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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源 通讯员 张晓晨）
7 月 30 日，玉环两位水稻种植户、水产
养殖户共收到 200 万元的“气象贷”贷
款，帮助加快台风灾后生产恢复。

7 月至 8 月是浙江台风多发季，在
刚过去的“格美”台风中，温台丽等多地
出现强风暴雨，当地农业出现不同程度
的受灾情况。

“我是周一申请的贷款，没想到这
么快就批下来了。”玉环市清港镇的弘
达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美林
说，倒伏的水稻容易发生淹水，所以拿
到贷款后，就能第一时间将水稻送去
烘干，尽可能保证水稻品质和产量，加
快收割和运输。由于水稻的预期收益

有所降低，贷款还能帮助资金周转。
据了解，从申请到放款最快半天就能
响应。

记者了解到，“气象贷”于今年7月
19 日启动，由玉环市气象局联合玉环
农商银行共同打造，专设 10 亿元信贷
资金用于保障产品运行。该贷款主要
用于气象灾害高敏感行业在灾后重建、
生产恢复等方面需要。普通的气象金
融产品以提前保险为主，当气象指数达
到一定范围即可获取赔付。“气象贷”可
在受灾后提交申请，并根据评定结果第
一时间收到贷款。“像这次‘格美’台风，
近期都可以申请贷款。”玉环市气象局
减灾科科长李泓明说。

“气象贷”助力台风灾后生产恢复

本报三门7月30日电（记者 陈栋
共享联盟·三门 章雪瑶）“明年我等你
们再来授课，不见不散！”30 日，三门县
健跳镇渔民叶大剑迎来今年他在“渔民
驿站”的最后一节课，恋恋不舍地和自
己的书法老师告别。8 月起，台州将迎
来“小开渔”，捕捞梭子蟹为主的叶大剑
将成为第一批返回海上作业的渔民。

叶大剑是一位老渔民，平日大多时
候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讨生活，只有每
年 5 月到 7 月禁渔期，叶大剑才能歇一
歇，“但在家不知道能干嘛，觉得很无
聊。”

健跳镇是三门县的渔业大镇，浙江
省四大深水良港之一的健跳港贯穿全
镇，和叶大剑一样生活于此、以讨海为
生的渔民还有 2000 多人，每年的 5 月
一到，随着禁渔期开始，渔民们泊船归

家，开启了漫长的假期，但娱乐消遣比
较匮乏。

今年禁渔前夕，三门依托健跳文化
活动中心的硬件条件，在健跳镇筹备

“渔民驿站”，为镇里渔民备足“文化大
餐”，丰富渔民的日常生活。

三门县文化馆副馆长章淑莲介
绍，“文化大餐”包含排舞、声乐、戏曲、
书画、古琴等，渔民和家属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择其中的一项或多项来
参与，活动和课程安排也从周一到周
日不间断，“来给渔民上课的都是三门
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特派员，都
是各个领域里的专家，能够保障课程
的质量。”

截至7月底，健跳镇“渔民驿站”已
开课 70 余次，3000 多人次参与到课堂
里，学习氛围火爆，渔民反响热烈。

三门渔民驿站畅享文化大餐

本 报 杭 州 7 月 30 日 讯 （记 者
施 力维 通讯员 周文） 30 日，浙江举
办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推进会，109 个国
企民企协同发展项目集中亮相。一批
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国企项目
向社会资本发布，一批民企项目得到国
有资本的关注和支持，共有 12 个项目
现场签约，涉及项目金额128亿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促进各
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此
次推进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重点聚焦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国
企与民企搭建对接渠道，促进双方协同
发展、合作共赢。

此次推出的合作项目，包括 28 个
股权合作推介项目、81个协同发展推介
项目。“拓展了合作方式，除资本合作
外，国企民企还有供应链、产业链、协同
创新等合作模式。”省国资委企业改革
处负责人表示，国企在人才、资本等方
面实力强，民企体制机制灵活，求新求
变意识强，双方可选择合适的合作模

式，实现优势互补。
现场签约的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的算力装备智造项目、杭州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的深睿医疗集团总部招
引项目等，直接和社会资本合作入股参
与。而医疗设备以旧换新等项目，参与
国企民企采取科技创新合作和产业合
作等模式。

据统计，2023 年以来，我省国企与
民企已开展各类合作项目 2619 项，国
企引入社会资本 194 亿元、投资民企

713 亿元，涉及项目总金额 6253 亿元，
推动了国企民企携手协作、互利共赢。

会上，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浙
江精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还进
行了项目现场路演，项目涵盖人工智能、
新材料、智慧物流、生物医药等领域。

目前，浙江产权交易所“浙交汇”平
台已上线“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专区”。
相关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最新项目将持
续发布，有意向的企业可登录专区查
询、洽谈。

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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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暴妮妮 通讯员 董浩 杨弋航） 近日，浙江
泓泉不锈钢有限公司因违规排污，导致附近的地表水受到污
染。为此，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进行磋商后，要求其按照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评估意见》《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在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应用的指导意见（试行）》，确定此次损害行为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金额为 119142 元，其中 GEP（生态产品总值）损害
赔偿为 25712 元，目前全额赔偿款已缴清。这是丽水首次将
GEP核算结果应用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

“之前的生态损害案，往往只是‘就事论事’进行赔偿，很难
弥补生态环境功能长期或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丽水市生态
环境局自然生态规划处副处长刘春龙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一个
村民因某种原因毁坏了大片山林，从生态修复的角度，他只需将
毁坏的山林补植复绿即可，但是补种的树苗长成大树期间，森林
固碳、水土保持等调节服务类的生态产品价值损失却没有得到
充分估量。

为准确评估受损期间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为生态环
境损害索赔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依据，今年以来，丽水市生态环
境局与丽水市发改委联合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在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应用的指导意见（试行）》，完善生态损害评估指标和技
术体系，实现覆盖多种生态环境要素的分类补偿，构建起适应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修复和赔偿制度。

刘春龙介绍，当某地区发生生态环境破坏事件时，由属地责
任部门组建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专家组，联合发改部门通过 GEP
核算评估结果，就该事件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具体损失，包括
调节服务功能受损以及文化服务价值下降等进行最终的评定，
明确赔偿方式和赔偿标准。

“当然，不同的案件涉及的 GEP 推荐计算指标也不同。”刘
春龙说，泓泉公司涉及的这起案件，主要考虑的是因水体污染而
造成周边的旅游康养、休闲游憩等文化服务类的生态产品价值
损失。

“丽水在全国率先探索将GEP核算结果引入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更加科学地评价生态环境污染损害导致的生态产品
价值损失。”省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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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乐 清 7 月 30 日 电 （记 者
张银燕 通讯员 李闻文 黄慧慧） 滩
涂海面上，一望无垠的光伏方阵蔚为壮
观。30 日晚，位于乐清市的亨泰 550
兆瓦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成功并入国家
电网，该项目将与前不久刚投运的温州
乐清湾共享储能电站联合，在全省率先
形成“渔光储一体化”发电项目应用场
景。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时期，这
一应用场景在能源消纳、电网调度等方
面将展现极大潜力和增值效益。

近年来，温州大力发展新能源产
业，积极推广“渔光互补”光伏电站建
设。亨泰 550 兆瓦渔光互补发电项目
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之一，此次投
运的是一期项目，总投资 14.67 亿元，

容量 270 兆瓦，占用海域面积约 2918
亩，项目共安装单晶硅双面光伏组件近
50 万块。项目将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
相结合，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让
集约用海变成现实。

“该光伏项目并网发电后，年平均发
电量达3.2亿千瓦时，可满足超8万户居
民一年的用电需求。与相同发电量的火
电相比，每年可为国家节省标准煤9.8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6.98 万吨。”
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
杨斌浩介绍，除此以外，项目为当地渔民
提供新机会，可提供1000余个渔业养殖
岗位，每亩滩涂每年额外创造约3000元
的渔业产值，发电税收总计可达5850万
元，实现渔业生产和节能减排“两不误”。

“渔光储一体化”项目乐清并网

本报桐庐7月30日电 （记者 张帆
应陶 谢甜泉 通讯员 张高顾） 杭州到
温州的捷径——杭温高铁有了新进
展。30 日 8 时 03 分，首趟试运行列车
G55701次从桐庐东站开出驶向温州北
站方向。9 时 02 分，G55701 次列车抵
达由沿海铁路杭深线永嘉站改扩建成
的温州北站，耗时 59 分钟。这标志着
杭温高铁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全线开
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浙江陆域一小时交
通圈即将合龙。

杭温高铁北起杭州桐庐东站，途经
金华浦江县、义乌市、东阳市、磐安县，
台州仙居县，至温州永嘉县的温州北站
后，再利用既有杭深铁路延伸至温州南
站；新建正线长度约 260 公里，设计时
速 350 公里，全线设桐庐东、浦江、义
乌、横店、磐安、仙居、楠溪江、温州北、
温州南等9个车站。

来自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

消息显示，杭温高铁运行试验计划不少于
30天，运行试验期间使用运营动车组开
行试运行列车，在杭州西至温州南站间
往返运行，沿途停车站模拟办理客运业
务，每天最多开行35对试运行列车。

目前，杭温间高铁动车已有三条线
路，即走沪昆高铁转金丽温铁路、走杭
绍台高铁转沿海铁路，还有直接走沿海
铁路杭深线。其中走杭深线要绕路宁
波，线路长、速度慢，耗时最长，一般要3
小时左右。另两条线路大致耗时在两
小时左右。

杭温高铁是国内首条国务院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
本投资示范的“双示范”高铁项目。据
了解，杭温高铁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
义乌至温州段，于 2020 年 6 月全线开
工建设，由省发展规划院作为实施机构
监督管理，省交通集团和沿线地方政府
出资代表作为政府出资方引导，由民营

企业百盛联合集团作为社会资本方控
股投资建设；二期为杭州至义乌段，于
2021年9月全线开工建设，由省交通集
团控股投资建设，是浙江首条由省方全
资建设的高铁项目。

杭温高铁通车后，浙江将实现省城
杭州到其他陆域设区市所在地一小时
左右的陆路交通。届时，东阳、磐安、浦
江、仙居等地将迈入高铁时代。“杭州与
温州两地的同城化通勤时空距离进一
步拉近，将会带动更多人流、物流以及
资金的流动，杭州、金义、温州三大都市
经济圈一小时到达格局就此基本形
成。”省交通集团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
总指挥长梅建松说。

此外，作为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和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
杭温高铁在桐庐东站与合杭高铁湖杭
段连接，在义乌站与沪昆高铁连接，在
温州北站与杭深铁路连接，是长三角城

际 铁 路
网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对于推动
铁 路 投 融 资 改
革，推进铁路基础
设施联网、补网、强
链，打造“轨道上的长
三角”，便利沿线人民
群 众 出 行 ，促 进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和 产 业 发
展 ，助 力 浙 江 高 质 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和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等
具有重要意义。

59分钟，桐庐东站直达温州北站

杭温高铁昨起试运行

申时，即下午3时至5时整。日前，
杭州迎来今夏首个40℃高温。此时虽不
及正午那般灼热，但烈日仍不断掀起滚滚
热浪。记者来到位于西湖区三墩镇的杭
州云深处科技有限公司，一场“跑酷”正在
上演：只见公司大楼外的训练场上，五六
只机器狗或来回穿越障碍，或反复上下
楼梯。一起“奔走”的，还有两名机器狗
训练师，一人手持遥控手柄，一人抱着笔
记本电脑，紧紧跟在“狗狗”们身后。哒
哒哒⋯⋯人和机器的脚步声不绝于耳。

“它们的本事可不小。”29 岁的陈
申红是“跑酷主教练”，他眼前的机器
狗，小的如一个电脑主机，大的像一辆
超市购物车，电力巡检、应急消防、导引
带路⋯⋯每一只都身怀绝技。陈申红拨
动遥控手柄，一只长约1米的银白色“大
狗”来到记者面前。凑近一看，它头顶上
4只“眼睛”炯炯有神。“这是电力巡检机
器狗，‘眼睛’是高精度激光雷达和摄像
头。它们能代替工人进入高危环境检
测。现在，全国26个省市变电站用上了
我们的机器狗。”陈申红自豪地告诉记者。

为什么要在三伏天训练？“机器狗必

须在炎热、严寒等极端环境下保持稳定。”
陈申红说，一旦“趴窝”耽误检测，麻烦就
大了。因此，2022年起，光这样的耐热训
练，云深处公司就进行了上万次，多数特
意挑选在酷暑天或者专业的高温测试箱
中进行，为的就是机器狗能“突破极限”。

记者注意到，此刻为下午3时30分，
温度计显示气温为39℃，水泥地面的温
度则超过了50℃，一旦机器狗出现异常，
训练师们马上连接电脑，记录参数与环
境情况，和工程团队一起想办法改进。

“要提升耐热极限，有两个路径，一

是优化散热系统，二是减少元器件发
热。”陈申红说，密集训练沉淀下来的数
据，将支撑工程师更好优化硬件性能。
记者看到，如今机器狗背部呈“齿状”，
可以增大散热面积；通体银白色的外
观，也是为了更好降温；机器狗的“肚
子”里还装有两排高性能风扇，正分别
往4只“脚”的关节处使劲送风。

肉眼看不见的是，研发团队调试出降
低芯片使用功耗的算法，研发出功耗更低
的机器狗关节，大大降低设备过热的风
险。“通过近2年的研发改进，机器狗的耐

热温度从40℃提升到了55℃。接下来，
我们打算把‘上限’再提一提。”陈申红说。

不到半小时，陈申红的黑色 T 恤已
经被汗水濡湿，汗珠顺着脸颊流淌下
来。记者也感觉到全身衣服发烫，暴露
在外的皮肤开始感觉有些刺痛。“这很
正常。”另一名训练师陈伟航露出胳膊
说，长时间户外训练，他们不仅皮肤黑
了，脱水中暑也是家常便饭，“但我们中
暑，总比机器狗在关键时刻‘中暑’好。”

在云深处公司，各类机器狗同步训
练，场景也多种多样。比如近两年，各
地变电站改用了镂空楼梯，机器狗很容
易“误认”踩空。不久，训练场里就出现
了“同款”楼梯，经过算法深度学习和训
练，机器狗连续上下已稳稳当当。此
外，训练师们还从全国消防救援现场，

“复制”来鹅卵石路面、45 度陡坡、遍布
砖块的废墟等，每一处训练场景，都为
解决机器狗在实战中的“痛点”。

记者离开时，夕阳在草坪上镀上了
一层薄薄的金色。训练师已经换班，但
机器狗还没停下来，它
们将工作至深夜。当
翻 越 过 一 个 又 一 个

“坎”，机器狗才能越来
越强大，不断攀上新的
高峰。

上万次奔走，只为测试耐热极限性能

在50℃的水泥地上陪机器狗跑酷
本报记者 丁 珊 共享联盟·西湖 谢雯艳 陈欣媛 张一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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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机器狗训练师陈申红正在训练机器狗上下镂空楼梯。 本报记者 陈晓驰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方成） 诸暨市
浬浦镇梅西村干部黄志军没想到，今
年 37 岁的自己，还能踏进校门学习知
识 ，近 日 还 拿 到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证 。
2021 年开始，诸暨市委组织部链接高
校资源，为全市村社干部开设学历提
升班，由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承担
教育教学工作。黄志军第一时间报了
名，并于 2022 年 3 月开启了自己家门
口的“大学生”之旅。

这几年，诸暨通过举办村社干部学

历提升班，有计划、系统性地对村社干部
进行教育培训，帮助培育素质好、能经
营、善治理的乡村本土人才。诸暨市委
组织部要求各乡镇（街道）逐一对辖区内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进行摸排，通过层
层动员摸底，筛选出205名符合条件的
村社干部。同时，结合当前重点工作和
长远发展需要，科学设计学习专业，把

“双提升”与基层党建、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让村社
干部有目标、有针对性地学习。

诸暨系统培训村社干部

本报杭州7月30日讯（记者 张源）
7 月 30 日，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
下，高温的强度和范围继续增强、扩大
到全省。30 日截至 17 时，全省共有 21
条 高 温 橙 色 预 警 ，桐 庐 最 高 气 温 达
39.2℃，位居全省榜首。

近期气温走向与以往不同，浙北地
区气温超越浙南地区，拿下“浙江最热
地带”称号。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副高
脊线位置偏北，浙北地区空气下沉增温
强于浙南地区；二是浙南地区多山，最
低气温普遍低于浙北地区，每日升温的

起点较低；三是副高脊线南侧，易吹东
南风，海上相对陆地较凉的气流进入浙
南地区，且时不时会下点小雨。

8 月即将开场，副热带高压依旧牢
牢盘踞全省上空，高温将愈发“凶猛”。
未来 7 天，全省以晴热高温为主，多午

后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可达
37℃到39℃，局地40℃以上，如绍兴，7
月 31 日起将连续 5 天冲击 40℃，8 月 4
日甚至直冲42℃。历史数据显示，高温
基本出现在 8 月中上旬，下旬气温会有
所回落。

未来7天浙江仍以晴热高温为主

全省高温强度继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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