的消
费品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粽子上。

记者发现，今年端午适逢高考，不
少老字号企业还乘势推出“糕粽”礼盒，
因与“高中”谐音，被赋予特殊的祝福之
意，一时颇受市场热捧。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研究员杨秀说，随着国民生活水
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大家开始追求生
活品质、张扬个性，在节日里更想吃点
与众不同的。

让消费者“吃好”，正是粽子商家们
做大做久的根本。

“节日限定”牵手传统文化

要走出更广阔的天地，光“卷”口味
和包装是不够的。在打开市场的同时，
粽子商家还不忘传承传统文化。

说到“卷”文化，不得不提粽界三巨
头——五芳斋、诸老大、真真老老。

2009 年，端午节被正式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
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节日。

借此契机，由真真老老主持修建的
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
为中国唯一一家粽子主题博物馆。

今年 5 月，五芳斋开出非遗体验

馆，并以金庸百年诞辰为契机，打造“粽
界江湖”。不久前，它还与天猫合作开
展“卖空计划”，把直播间搬进工厂和非
遗馆，溯源嘉兴粽子的产业链和历史
文化。

端午期间，非遗体验馆邀请了粽子
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胡建民展示
技艺，让来自摩洛哥、吉尔吉斯斯坦等
国家的友人“沉浸式”体验中国风。

诸老大今年首次把“端午产品发布
会”改为“端午文化发布会”。“我们做的
不仅仅是粽子，更是以此为载体的中国
传统文化。”诸老大CEO吴大星说。

如今，“国潮文化”盛行，过节的仪
式感更受重视，消费者不满足于只吃粽
子，对端午传统习俗更充满兴趣。

佩香囊、挂艾草、戴五彩绳等“时令
节目”，有着辟邪祛病、平安健康的寓
意，这些富有节日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市
场走俏。

为此，诸老大牵手徐州马庄香包，
打造“国香徐来”品牌，推出创新、经典
民艺、合作定制等多个系列产品，为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徐 州 香 包“ 打
call”。

让粽子不仅仅是粽子

细观就能发现，粽子的消费受区
域影响较大，尽管粽子凭借方便、快捷
的特点，让淡旺季的界限日益减弱，但
华 东 地 区 仍 是 当 下 的 粽 子 消 费 主
战场。

另外，时令也是影响粽子消费的一
大主要因素。除了江浙沪等地区有长
期吃粽子的习惯，大部分地区对于粽子
的消费，还是集中在端午节前后，市场
上近85%的粽子是在端午节期间销售，

日常消费只占总销量的15%。
为此，传统的粽子企业开始不断拓

展自己的产品线，扩大自己的品牌外
延，让粽子不仅仅是粽子。

打开一些粽子企业的官网，可以发
现，粽子如今只是它们众多产品线中的
一个品类，糕点、月饼、八宝粥甚至大米
等都是它们涉及的新领域。

靠粽子发家的传统老字号，正将自
己打造成一个中国传统美食的品牌和
文化符号，这有助于它们走出端午周
期，冲向更广阔的市场。

“随着粽子品类创新，越来越多年
轻人把粽子当成日常茶点。”盒马有关
负责人说，公司通过抓住这一新态势，
开发下午茶消费场景，将粽子做成下午
茶茶点，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

如今,像粽子三巨头那样“会搞事”
的老字号越来越多，它们在不遗余力打
造好产品的同时，开始升级形象、联名
跨界、打造新爆款等。

在老字号们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
中，政府部门也在努力，他们很清楚，保
护老字号，就是保护传统文化。

以嘉兴为例，当地已连续 18 年举
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今年，嘉兴结合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推出端
阳大集、龙舟竞渡、民俗体验和古镇有
戏四大系列活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嘉兴粽子还忙
着“出海”。5 月底，嘉兴在海内外平台
先后发布《黏土世界里的嘉兴端午》《澳
大利亚外教挑战裹粽大赛》等原创视
频。据统计，嘉兴端午节系列内容已覆
盖超10万名海外观众。

归根结底，传统企业玩创新、玩产
品，要的就是“敢”的气质。在诞生了第
一批粽子企业的浙江，故事还在继续。

老字号不断破圈 新玩家纷纷入局

粽子，勇敢闯出舒适区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本 报 杭 州 6 月 11 日 讯 （记 者
朱承 郑亚丽） 11 日下午，浙江省历史
经典产业精品展在省人民大会堂展
出。青瓷小香炉、石雕印章、丝绸扇
子⋯⋯充满宋韵风情的展厅以“传承、
创新、新质”为主题，分设“天工开物·经
典流芳”“民族品牌·跨界焕新”等六大
展区，不仅聚集了历史经典产业20余位
大师的经典匠作，还有50余家民族品牌、
龙头企业的百余件产品，更有企业、高校
等多元主体共创的创意产品，呈现出我省
历史经典产业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

展厅拐角处，一只逼真的金华两头
乌模型吸引了不少人，只见边上围绕着
经典大火腿、开袋即食的火腿丝、火腿
XO 酱、火腿冰淇淋等产品。“我们要让
1400 多年历史的金华火腿年轻起来。”
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晓钟告诉记者，不
少历史经典产业面临着发展困境，破解
之法唯有不断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
求，当下他们正在从卖火腿向卖文化转
型，通过跨界合作、加强研发等不断尝
试新品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一幅全省历史经典产业地图，勾勒
出我省茶叶、丝绸、黄酒、中药以及木
雕、根雕、石雕、文房、青瓷、宝剑等历史
经典产业的重要产地及产业规模情
况。据了解，浙江中药材资源达 2300
多种，丝绸产业规模占全国1/2，茶叶出
口量居全国第一，东阳木雕、黄杨木雕
占我国“四大木雕”的两席，龙泉青瓷是

全球首个陶瓷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据显示，茶产业、丝绸产业、中药
产业、木雕产业的规模均超过了 200 亿
元，其中丝绸产业已超过500亿元。

历史经典产业里还有新质生产
力。在丝绸展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
珍品《天青呈露》宋韵礼服选取宋画纹
样，融合 AIGC 和 STYLE-3D 高仿真
数字样衣技术制成，APEC 会议、G20
峰会、亚运会等丝绸国礼、国风行政商
务丝绸等产品彰显丝绸与文化、科技的
创新融合。“我们已从传统出发，向新科

技进军。”达利丝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目前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无人值守黑
灯车间已投入运行，还建立了“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全流程数智
一体化系统。

与此同时，一些赋能历史经典产业
的新模式新业态也取得成效。例如省
文投集团旗下浙江文交所通过“在线直
播＋展拍结合＋营销赋能”服务历史经
典产业。截至目前，连续两届慈善拍卖
会实现 100%成交率；“知江南”等文创
品牌围绕浙江文化IP，集合丝绸、黄酒、

茶叶、青瓷等产业，以文化赋能品牌建
设、优化产品设计，带动中小企业主体
共同发展；通过多款文化数字资产，以

“产品＋文旅＋权益”的形式联动茶叶、
丝绸、中草药，与历史经典产业相关交
易额已超2.1亿元。

下一步，我省还将聚焦科技创新、
优化布局、文化传承三个方面，通过打
造多元业态模式、加强整体谋划和一业
一策扶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贯通、强
化人才队伍建设等举措，不断推动历史
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茶产业、丝绸产业、中药产业、木雕产业规模均超200亿元

历史经典 走入现代

图为浙江黄酒类知名企业展示。 浙江省文投集团供图

历史经典产业
传承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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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 王凯艺 通讯员
夏文杰） 来自浙江省港航中心的最
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一海港宁波舟山
港今年前 5 个月完成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5.5%；完成集装箱吞
吐 量 1580.3 万 标 准 箱 ，同 比 增 长
9.3%；其中，5 月份完成货物吞吐量、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分 别 为 1.21 亿 吨 、
345.7 万 标 准 箱 ，同 比 增 长 3.7% 和

9.7%，物流数据呈持续增长态势，折
射出港口辐射区域经济持续向好的
韧性、活力和潜力。

目前，宁波舟山港向海有300多条
航线，连接着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个港口，每天迎来送往货轮已近
280 艘次；向陆通过 25 条海铁联运班
列，业务已辐射全国 16 个省的 65 个地
级市，助力港口巩固“双循环”枢纽地位。

宁波舟山港前5月集装箱吞吐量增长9.3%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黄琳） 近日，国家电网“绿电方舟”社
会责任品牌项目展厅在丽水百山祖国
家公园揭牌。该项目破解了电网建设
和生态保护相互制约的难题，为偏远地
区的珍稀物种保护工作提供绿色电力
支持。目前，该项目已延伸至省内5个
设区市和福建、新疆等省份。

据悉，“绿电方舟”社会责任品牌项
目由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和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共同发起，于 2022 年首选
浙江落地。“珍稀物种大多生活在人迹
罕至的山区海岛，而人类的观测、招引、
研究等一系列保护举措需要电力支
持。”国网浙江电力党委宣传部品牌处
相关负责人说，为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
前提下解决供电难题，浙江探索出“面
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用电设备的微
电网建设”这一保护路径。

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
保护中心百山祖保护站的繁育基地，恒

温大棚配备数字智慧设施，监测、消防等
设施对供电提出较高要求。为此，在该
公园庆元片区的核心区域，一张生态零
碳微电网已经完成搭建，通过串接起光
伏、储能和用电设备，这里实现了100%
绿电自发自用，且在大电网异常的情况下
能够独立运行2小时以上，既可靠又环保。

一张微电网如同一叶方舟。如今，
“绿电方舟”社会责任品牌项目除了在
舟山五峙山列岛、台州漩门湾湿地等地
相继为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黑鹳、
卷羽鹈鹕、白头鹤等珍稀物种保护工作
提供绿电支持，还在福州闽江河口自然
保护区、乌鲁木齐白鸟湖湿地落地。

此外，依托该项目，电力部门会同
丽水市林业、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百山
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充分
发挥政企联动效能，在当地开展减少碳
排放、减少土地侵占、减少人类活动、增
加人文关注等行动，共同助力浙江生物
多样性保护。

“绿电方舟”项目支持偏远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微电网助力珍稀物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