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3 日上午，第十七届汉塘
文化荟系列活动之净相村第三届槜
李丰收季活动在嘉兴南湖新丰镇净
相村举行。

槜李是嘉兴的古地名，也是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嘉兴名果，其发源
地就在净相村。省级文化特派员余
雯雯在现场发布了“净相槜李 礼尚
往来”文化浸润乡村振兴共富项目。
在接下去的两年里，文化特派员将携
手当地，复兴净相槜李文化，探索“从
一颗名果到一个 IP”的文化赋能新
路径。

现场还举行了“槜李争霸赛”，选
出了槜李之王。文化特派员和浙江
省国际传播中心合作，邀请了中华文
化全球传播使者、意大利知名主厨路
易吉来到现场，制作了以槜李为原材
料的甜点。

通讯员 朱天一 文
主办方供图

“槜”爱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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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不需要任何动员，所有人都参与其

中：画图纸、招投标、组工队⋯⋯一年后，
浙江路中段开工建设。

高原基建谈何容易。就是这一条
1.9公里的中段，竣工已是2001年。

通车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欢呼鼓
掌，仪式结束后，大家又都默契地投入下
一个项目。

在那曲，民生项目总是一个接着一
个。每位援藏干部手中，都有一张项目
计划表，修路、建房、援建学校医院⋯⋯
内容各异，宗旨从来不变——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援藏资金 80%用于民生，
80%用于基层，从对口支援启动以来，这
一“铁律”一直沿用至今。

改变，也许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
可当30年的时光滴水穿石，总能带来崭
新的惊喜。

嘉黎县阿扎镇斯定咔村。傍晚的娘
日山脚下，白墙红瓦的藏式庭院鳞次栉
比，硬化路面、太阳能路灯一应俱全。

临街的一间新居内，传来哗啦啦的
自来水声。57岁的女主人措加旺姆正忙
着洗衣做饭。“一年多以前，我们住的还
是逢雨必漏、没有厕所的自建房。家里
不通自来水，每天要往返好几公里挑水，
一挑就是20斤。”曾经的“烂泥村”，措加
旺姆历历在目。

2021年，正是在浙江援藏指挥部支
持下，总投资 1.43 亿元的斯定咔村美丽
宜居村庄项目启动。

从城市到乡村，从送项目到送经验；
从“交票子”到“交钥匙”，从“千万工程”到

“产业援藏”⋯⋯“建设更多团结线、幸福
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力度进一步加
大，随着投资和项目不断迭代升级，浙江
元素就这样渗透到那曲的每一个角落。

仅在过去一年，围绕“路、医、学、住”
等民生工程，共计45个规划内项目在那
曲落地生根。拉那一高、杭嘉中学、各级
人民医院、藏医院、市县（区）安居等一批
重大工程，使城镇功能明显提升，广大农
牧民从中获益。

傍晚的色尼城市书房，落日余晖与

暖黄色的灯光一道，照在前来学习的师
生身上，也照向他们更远的未来。

这个 900 多平方米的场馆，是嘉兴
援藏干部吴伟杰依着家乡的城市书房模
式引入那曲的。

浙江资金投入、浙江标准建设。短
短 100 天，当地没有公共阅读室的空白
得以弥补，“这里还可以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色尼区文旅
局局长格桑曲珍说。

30 年来，浙江援建项目在 4500 米
海拔的羌塘草原上拔地而起，也将西藏
那曲与浙江人民的感情紧紧连在一起。

第二批援藏干部领队陈铁雄和我们
分享心底最柔软的故事——那是离藏前
的最后一天，一大早，43 名援藏干部提
着扫把、铁锹，来到奋斗三年的浙江路上
义务劳动。一个、两个、直至一群⋯⋯慢
慢地，沿途百姓也自发走上街头，没有言
语，可一锹一铲之间，不舍的泪水早已湿
了所有人的眼眶。

“谋长久之策，行固
本之举”

那曲要不要发展产业？要发展什么
样的产业？这是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浙
江援藏干部反复思考的问题。

那曲的产业发展一度举步维艰：实
力最强的畜牧业，当地人更执着于“天然
放养”，难以规模化发展；气候条件恶劣，
运输成本高，制造业几乎为零；地广人
稀，集中消费场景缺乏，服务业发展困难
重重⋯⋯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2021 年 7 月，在庆祝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藏考察调研时强调。此前，他也曾
在不同场合指出，“谋长久之策，行固本
之举”。

“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2023年开
始，根据自治区党委‘一号工程’部署，我
们把招商引资作为援藏工作的重要任
务，发挥浙商优势，扎实推进工作。”浙江
省援藏指挥部总指挥长、那曲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董旭斌说。神力时代广

场、那曲浙江大酒店、浙能集团50兆瓦光
伏储能项目⋯⋯2023 年，浙江援藏指挥
部为那曲引进重大项目13个，意向投资
额达65.89亿元。

那曲市牧业科研示范基地，20 只从
浙江远道而来的湖羊即将迎来“乔迁”一
周年。

与当地繁殖周期较长的色瓦羊、多
玛羊不同，湖羊一年两胎，一胎多羔。“多
生一只，牧民就能多三四百元收入。我
们希望能把更多元的品种推广开来，推
动农牧业发展。”指着不远处刚刚产下的
6 只湖羊“宝宝”，那曲市畜牧研究中心
兽医师卓玛措满是笑意。

新品种、新产业、新希望。一直以
来，恶劣自然环境下，那曲的新鲜蔬果自
给率极低。如今，浙江援建的4500智能
温室大棚里，新鲜的辣椒、黄瓜、芹菜郁
郁葱葱，甚至还能见到芭蕉等热带植物。

“这是一个集设施栽培、生态绿化、
农旅融合、科普教育、就业培训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综合体项目。每到
周末，亲子采摘游格外热闹，去年这里就
来了三四万游客。”项目负责人高古鹏
介绍。

那曲市草地总面积占一半以上。广
袤的羌塘草原上，除了牧业和农业还能
发展什么？那曲市嘉黎县有我们想要的
答案——新能源产业。

海拔 4750 米，雪山与草原之间，数
以千计的光伏板在眼前列阵，蔚为壮
观。浙能集团投资 2.65 亿元的 50 兆瓦
光伏储能项目建设即将收官。“这是嘉黎
第一座光伏电站，这里光照资源丰富，发
电小时数是浙江的近两倍。”项目负责人
沈孔成说。

现代种业、数字农业、新能源产业⋯⋯
这些年，浙江坚持把产业援藏作为助力
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将自身
产业创新、专业市场优势与那曲资源优
势和市场潜力结合起来。

更难得的是，强大的浙商优势，也在
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

6月15日，在比如县，宁波援藏干部
引入的西藏长荣娜秀集团增资5000万元
的服装智造工厂开始试生产。车间里，智
能吊挂系统生产线上，一块块服装布料沿
着设定好的路线有序穿梭。经过数个剪
裁、缝纫环节后，一件件校服、冲锋衣便出
现在眼前⋯⋯

“这是那曲第一个智能制造项目。”总
经理叶万华介绍，长荣娜秀落户那曲短短
4 年间，不仅成为当地最大的制造企业，
更持续增资，在冷链配送、酒店旅游等产
业多点开花，2023年实现产值超亿元。

一二三产持续提质升级的背后，是
发展理念的激荡。

“神力时代广场来那曲了！”
红色的巨幅海报，通透的落地玻

璃⋯⋯今年 9 月，那曲第一座真正意义
上的商业综合体将开门营业。

“除了商场，我们还会把浙江的专业
市场模式复制到那曲虫草产业上。未来
老百姓可以自己开设商铺，每年数亿元
的虫草销售额，将更多地留在当地老百
姓手中。”西藏神力集团董事长林秀
丽说。

从温州到拉萨打拼35年，被援藏干
部“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的她，第一次
决定在那曲投资。

可这个气派的广场还是差点“泡了
汤”——第一次接触商业综合体项目的
那曲合作方质疑合同年限，差点一拍两
散。还是援藏干部们不断沟通协调，弥
合了双方的理念之差。“这是一堂生动的
营商环境课。”那曲干部竖起大拇指。

发展理念与营商环境的相互叠加，
让古老的那曲散发青春气息——

在色尼区，浙江干部引入的大型旅
游节会新思路，为格桑曲珍带来新灵感，
不久后将举行的色尼旅游推介节会上，
音乐节等活动将掀起当地旅游业发展的
热浪；在比如县，文旅局局长江永丁巴正
在谋划萨普神山和唐蕃古道景区的串联
打造，正是绍兴援藏干部胡国超带来的
全域旅游理念，让曾经冷僻的景点迎来

了成倍游客⋯⋯
置身自然条件最恶劣的那曲，2023

年，浙江在全国17个援藏省市中逆势拿
到了“项目完成率”第三、“招商引资完成
率”第二的好成绩。“走出一条符合西藏
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在那曲已然听到回响。

“56 个 民 族 是 石 榴
籽 ，中 华 民 族 是 整 体 的
石榴”

入藏第一天，把从浙江带来的水和
土，撒在那曲的土地上，这是援藏干部的

“仪式感”。自此，家乡和他乡，水土相
融、血脉相连。

在海拔 4700 米的那曲市班戈县人
民医院，当藏族同胞握住援藏医生的手，
握住的是热切的希望。过去 3 年间，浙
江首支“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培育新建专
科、重塑制度，孕产妇、新生儿连续两年
实现零死亡。

眼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即将在那曲市藏医院开设“云诊室”。千
里之外，浙江专家可实时为当地百姓线上
问诊。

“组团式”援藏，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藏
所需医疗、教育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的
实际情况，创新实施的援藏举措。

“希望时间慢些走，因为我还没把技
术留下来。”这是浙江援藏医生共同的心
声。格桑花谢了又开，一批批浙江省医疗
援藏工作队员薪火相传，努力为当地培养
一批“永远带不走”的医疗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
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56 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
整体的石榴”，在西藏考察时，他曾这样
感慨。30 年来，这种由浅到深，由眼前
到长远的援藏战略，让分处祖国东西两
端的浙江与那曲不可分离。

1995 年，援藏干部姜军从那曲发出
一封求助信，翻越千山，抵达西子湖畔。
随后，225 万元爱心善款涌向高原，催生

4所希望小学。
被改变的不只是硬件，更是人生轨

迹。近30年来，希望小学里成长起来的
孩子们，又带着“爱和希望的种子”回报
家乡。如今，那曲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100%，2023年高考上线率达95.56%。

浙江的教育援藏，还是一场前后方
的大联动。

入夏，浙江绍兴西藏民族中学，又有
近 200 名藏族学生毕业。每当分别，总
有学生一次次跳下大巴车，与老师紧紧
相拥。

创建于 1985 年的绍兴西藏民族中
学，是在内地创办的首批西藏班（校）之
一。2004 年 5 月 25 日，总投资 3800 万
元的新校址落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发来贺电。

2007 年，来自那曲的坚赞旺托 11
岁，衣服鞋子都不会洗。是几十名亲人
般的老师，教他学习，教他生活。如今，
大学毕业的他回到母校任教。“我来自西
藏，我是绍兴人。”他说，这是绍兴西藏民
族中学的孩子们最常用的自我介绍。

欣喜和快慰，足以抵消援藏干部切
身感受的高原之苦。

这些年，党中央从西藏异常艰苦的
工作、生活出发，制定各项政策举措，解
除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

但即便能在保障完善的宿舍里生
活，每个初到这里的援藏干部，对抗高原
反应的努力依然堪称艰辛：头痛、呕吐、
血氧浓度降到内地的抢救标准。他们的
皮肤逐渐黢黑，高原红烙在脸上，许多人
每天要靠安眠药才能睡上几小时。更令
人担忧的变化则记录在医学影像中：肺
动脉高压、心肌肥厚⋯⋯有人甚至把年
轻的生命永远留在雪域高原。

他们不想过多地谈论艰辛，但每个人
都会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19个字：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到过那曲的人都知道，在这片高原
永冻土上，很难种活一棵树。但对前赴
后继的浙江援藏干部来说，他们早已把
自己当成了一棵树，顽强生长，期待为这
片土地创造生根成林的奇迹。

在“世界屋脊”书写传奇

一线调查
近日，淳安县一名餐饮经营户向

本报反映，为了安装一根长 30 米左右
的燃气管道，从去年 8 月开始，他和当
地的燃气公司陷入了长达半年的“拉
锯战”，最终管道没有建成，餐厅后来
也黯然收场。

44岁的徐先生是新淳安人。去年
6月，他租下位于千岛湖镇南景路上一
间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商铺，准备开一
家餐饮店。商铺位于临街一层，上方是
一家酒店的客房区域。考虑到安全因
素和菜肴口味，徐先生决定使用管道
燃气。

“我们餐饮店附近本就有淳安杭
燃燃气有限公司铺设的燃气管道，接
驳一条长 30 米左右的支线管道到餐
厅厨房，费用应该不高。”去年 8 月，在
店内装修基本完工后，徐先生向淳安
杭燃燃气有限公司（下称“淳安杭燃”）
提出管道安装申请。

然而，淳安杭燃给出的报价出乎
徐先生的意料，施工费用总计达 16 万
余元。记者看到，这份报价单上的人
工和材料收费项目共有 80 多项。徐
先生说，为了开办餐饮店，他变卖了房

产，半年租金和店内装修已投入上百
万元，无力追加这么大的投入。

“能不能委托第三方施工，说不定
价格更便宜。”徐先生了解到，2019
年，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关于规范城镇
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其中
明确鼓励具备燃气工程安装施工能力
的企业依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资质后参与市场竞争。根据这份指
导意见，燃气管道的施工并非只能由
燃气经营企业开展。

于是，徐先生找到了一家符合条
件的第三方施工企业，对方给出的报
价仅需两万多元。然而，当徐先生向
淳安杭燃提出由该企业进行安装时，
却由于燃气工程专业性强、安全要求
高等原因，没有得到许可。

记者调查发现，淳安当地许多餐
饮店仍在使用瓶装燃气。“管道燃气更
便捷安全，成本也只有瓶装燃气的三
分之一，但十多万元的管道安装费用
实在过于昂贵，相当于普通小餐饮店
一年的利润。”当地一位经营户告诉记
者，去年，他原本打算更换使用管道燃
气，同样因为无法采用第三方施工企
业的“高性价比”方案，至今没能完成
更换。

在南景路上，记者看到有两间地
段不错的商铺正在挂牌出租。“很难出
租。”一间商铺的所有人说，许多租客
原本打算开餐饮店，但是担心瓶装燃
气不安全，管道燃气安装费用又太高，
最终都被“劝退”了。

记者随后找到淳安杭燃的一位客
户经理，他表示，长期以来，用户基本
会选择由燃气经营企业代建，徐先生
提出由第三方企业安装管道燃气，在
淳安还没有过类似的先例。

记者了解到，淳安杭燃成立于
2013 年 。 2022 年 ，淳 安 杭 燃 完 成
了对当地燃气经营企业的整合，拥
有 了 淳 安 全 县 域 的 管 道 燃 气 特 许
经营权。

“就安全性而言，如果第三方企业
具备燃气工程安装施工能力，并且依
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
其施工质量是有保证的。”省应急管理
科学研究院一位燃气领域安全专家告
诉记者。记者从淳安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了解到，该局经过审核，认为徐先
生委托的第三方企业具备资质，可以
开展燃气管道施工。

一位燃气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由于管道燃气经营实行特许经营

制度，因此有的燃气企业容易利用其
供气优势，以安全性等为由，在工程安
装等竞争性环节进行垄断，限制竞
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指导意见，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让燃气企业不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范围内工程安
装业务，妨碍市场公平竞争。

今年 1 月，经过多方协调，淳安杭
燃答应徐先生的诉求，但提出为了确
保燃气安全，管道燃气的安装设计方
案需要经淳安杭燃方面审核同意。徐
先生随后向淳安杭燃报送了由第三方
企业提供的燃气管道设计方案。

然而，在等待了一个多月后，徐先
生得到的答复是设计方案还需要再次
修改。眼看着又要缴纳新一轮租金，
今年 3 月，徐先生决定不再为这根管
道反复折腾，终止了租赁合同，转让了
餐厅，并向省市场监管局进行了举
报。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处已及时介
入处理此事，敦促淳安杭燃允许第三
方企业进行施工。近期，省市场监管
局正式约谈淳安杭燃的母公司杭州市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其加强对下
属公司的管理，举一反三全面整改，依
法开放燃气管道安装服务，积极营造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申请第三方安装却迟迟未获批

一根燃气管道气跑经营户
本报记者 李 攀 周旭辉 全琳珉

本报讯（记者 陈醉 通讯员 文旅君）近
日，宁波发布今年文旅暑期档主题：“来宁
波 嗨一夏”，从 6 月底到 8 月底，亲水、美
食、夜游、亲子、避暑等千余项文旅游活动
热浪来袭。

宁波向海而生、倚港而兴，水上旅游资
源丰富，暑期档充分挖掘全市海湾、湖泊、
飞瀑、溪流和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等各类
水资源，联合全市景区景点，推出大海畅
游、沙滩漫步、划水冲浪、山溪漂流、休闲海
钓、休闲海捕等系列活动。

暑期，宁波还集中推出海鲜啤酒夜宵
季、甬菜百碗特色宴、夏季水果品鉴会等
一系列特色美食活动，以“舌尖上相遇”打
开甬城的精彩另一面。比如，“来宁波 嗨
一夏”2024 暑期宁波十大海鲜夜宵排档
PK 赛，打造 iPN 渔轮厂 123 大排档等深
夜食堂，以滩涂小海鲜、冰鲜虾蟹、本地特
色三文鱼等搭配新鲜扎啤、特色冷饮摊，

点燃夏日食客热情，此外还将联合百家
“百县千碗”美食体验店及20个人气火爆
的夜宵集聚街区，推出“嗨一夏”暑期专场
消费券，拉动消费。

夏日的“夜经济”也是宁波的发力
点。在象山影视城、韩岭老街、石浦渔港
古镇景区、富邦世纪广场等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场所，宁波推出了“仲夏夜之梦”沉浸
式夜游、唐宋奇妙夜、芯动 PARK 燥热季
等 10 余项主题活动。此外，宁波将举办
城隍庙夜市、鄞州之夜、钱湖之夜、阳明古
镇心市集等 50 余场特色市集活动，营造
浓浓的“烟火气”与“文化味”。

甬城之夜，精彩不断。游三江六岸，
看“宁波十景十线”“明州十景十线”，市民
游客可以沉浸体验三江六岸夜经济示范
带灯光秀、《海港新秀》梦幻灯光秀、三江
夜游、“夏月泛舟浮生梦—宋韵水上夜游”
等新场景。

千余项文旅游活动充实暑期档

来宁波 嗨一夏

本报讯（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常山
葛锦熙） 6 月 23 日，作为常山油茶龙头
企业，东茶集团在上海举行了品牌焕新发
布会，展示了一系列用油茶制成的美妆个
护品，这也预示着常山油茶产业链将进一
步延伸。

常山有“中国油茶之乡”“浙西绿色油
库”之称。目前，全县油茶树种植面积达
29万亩，占我省种植总面积的12%，年产
油茶籽 8250 吨，面积、产量均居全省首
位。过去，常山油茶产业以食用油为主，
产品附加值不高。近年来，该县以深加工

为着力点，打造油茶全产业链。
东茶集团就是产业链上的链主型企

业，该公司积极与行业专家、高校和研究所
开展合作，联合组成专家联盟，解锁山茶油
更多妙用，先后开发出精油皂、卸妆油、沐
浴露等多款油茶新产品。如今，当地已培
育出8家油茶精深加工企业，研发出20余
个系列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13.09亿元。

为了给产品提供好原料，常山建成全
省最大的油茶良种繁育基地，严控接穗来
源，实行分品种育苗，年育苗能力达 500
万株。

常山进一步延伸油茶产业链

油茶制成美容护肤品
常山进一步延伸油茶产业链

油茶制成美容护肤品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振 华 傅 颖 杰
共享联盟·磐安 张黎明 杨萤萍）“磐安
潘潭浙贝母GAP基地（省局试点）符合中
药材 GAP 要求。”6 月 21 日，全国首届浙
贝母产业发展大会上，省药学会发布了浙
江首个浙贝母GAP基地评估报告。

磐安是浙江省最大的传统道地药材
主产区和集散地，浙贝母产量占全国总产
量的60%以上。2022年，国家《中药材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简称“中药材 GAP”）
发布后，磐安在全省率先启动浙贝母
GAP 基地建设，并围绕中药材全域 GAP
示范区建设，率先制定实施方案与配套政
策、重塑地产药材质量监管流程、打造
GAP人才服务体系。

眼下，磐安的浙贝母采收工作刚刚结
束，药市交易热闹，药企加工繁忙。实践证
明，浙贝母GAP规范化管理的富民增收成

效更加明显，用肥减少 20%，用药减少
60%，有效成分含量则提升了15.6%，药农
亩均收益 1.8 万元以上，同比增长 37%。
同时，带动磐安浙贝母种植面积提升10%
以上，单品产值首次突破 10 亿元达 14 亿
元，为道地药材优质优价进行了有益探索。

会上，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与磐安县人
民政府签订中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集聚市场、团队、平台等资源，共
同建设一批道地药材GAP示范，打造一批
共建共享标杆，加速构建一体化的统一大
市场，全面提升两地“质量兴药”建设能级，
有效增强优质中药材的供给力和竞争力，
推进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同时，磐安县
中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与修正药业、重庆
太极实业、北京同仁堂等一批全国知名药
企签订了《磐安中药材GAP种植基地合作
共建协议》。

磐安浙贝母单品产值达1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