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第一版）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赫
然在列；2023 年初，国家文物局启动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经
过半年准备，上山文化遗址群完成申报。

“我们都期待上山文化遗址群能如
愿进入预备名单，完成徐部长的夙愿。”
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
眼含热泪，说话间，那个为上山文化倾注
全部心血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上山文化首先发现于上山遗址，它
孕育着稻作文化的起源，也铭刻下先民
觉醒、变革的精神标识。

“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
传。”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作出的批示，印在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
迎门而立的一面浮雕墙上，也始终刻在
徐利民的心里。

“徐部长对传统文化的爱，是刻在骨
子里的。”虞宅乡新光村原村委会主任朱
玉堂说，2007年，一位外地商人想买下村
里修建于清朝的灵岩古庄园，“把这幢老
房子拆掉给我，我给你们原地盖洋房”。
朱玉堂转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乡
党委书记徐利民，却差点挨批评，“这是文
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千万不能动！”

如今的古庄园内，昔日的水晶加工
作坊变成创客基地，聚集手工首饰、乡村
咖啡厅、民谣酒吧等数十种新业态，成为
网红打卡点。

农家出身、农校毕业、做农村工作起家
的徐利民，对传统、对文化总是情有独钟。

仿佛有着注定的缘分。兜兜转转多
个岗位，徐利民于2019年5月出任浦江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又开始和上山文化打
交道。他曾说，对于“上山”，他有“三怕”：
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机会。

“让世界看到它的价值”——徐利民
几易其稿，绘制了一张跨越15年的“申遗
与建设路线图”，提议上山文化遗址联盟
的4市11县共同申遗。他主抓“上山”3年
多，上山遗址入列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

“十四五”专项规划》、“考古中国”重大课
题，立项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经常跟在徐利民身边的浦江县委宣
传部办公室主任方黎晨深知这背后的付
出。他告诉我们，徐利民的口袋里总是备
着一张上山遗址地图，往哪里一趴，哪里就
是会议室。他又掏出一张自己收藏的A4
纸，是前几年徐利民带着大家主动上门对
接的部门名称，正反面都已经快写满了。

对上山，徐利民有一股子痴劲儿，视
之为终身事业。“上山万年，文化延续从
不间断。让人感到任务神圣。”他在工作
笔记中写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集和
考古相关的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徐利
民更是备受鼓舞。他不止一次和身边人
感慨：“赶上了好时候，对上山的理解不
断加深了。”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
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
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
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
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万年上山这几年这么火，效果这么

显著，徐部长的组织、推动功不可没。”上
山文化主要发现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蒋乐平说，为了拜访专家，徐利民
总是绞尽脑汁，有时从傍晚等到深夜，或
者早上 6 点半就从浦江出发，按照对方
的时间表蹲守，“坐车2小时，等半小时，
可能见面只有10分钟。”

10 分钟，对于万年上山来说，只是
一瞬。可为了万年上山，哪怕只有一分
钟，徐利民都要积极争取。

这些年，“上山文化”从单纯考古学
术研究，拓展到农业领域的意义探寻。
徐利民屡次前往长沙，上门拜访“中国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对于上山考
古的重大成果十分感兴趣，题词“万年上
山 世界稻源”。

2020年8月，为了筹备“上山遗址发
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进京
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
文明。“可到北京当晚，给严老师打了六
七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张国萍回忆说，

“我们都有点气馁，但徐部长说：‘人见不
到，带来的两把麦秆扇一定要送到。’”这
两把扇子是出发前，徐利民请人用上山
遗址附近收割的麦秆绗缝编织而成。

或许是被这番诚意打动，第二天早
上，严文明最终同意在小区的凉亭见
面。正是这次见面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
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
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
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盛世修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
起这个词。这个宏愿，背后是深沉的家
国情怀、民族情怀。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徐利民对上山
文化的孜孜以求全情付出，何尝不是他
最朴素的情怀！

1 万年前，上山先民率先走出洞穴、
步入旷野、驯化水稻、群聚定居；1 万年
后，徐利民也带着这种“志在万里、敢闯
敢拼”的上山气质，将世人目光引向这片
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
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心系人民群众，他用
脚步丈量乡村大地，实打实践
行着为民初心

2005 年 10 月，浦江 20 省道（现称
210省道）正式通车。这条路，是在此两
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浦江
下访时当场拍板的民生项目。

两个月后，徐利民履新虞宅乡乡长，
这条路，成了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路留下的精神财富，也从脚下直抵心中：
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有再大困
难，都要去做。

上任伊始，徐利民就在乡里推行“一
卡五单”驻村工作法：一张公布干部移动
电话号码的联民服务卡，要 24 小时“找
得到、叫得应”，农民民生单、团队分析
单、民事调处单、工作进展单、发展建议
单，则涵盖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面。

机制有了，推行下去却并不那么轻
松。一些年轻干部身在农村不知农，到
农家进不去、坐不下、谈不拢。有一名刚
从部队转业的驻村干部，一进门就叫村
民拿户口本来看，结果村民一头雾水，他
也碰了一鼻子灰。徐利民与他谈心，“村
民也许不一定非要你解决问题，只要你
与他们多聊聊，他们就感到亲切。有时
我坐在农户家，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在徐利民的带动下，乡里的工作也
越来越接地气。驻深渡村干部黄月平记
得，有一次她与村民赵永南聊家常，告诉
老赵可以去乡政府领取 1800 元的桃形
李种植补助款。身患糖尿病的老赵索性
摸出银行卡，托她代领后存入信用社，还
说出了密码。听到这件事，徐利民大会
小会表扬了她好多次。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
事情做好”，这是徐利民的口头禅，也是
他的行事准则——那是一粒种子，对这
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树
高千尺不忘根，这份深情，带着淳朴的泥
土味，也印证着这位农家子弟渴望回报
家乡的初心。

他的用心，身边人感受最深。
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婉华

说，徐利民从虞宅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后，
总会不定期抽查下属对乡镇的了解情
况，“全县 411 个行政村，不仅要报得出
村两委干部的名字，村里的主要产业、村
集体经济发展情况，都要如数家珍。他
这么要求我们，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面对难题时，徐利民总是冲在最前
面的那个人，扑心扑肝地去想办法。

“海平，我们上山。”虞宅乡农办原主
任张海平至今记得，2006 年，山区水源
紧张，当地村民缺水，三五户人家凑一笔
钱，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为了
修建水库，徐利民带着张海平往山里跑
了 100 多趟，有时一天就要进山三回。
人手一副手套、一把柴刀，没有路就劈出
一条路，饿了吃饼干，渴了喝山泉水。盛
夏，徐利民戴一顶草帽，仍被晒得黝黑。

两年后，深清源水库建成，当地十几
个自然村都通上了自来水。很多虞宅老
百姓说不出这个水库是在哪位领导手上
建起来的，可他们说，雨少那些年，要是
没有这个水库，怕是熬不过。

徐利民喜欢和老百姓待在一起。过
去下乡调研时，徐利民总会在口袋里装
些钱，看到谁家困难，就悄悄掏出来。虞
宅乡前明村原党支部书记邱源枢家里条
件不好，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曾多次收
到他的“红包”。

2022年，已是宣传部长的徐利民到
村里参加活动，结束后又特意跑到老邱
家，在门口的板凳上拉了一个多小时家
常。走都走了，又回来塞给老邱一个
1000 元的红包。“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随
身带现金？他是特意为我取了送来的。”
老邱哽咽了。

岗位再变迁，徐利民永远是那个徐

利民，他热情、诚恳、踏实，处处用心。用
心了，就会有办法。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傅杰
桢说，领导干部下基层开展下访工作一直
是县里的金名片，可前几年，有些网络投诉
渠道的响应处置效率不高。发现问题后，
徐利民雷厉风行地整合了全县8个平台的
网络问政板块，新推“民情暖哨”网络平台。

一个“暖”字，足以融化坚冰。如今运
行的平台，不少修改意见是他亲自测试后
提出的，还专门为方便老年人开发了方言
投诉模块。平台上线3年多来，共收到民
情诉求 3 万余条，总体处理完成率达
99%，大部分问题都能在24小时内解决。

“再得罪人，也要干”
——顶住重重压力，他带

头冲在治水最前线，见证“绿
水青山”重回浦江

徐利民喜欢跑步。在晨光中，绕着
上山遗址的滚滚稻浪，或是沿着浦阳江
绿道跑向翠湖。

妻子周卫红经常会跟着他来到这里，
绿道的红色路面顺着一汪碧水逶迤，沿途
绿树夹道，花木繁盛，江边有不少钓鱼的
人，“跑完步，他经常就这么看着，什么都
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骄傲。”

曾几何时，浦阳江是另一番景象：由
于数万家小作坊的非法排污，河水中长
年漂浮着乳白色的水晶加工废弃物，垃
圾壅塞，气味刺鼻，水质一直处在劣五
类，是钱塘江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整个浦江的河水根本不敢碰，脚伸
进去一下，马上长疮。”浦江县副县长柳
钢明回忆。

2013 年，自温州瑞安发端，在全国
多地，民间悬赏官员游泳的声浪此起彼
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一时成为网
络流行语。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启动“五
水共治”，浦江首当其冲。

徐利民临危受命，从各部门挑选了
一批有担当、有经验的干将，组建水晶整
治办，以“阳光行动”“零点行动”攻坚，掀
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零点行动”通常是从晚上 11 时开
始的，往往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四时，
整治办成员人手一把铁钩，一路掀开窨
井盖，上溯排查污染源。徐利民总是跑
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行动：要快，整
治办的微信群里，一旦有污水口的线索出
现，争取十分钟内就赶到现场；要耐心，他
们时常根据举报线索“守株待兔”，在蚊虫
叮咬的夏夜，等上一整晚；要有“火眼金
睛”，有时，偷排管藏在三四层水管下，甚
至要沿着路面留下的轮胎印记一路追踪。

柳钢明记得，有天晚上，徐利民带着
自己沿着被接连掀开的窨井盖，往上游
走了七八公里，才找到罪魁祸首，“最多
的一天，刑拘了26个人。”

徐利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常

在下班时把妻子送回家，再折返回去加
班。“那段时间，他压力很大。”周卫红曾
劝阻过他很多次，“做事情差不多就行
了，可劝不动他。”他尽职尽责、追求完
美，哪怕不是他管的事，也会操心。

有时，徐利民忘带钥匙，周卫红会等
着给他开门；后来，他特意给家里的大门
换上指纹锁，“让我不用等他，他一直不
希望自己的工作干扰到我。”在周卫红的
记忆中，只有想托关系的人找上门时，徐
利民才会把她推上前，去打消对方的念
头，“我会告诉敲门的人，有什么事等上
班时间去办公室找他。”

一边是富民产业，一边是孕育浦江的
母亲河，为了在整治中稳定经济支柱，徐利
民的思想也在持续奔跑。当地干部说，徐
部长抓“五水共治”，不仅“盯得牢”“抓得
紧”，还“谋得深”。他倡导水晶加工户联合

“个转企”——20多户水晶加工户合并成
一家企业，相互监管，其中一户非法排污，
整家企业关停一周，从而倒逼企业自治。

“再得罪人，也要干。”土生土长的徐
利民，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可他却
将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妥当，治水近
3 年，浦江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事
件。当时，倒手一块经营牌照就能挣个
五六万元，整个整治办，没有一名干部动
这样的“歪脑筋”。

浦江治水由此杀开一条血路，水晶
厂从2.9万家缩减到800多家，偷排现象
基本消失。拦坝、挖出垃圾、冲洗淤泥，
再种上水草，铺设亲水木栈道⋯⋯绝地
反击，浦阳江成为浙江治水的样本。

“文字是有力量的”
——发时代先声，他以手

中之笔鼓与呼，做时代的见证
者、记录者、推动者

徐利民的第一份工作，是乡镇的计
生干部，可他更喜欢“爬格子”。经常晚
上“开夜车”，写好了又一字一句誊写清
楚，拿到县委报道组“投稿”。报道组组
长洪新年惜才，把他调到身边。于是，计
生干部半路出家，成了舞文弄墨的人。

“有一次，他神神秘秘地要带我爬仙
华山，说‘山中有大鱼’。”浙江日报金华
分社老记者徐晓恩至今记得，自己跟着
徐利民到了半山腰的仙华村，“他说这里
空气好、环境好，浦江小县城，来了这么
多上海人，肯定是新农村的新趋势。”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民宿还是件
新鲜事，徐利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
的新闻价值。他连写《农家小旅馆 瞄准
银发游》等3篇稿件，不仅打出了仙华山
民宿的知名度，也让更多浦江老百姓开
始试水这一新生事物。直到现在，仙华
山依旧是热门民宿打卡地。

不少人都说，徐利民有一双慧眼，看
一眼，就知道问题关键。徐利民用手中
的笔热情讴歌他所热爱的家乡，对浦江
发展中走过的歪路也直言不讳。

2000 年 9 月，浦江原有城市规划与
建设山水生态城市的目标相违背，导致
38 户拆迁户需另外择地安置，造成 60

万元经济损失。一篇《60 万元的代价值
不值》刊发在《浙江日报》，对其中的利弊
逐一分析，作者正是徐利民。

“五水共治”以后，浦江产业转型升
级面临挑战，曾一枝独秀的水晶产业不
断萎缩。社会上有唱衰之声，一些干部
也萌生怯意，“浦江经济不行了”。

2021年初，一组“奋力赶超 干在今
朝”系列述评在当地媒体连续推出，直面
困难问题，直指症结所在。

“这组述评是徐部长自己点题，逐字
逐句斟酌修改的。”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
洪建坚对那些彻夜改稿的日子记忆犹
新，她说，这组稿件的每个观点、标题，徐
部长都要反复推敲，其中一篇甚至修改
了31稿之多。

凭借一名宣传人的敏锐嗅觉，徐利
民始终把握大时代里浦江跃升的关键节
点，为之鼓与呼。

一如徐利民坚信的，文字是有力量
的，宣传工作也可以解难题、促发展。述
评推出后，浦江政企干部、企业家、在外
乡贤纷纷转发留言，有的还打来电话，为
浦江发展出谋划策，收集到的优质意见
建议超过400条。

徐利民做过好多新鲜事，宣传部长
直播间带货就是其中一桩。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浦江不少水果
滞销。没想到直播间一吆喝，光我家梨
膏糖就卖出4万余元。”梨农李清标对徐
利民的主意心服口服。徐利民组织果农
线上销售，喊出“人人是主播、农民也网
红”的口号。5 天直播，1600 万人次的
观看量，销售总额破100万元，解了不少
当地农民的燃眉之急。

阳春白雪的艺术家也在他的感染之
下，投身火热的基层。

时任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方汶说，
在徐利民的推动支持下，浦江县文联成
立了上山文化、工业强县、乡村振兴、全
域旅游、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

文艺工作者们有的挥毫泼墨，绘就
780 余幅精美书画，随葡萄一起装进快
递箱，赠给经销商和广大网友，不仅打开
了葡萄销售新局面，也将浦江“中国巨峰
葡萄之乡”“中国书画之乡”之名播撒得
更远；有的深入企业，将企业为何选择浦
江的故事创作成文学作品，不少招引落
地的企业，正是因生动的故事而来。

即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徐利民也
从没放下过手中的笔。他将对上山的感
悟随手写在纸上，有时是撕下来的一页
笔记，有时是某张会议文件纸的背面。

徐利民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
“上山文集”，数字定格在二十九章。在外
工作的女儿没有赶上见爸爸最后一面，这
本小册子她读了又读，每每都是泪流满
面，“爸爸一直在和‘种子’打交道，他总
说，要做一粒好种子。我相信他做到了。”

茫茫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渺小如沧
海一粟，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
粒不起眼的种子。

可当它深深扎根土中，拥抱时代，终
将冲破泥层，被看见，被记住。

年年岁岁，生生不息。

扎根在时代里的种子扎根在时代里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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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6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娇俨）
19 日，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陈振濂书法美
育馆）开馆。

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陈振濂书法美育
馆），是国内高校首个以“美育”结合“书法”命
名的专题美育馆，开全国高校书法美育风气之
先。以诗、书、画、印为专业平台的浙大书法美
育馆，今后将组织专业的展览、研讨会、新书发
布、艺术培训等，汇聚学术与艺术，促进文化创
新与传承，在全国高校中树立起具有“浙大风
格、中国特色、世界眼光”的文化标杆。

浙大书法美育馆的首场展览与西泠印社
合作，举办“印记大象”西泠印社藏当代名家
篆刻作品展与“一带一路”世界图形印展。展
览现场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印章图像，不
仅展示了百年西泠独有的历史积淀，也记录
了百年浙大莘莘学子的青春风采。“立足于书
法（篆刻）美育，我们希望通过两场展览向浙
大学子和广大社会人士，展示出一直与书法
艺术联袂、互为依托的篆刻印学的独特魅
力。”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
书长陈振濂表示。

浙大书法美育馆开馆浙大书法美育馆开馆浙大书法美育馆开馆

6月19日，市民在观看“印记大象”西泠印社藏当代名家篆刻作品展。 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供图6月19日，市民在观看“印记大象”西泠印社藏当代名家篆刻作品展。 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供图

6 月 19 日，2024 年温州市瓯海区第七届运动会龙舟比赛在温
州龙舟运动中心开赛。温州龙舟运动中心是第 19 届杭州亚运会龙
舟赛事承办场地。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瓯海区各镇街的9支队伍和瓯
海区机关系统的 8 支队伍参加，230 多名选手挥桨劈浪、奋楫争先，
上演水上的“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王艳琼 共享联盟·瓯海 徐津镭 蔡温瑞 卢芊好 文/摄

本报讯（记者 陈栋 共享联盟·三门 叶晨阳 柯丽娜 泮素珂）
6 月 18 日，“科学与中国”浙江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
行动在“终点站”三门进行，参加活动的院士们实地参观了三
门企业的生产车间，了解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等情况，并在座
谈交流中为企业答疑解惑。

本次活动于 6 月 6 日从湖州启动，6 月 18 日在台州三门
湾落下帷幕，由省科协、湖州市委市政府、台州市委市政府共
同承办。

活动当天，院士们还走进三门县中小学作科普报告，举办
科学咖啡馆、新质生产力科普等系列活动，分享他们的成长历
程、学术经验和科研故事，传递科技强国的理念。

“这是一场启迪智慧的交流之旅，也是一场深入人心的科
学之旅，未来，院士们将继续秉承‘勇担新时代使命、树立大科
普理念、坚持人民需求导向、讲好中国创新故事’宗旨，积极投
身科普事业，为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
更大力量。”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
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说。

“科学与中国”浙江行——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走进三门

本报杭州 6 月 19 日讯 （记者 何冬健
通讯员 卢顺平 饶馨） 双载流子二维材料制
备方法、重构算法的太赫兹计算光谱仪⋯⋯
经过 24 小时角逐，19 日上午 10 时，浙江省

“科技成果淘宝拍”落下“第一槌”。首期有 7
项成果顺利成交，交易额达330万元。

科技成果拍卖并不罕见，打破传统交易
的“小圈子”却是件难事。让技术在更大的市
场空间中自由流动、寻找意向、充分竞争，真
正让价格市场说了算——“第一槌”的落下，
标志着浙江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市场导向的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

据统计，2023年浙江省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 55.5 万件，如何推动科技成果从“书

架子”走上“货架子”，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新
动能，一直是各方人士的一个痛点。

改革自 2002 年发轫——浙江省在全国
先行尝试建立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近年
来更拥抱中国人保等多家市场主体，形成了
以省级中心、11 个市级和 94 个区县分市场、
29 个专业市场构成的区域性技术市场架构
体系。

这一次，浙江省把技术市场直接搬到“淘
宝网”上，打破了原有区域性技术市场的物理
边界，推动供需双方更大空间对接。

“如果说之前我们是在拆除‘不能转’‘不
想转’‘不敢转’这些阻碍成果转化的篱笆墙，
目前则是在修建转化的‘快车道’。”省科技厅

成果转化处处长金聪说。
同时，在这种交易模式下，成果转化的每

一步都“云上有痕”，解决了高校院所处置职
务科技成果的尽职免责问题，实现了市场配
置技术要素的最大增益。

此次拍卖尚有 3 项成果流拍。“和普通
的商品买卖不一样，科技成果交易对买家
和卖家的磨合期要求非常高。”阿里资产政
企合作部总经理毛文峰分析，成果定价的
市场接受度、渠道推广传播的效率、买方企
业的风险偏好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拍卖的
实际效果。而这恰恰更需要通过市场的力
量来调节。

推送多项成果参与拍卖的中国科学院大

学杭州高等研究院科创中心主任余伟国建
议，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前的熟度建设，更有组
织地遴选真正有高附加值的技术“上架”，这
样成果才不会“裸奔”。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
展战略所学术所长肖尤丹评价，这是一个有
里程碑意义的尝试，让真实的市场供需机制
和价格机制在成果评价和交易定价发挥决定
性的作用，让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回归市场
属性。

据悉，浙江省将面向社会发出技术经纪
人招募令，帮助企业开展需求的挖掘、流转、
交易至解决。协同分工，小步快走，合力打造
浙江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

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

科技成果云上拍，落下“第一槌”

亚运场馆赛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