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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记者获悉，截至
2024年6月17日，对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浙江省移交的第三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224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我省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三十二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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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批）

经研究，决定对王利月同志予以任
前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受理方式 在公示期限内，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网络
等形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内容具体详细，
并提供反映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便
查核反馈。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举报，将
不予受理。省委组织部将严格遵守工
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2、公示时间 从 6 月 17 日起到 6

月24日止。
3、联系方式
联系处室：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室（举报中心）
联系地址：杭州市省府大楼三号

楼，邮编：310025
联系电话：0571-12380（受理时

间为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
17:30）

联系短信：18905712380
联系网站：www.zj12380.gov.cn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2024年6月17日

浙江省省管干部
任前公示通告

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名单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名单
王利月，男，汉族，1967 年 8 月生，

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统战
部 副 部 长 ，拟 任 省 直 单 位 正 厅 领 导
职务。

本报讯 （记者 沈听雨） 当前，由
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
游厅、杭州市委宣传部指导，湖南快乐
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杭州临平
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佳平影业
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浙产剧《时光正
好》正在全网热播。

该剧改编自作家蒋离子的小说《老
妈有喜》，由申捷任总策划，徐然编剧，
韩晓军执导，吴家平任总制片人，讲述
了三位性格迥异、生活境况处于不同阶
段的都市女性遇到的选择与难题，重新
认识自我，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互相
支撑、相伴成长的故事。

该 剧 播 出 后 ，中 国 视 听 大 数 据
CVB、CSM 全国网、CSM71 城排名均
为省级卫视第一，全平台引爆话题讨
论，并收获观众好评。

家庭羁绊、职场竞争、意外二胎、
子女叛逆等，电视剧内容皆是现实生
活真实的折射，因此引发观众共鸣。
不同于以往生活剧旨在励志成长、拼

搏奋斗，该剧以 30 岁到 40 岁女性视
角感知大众情绪，以日常生活作为支
点，并把轻喜剧风格与争分夺秒的都
市生活节奏进行融合，将 3 名现代女
性在遭遇职场与家庭危机时，因为亲
情、爱情和家人的扶持，破局重生再
起 飞 的 过 程 ，真 实 生 动 展 现 在 观 众
面前。

该剧主创团队表示，《时光正好》希
望用暖心治愈的家庭关系、甜蜜有爱的
夫妻氛围，鼓励观众坚持自身价值、和
谐处理人际关系、发掘身边的幸福与
爱。有业内人士评价，《时光正好》呈现
了这一代新中产人到中年的众生相，有
人放弃，有人坚守，有人选择回归，有人
选择出发。从现有观众评价看，电视剧
以立足生活感和真实感的创作，发起的
对温暖现实主义的探索，得到了真诚
回应。

据悉，该剧已入选浙江省文化艺术
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杭州市文艺精品工
程重点扶持项目。

浙产剧《时光正好》热播

在爱与治愈中诠释家的真谛

本报讯 （记者 沈听雨） 6 月 16
日晚，浙江小百花越剧现代戏《钱塘
里》公益场在杭州温暖上演。杭州爱
心车队、公益服务站人员、亚运会杭
州火炬接力手、视障群体项目负责人
等诸多基层最美群体走进小百花越
剧场（蝴蝶剧场），共同欣赏这部动人
之作。

越剧《钱塘里》讲述了一个温暖又
治愈的杭城故事，以钱塘江边的一场
交通事故为引子，通过细腻的人物刻
画和生动的情节展现，勾勒出烟火人
间的一张张市井图，描绘出生动鲜活
的新时代精神图谱。这是浙江小百花
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建团以来
首次创排的现实题材越剧作品，由谢

丽泓编剧、王延松执导，李云霄、李霄
雯、周艳等主演。

据悉，该剧于 2022 年 10 月经修
改升级首演后，历经数次全国巡演，
先 后 入 选“ 文 旅 部 新 时 代 现 实 题 材
创作工程”、“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
金资助项目”、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等。中国作协名誉副
主 席 、中 国 剧 协 顾 问 廖 奔 称 赞 道 ：

“《钱塘里》是一台别开生面的新越
剧，时尚、青春亮丽，有鲜明的时代
感。最重要是看到一个以传统表演
见长的女子越剧团，紧跟时代，关注
现 代 都 市 生 活 ，尤 其 是 关 注 基 层 百
姓、描 写 他 们 在 时 代 大 潮 中 的 坚 持
和付出。”

越剧《钱塘里》公益场上演

本报讯 （记者 拜喆喆 通讯员
穆磊 仇俊） 近日，一艘满载着近 3 万
吨出口柴油的巨轮从嘉兴港区陈山
码头缓缓驶离。这批成品油在上海
海关完成检验，然后通过地下管道输
送至浙江嘉兴港区陈山码头储罐，在
杭州海关监管下装运，两地海关共享
检验结果信息，顺利完成“金检嘉放”
监管模式下的首次出口。这也是长
三角首批跨关区联合监管的出口成
品油。

“上海油”运到嘉兴出口，是为了解
决企业出口遇到的瓶颈。出口方上海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大型炼油化
工一体化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之一。
近年来，随着公司产能的连续增长和国
际业务的不断拓展，企业储运及码头调
度遇到瓶颈，出口柴油储罐少，装运速
度慢，严重影响储运计划。了解到企业
困难后，上海海关所属金山海关联合杭

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推出了“金检嘉
放”监管模式。

“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加快了我们的
出口流程，还缓解了码头泊位和储罐的
紧张，使得引入原料和输出产品更为灵
活高效。这批油装运后，码头泊位空
出，我们新增了一船次原油进口，带来
约 230 万元的增收效益。”上海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嘉兴港区陈山码头已经成为上海
石化出口成品油的重要储运地。根据
企业规划，后续将会有更多种类和批次
的产品通过该模式出口，进一步激发企
业活力。

“嘉兴海关和金山海关地域相邻、
海岸相连、业务相似，因此展开了这一
合作尝试。当前，两地海关正在积极对
接，在多方面展开共建，以实际行动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嘉兴海关监管
四科科长许杰说。

长三角首批跨关区联合监管出口成品油顺利通关

上海油运到嘉兴出口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精彩蝶变。6
月 17 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暨 2024 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在
杭州举行。

本次活动设有主旨演讲、故事分
享、合作签约、成果发布等多项议程及
16项配套活动，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
了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丰硕成
果，为更好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一
步凝聚智慧力量。

成功申遗十年来，大运河文化在挖
掘、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取得了怎
样的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将
如何持续擦亮大运河这张文化“金名
片”，让这条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绽放出
新的时代光彩？

赓续文脉，保护传承
“文化之河”

这几天，在杭州大兜路历史文化街
区、小河历史文化街区、桥西历史文化
街区和运河天地，异彩纷呈的 2024 大
运河文化市集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参观体验。

在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拱宸茶
集”，篆香制作非遗活动引来不少市民
游客驻足围观。此次大运河文化市集
上，这样的非遗体验还有很多，扎染、茶
艺、缠花⋯⋯古艺重光，离不开悉心的
保护传承。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
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
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浙东
运河文化园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
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
焕发时代新风貌。

做好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
用，从流淌着的宝贵遗产中挖掘更多文
化价值，是包括浙江在内的大运河沿线
省份的共同使命。十年来，从北京到杭
州，沿线各省份为做好大运河文化保

护，绵绵用力，让古老大运河不断焕发
新风貌。

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年来，北京统筹协调“护水脉”，水环
境持续改善。北京还实施萧太后河（朝
阳段）综合治理及滨水绿色文化休闲廊
道建设项目，高标准建成马家湾湿地公
园 ，建 成 白 河 森 林 公 园 等 一 批 滨 水
空间。

杭州不断强化大运河生态环境建
设，推进大运河沿线地区传统工业区转
型升级，相继转迁杭州钢铁集团、杭州
炼油厂等工业企业 2000 余家，系统梳
理 88 条河道生态廊道，实施大运河水
系10条河道综保工程。

坚持系统保护，构建文化遗产“大
保护”格局。浙江成立了工作领导小
组，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密切配合，高校、
研究机构、社会力量合力抓推进的工作
格局。

运河是水路，更是文路。
在北京，当地持续做好文物保护修

缮工作，实施200余项文物保护和超300
项考古发掘工程，倾力呈现“人文河”。

浙江制定出台《浙江省大运河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浙江段）建设三年提质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等有关运河文化保
护文件，构建起大运河文化传承弘扬的

“四梁八柱”。随着推进运河沿线文化
资源整体性保护，运河文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显著提升。

活化利用，打造“人民
的运河”

如今，漫步大运河浙江段，随处可
见水清、岸绿、人欢。运河上，货轮、游
船往来不息；河道边，市民游客悠然踱
步，古镇街区人气鼎盛，处处洋溢着烟
火气、市井气。

这是生活着的千年运河，这是人民
的“幸福河”。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在杭州调研大运河时，要求把运河真正

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的景观
河、生态河、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
运河”“游客的运河”。2020年11月，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
化公园时指出，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
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
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
河永远造福人民。

河上是生计，河边是生活。在浙
江，“生活着”的运河场景越来越多元。

如今，走在大运河杭钢公园，已不
闻不见昔日的嘈杂、烟尘。杭钢工业旧
址综保项目在保留工业化城市记忆的
同时，充分植入运河文化，融入时尚潮
流元素。高炉、轨道、车间，草坪、游步
道、咖啡馆⋯⋯工业风与都市生活有机
融合，“钢铁巨兽”化身“人民公园”，可
游可憩。

杭州亚运会前，杭州对主城区大运
河两岸15.2公里的建筑景观、文旅业态
等进行全面提升。在宁波，当地深入实
施运河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打造了以运
河文化为主体，海丝文化、商帮文化、开
埠文化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文化“金名片”。在桐乡，乌镇戏剧节、
濮院时装周等运河沿岸文化 IP 越来越
闪亮。

一路向北，穿过江苏、山东、河北、天
津。在大运河的北端，北京着力打造为
民惠民的“幸福河”。在城市绿心公园建
成开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
心和北京城市图书馆，今年“五一”假期，
三大文化设施共接待游客16万人次，成
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新地标。

如今的北京大运河畔，亮马河国
际风情水岸、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街、
台湖爵士音乐节、大运河森林公园骑
行⋯⋯丰富多彩的运河场景和文化活
动，日益丰富着百姓的美好生活。

水 脉 连 着 文 脉 ，文 气 与 人 气 交
融。从北京到杭州，大运河绵绵流淌
进人们的生活，成了充满人文气息的

“幸福河”。

千年运河，奔向未来

大运河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纵贯南
北，跨越古今串起二十七城的“运河

情”，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
运河城市一水相连，因运河而聚

首。此次对话活动，北京、杭州作为大
运河端点城市，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为讲好运河故事，共同绘制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达成多项合作
共识。

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将以京杭对话为抓手，加强保护，
传承文脉，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增
进人民福祉。

杭州将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
与沿线城市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大型活
态遗产保护利用的“运河样板”。深化
拓展大运河跨流域保护传承利用新模
式，以科技创新推动保护升级，以数字
赋能协同利用，积极构建资源共享、项
目共创和人才共育的大运河保护利用
体系。全域擦亮大运河文化带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品牌，携手推动大运河人
文资源向人文经济转化，以更加优享的
公共文化服务、更高质量的人文经济造
福人民。

浙江将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作为重大抓手、重大工程，全力将大运河

（浙江段）打造成大运河文化研究高地、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带、大运
河生态保护示范带、大运河文旅发展示
范带、大运河美好生活示范带，充分彰显

“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
下”的浙江运河文化特色，让运河更加宜
居、宜业，不断增强运河沿线人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同时，将充分发挥大运河连
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纽带作用，
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大运
河成为共同富裕新地标。

京杭两地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继续
用好京杭对话这一平台机制，深化交流
互鉴，携手打造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共
同体。

千年古运河，万般气象新。从北
京到杭州，2500 多年，3200 多公里，悠
悠运河，绵绵流淌，滋育着两岸人民，孕
育了厚重多彩的运河文化。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古往今来日新
月异。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条千年运河
将继续焕发出时代新风貌，在未来的发
展中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申遗成功十年来申遗成功十年来，，沿线各省市绵绵用力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沿线各省市绵绵用力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传承、、利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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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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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
周年之际，为展示浙江在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方面的成果，持续擦亮大
运河这张文化“金名片”，本报今起推出

“看见运河”系列报道，展现大运河沿岸风
貌、传递大运河文化魅力。敬请关注。

一条大运河，千年繁华梦。当记者
走进 2024 中国大运河文化市集，繁华
扑面而来，交融着浓浓的烟火气，更渗
透着悠远的文气。

在杭州运河沿岸的大兜路历史文
化街区、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小河历史
文化街区、小河公园及运河天地，这场
为期 4 天的活动，从传统手工艺到现代
艺术、从非遗体验到时尚音乐，为市民
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奇妙之旅。
难怪市集要以“北关奇妙游 当夏有趣
市”为主题了。

“漆闲时”工作室主理人金志刚和
同事正在热情地带市民游客体验漆扇
技艺。漆扇所使用的大漆素有“百里千
刀一斤漆”之说，得来不易。随着天然
漆一点一滴落在水面，扇面在水中沉浮
旋转，奇妙的色彩魔法展现在人们面
前。“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因为每一把
漆扇的上色效果都是想象不到的。”参
加体验的游客惊叹道。

文艺风与市井气的融合，为市集平
添别样腔调。在小河历史文化街区，

“小河·文艺生活集”成了一众文艺青年
的“梦中情市”。20多个文创手作摊位，
精致物摆错落有致，江南的细腻糅合进
了手工艺的巧思。

理香灰、压香灰、安放篆模、舀香
粉、填香粉、脱篆模⋯⋯在桥西历史文
化街区“拱宸茶集”，宝馫香局篆香制作
师戚明芬，为市民游客展示了一套复杂
缓慢而又精致优雅的篆香制作技艺。

篆香是宋韵文化的四雅之一，在晚唐和
宋朝一度十分流行。如今，包括篆香、
香牌等在内的传统和香，越来越受到人
们喜爱。

“线香、盘香、香包、香牌，无论是居
家、办公，还是作为饰品、挂件，传统和
香的衍生品和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戚
明芬告诉记者。和香素有“运河第一
香”的美誉，这一生长于运河边上的非

遗，正“飘”进普通人的生活。
古老的河道边，也有青春涌动。

在运河天地，手绘 T 恤、手工饰品、摇
滚⋯⋯会聚了 50 余家商户的摇滚市集
引来不少年轻人。“小有物造”店主灵芝
一边招待往来的顾客，一边制作珍珠手
串。不同于一般圆润的珍珠，灵芝的饰
品选择的都是不规整的珍珠和手工敲
制的银质配件。灵芝说：“不完美才是
最本真的状态，很多选择我们作品的女
孩就是冲着这种充满个性和独一无二
的样式来的。”

十九组音乐人则在运河天地开启
了一场为期两天的音乐与艺术狂欢，动
感的音符在运河上激荡起新潮的波纹，
为古老的河道带来全新的生命力。

人们漫步街区，看见旧时光的建
筑肌理和现代的文艺新潮融为一体。
杭州运河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弋洲告诉记者，运河沿岸街区
改造过程中既保留传统印记，又融入
现代元素，为街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
命力。

运河串联起这些街区，也串联着过
去与现在。运河上，货轮、游船往来不
息；运河边，市民游客悠然踱步。悠悠
千载，文气与烟火气，市井气与生活气，
随 着 运 河 ，绵 绵 流 淌 进 两 岸 人 们 的
生活。

一场市集，烟火气里有文气
——“看见运河”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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