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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以 来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锚 定
“青年留杭第一区”目标，大力开展
青年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构建“15
分 钟 青 年 人 才 发 展 服 务 圈 ”，全 区
56.6 万青年群体已成为打造科教文
创高地活力品质城区的关键力量。

在西湖区留下街道小和山高教
园 区 ，目 前 有 浙 江 工 业 大 学（屏 峰
校区）、浙江科技大学、浙江外国语
学 院 等 9 所 高 校 ，另 有 5 家 科 研 院
所，师生、研究员超 6 万人，是杭州
三大高校园区之一。

借 助 西 湖 区 打 造“ 青 年 留 杭 第
一 区 ”的 东 风 ，留 下 街 道 结 合 小 和
山科学城建设及链式党建工作，加
大校地合作力度，充分发挥辖区内
小和山科学城的地理、资源和组织
优 势 ，积 极 打 造 科 学 城 青 创 综 合
体。目前，青年就业创业综合体已
正 式 启 用 ，为 高 校 应 届 毕 业 生 、创
新 创 业 群 体 发 放“ 量 身 定 制 ”的 特

别礼包，涵盖创业、就业、生活三大
类，包括人才、商事、税务、住房、婚
姻等 58 项事项。

“科学城青创综合体精准聚焦高
校师生的‘急难愁盼’，尤其是应届毕
业生、创新创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西
湖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青 年 人 才 留 杭 ，良 好 的 创 业 环
境是关键。西湖区持续在平台、活
动 、服 务 三 点 发 力 ，依 托 留 下 街 道
和 西 湖 区“ 中 兴 ”发 展 主 战 场 西 溪
谷的数字科技产业平台优势，搭建
更加多元的创新创业平台，帮助青
年创业者链接蚂蚁集团、浙商创投
等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在 创 业 资 源 对
接 、创 业 辅 导 、投 融 资 等 方 面 给 予
最大力度的支撑支持，为留杭人才
提供强大后盾支持。

平 台 建 设 上 ，在 已 落 地 的 西 湖
区天道量子研究院、西湖人工智能
应用研究院、浙江省工业设计技术

创新服务平台等 3 家科创平台基础
上，持续抓好浙工大校友产业园、浙
科大中德科创中心、浙外小和山科
学城跨境电商产业园等 5 大平台建
设，为青年人才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活 动 上 ，在 浙 江 大 学 国 家 大 学
科 技 园 、西 溪 谷 区 块 链 产 业 园 等
地，举办以“数智科技”“数智制造”

“ 区 块 链 ”“ai 智 能 主 题 路 演 ”等 为
主 题 的 路 演 、沙 龙 活 动 ，为 青 年 人
才 搭 建 与 企 业 平 台 双 向 奔 赴 的 桥
梁。

优 化 服 务 上 ，西 湖 区 在 小 和 山
科学城打造政务服务驿站，设置政
务 服 务 专 窗 ，安 排 政 务 服 务 专 员 、

“两老商圈”代办员，依托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以现场办、网上办、掌
上办、自助办、帮代办等多种形式，
实 现 青 年 就 业 创 业 高 频 政 务 事 项

“上门办、就近办、快速办”。
未 来 ，西 湖 区 还 将 借 助 启 真 创

新概念验证中心，优化成果转化服
务网络，为青年人才的优质科创项
目 提 供“ 概 念 验 证 + 孵 化 + 产 业 加
速”的全周期服务，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赋
能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 ”，为 青 年 人 才 提 供 从 理 论 到 实
践、从创意到市场的全方位支持。

杭州西湖区构建15分钟青年人才发展服务圈
楼嘉雯 杜跃萍 钱 雯

小和山科学城政务服务驿站
（图片由西湖区留下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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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溇能品尝到如此美味的
太湖百合羹，这一趟来得实在是太
值 了 ！”近 日 ，湖 州 市 吴 兴 高 新 区
杨 溇 村 迎 来 了 一 批 来 自“2024 中
国文化行”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殊游
客，他们品尝太湖特色美食，参观
螃蟹庄园，对当地特色农业连连称
赞。

吴兴高新区位于太湖之南，处
于“ 太 湖 新 溇 港 ”片 区 的 关 键 节
点，辖区北部的滨湖村落有着千年
溇港水利资源以及“夜潮泥”等得
天独厚的农业生产优势。为了推
动当地的产业振兴和乡村发展，吴
兴高新区党工委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优势，深挖溇港文化和当地资源
禀 赋 ，以 组 织 联 建、产 业 联 兴、活
动 联 办、资 源 联 享、生 态 联 护“ 五
联 ”合 力 为 抓 手 ，探 索 新 模 式 ，培
育“溇港风味”滨湖共富产业链。

在机制创新方面，近年来，吴
兴高新区创新“1+3+N”产业链组
织架构，组建滨湖共富农业产业链
联合体，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组 团 式、清 单 化 解 决 生 产、市 场、
战略等发展堵点。目前，联合体覆
盖高新区 3 个村集体和 20 余个产
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解决人才、市
场等各类发展问题数十个。

为了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品种

培 优、品 质 提 升、品 牌 打 造 ，吴 兴
高 新 区 深 化“ 政 村 企 校 ”四 方 联
动 ，创 新 上 下 游 联 建 、大 中 小 带
建、产学研共建、山海湖互建四类
模式，协同浙江大学、湖州市农科
院等 6 家高校院所培优太湖百合、
白玉枇杷等农产品，携手湖州庙港
人水产有限公司打造集一二三产
深 度 融 合 的“ 蟹 ”主 题 乐 园 ，节 庆
活动单次引流超万人。“自从把地
租给村里种百合，收益明显变多，
而 且 村 里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游 客 也
多了。”杨溇村的陈阿姨喜滋滋地
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共富工坊”的
建设也是吴兴高新区推进乡村振
兴的一大亮点工作。近年来，该区
不断拓宽“创客团队+基地农户”
创业模式，推动当地种植养殖、加
工 销 售 、文 旅 研 学 等 项 目“ 全 链
式”发展，持续引流活村富民。“我
们坚持把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
员聚在产业链上，让老百姓富在产
业链上。”吴兴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说。

明康汇智慧农业园区、火车咖
啡、湖畔湾营地⋯⋯一个个农村新
业态在这里遍地生花，农民增收致
富的渠道不断拓宽。接下来，吴兴
高新区将继续坚持深挖地方特色
优势资源，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新局面。

湖州吴兴高新区

特色产业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联合国赴华项目2024中国文化行·湖州溇港”走进高新区杨溇村，参观杨桂珍螃
蟹庄园展厅。

（图片由吴兴高新区提供）

透过家博会
看见产业新风向

8月11日上午9点，家博会中心的
主会场入口处，已满是排队等候入场
的观众。不少人从外地赶来，奔赴一
场家纺行业盛会。

本届家博会的阵容和规模一如既
往。

如期而至的家博会，是行业观察
中国家纺产业的窗口，也是许多家纺
企业和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首展、首发、首秀”的舞台。
本届家博会，内容更多、参与更

广、创新更亮。今年展会，参展企业既
包括家纺产业“顶流”，也汇聚了近年

来迅速崛起的“新势力”，展现出当地
家纺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原家纺装饰
城改造提升而成的新市场——杭海面
辅料中心在本届家博会期间正式开
馆。中心总建筑面积 6.7 万多平方米，
共三层，有商铺 500 多个，未来也将成
为当地家纺产业的一颗新明珠。

与此同时，此前国内刮起的“中国
风”，也吹进了展会现场。

纺织非遗产品的展陈，是近几届
家博会的一大亮点。如何让纺织非遗
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这一点将在本
届展会得到淋漓尽致地诠释。

相比以往，本届家博会对于非遗
面料及相关衍生品的展览将更集中，
主题更明确，展品品类也更加丰富。

据悉，本届家博会采用联展形式，

除了传统的窗帘面料展外，还同期举
办 2024 国风时尚面料金秋推广季行
业交流会暨杭海时尚面料流行趋势发
布会。同时，致力于国潮国风服务零
售推广的杭海面辅料中心也于展会期
间启用，通过线下场景化体验和线上
高质量内容分发，全面带动本土高端
国潮纺织服饰的销售。

今年，家博会进一步加大招商推
广力度，展前，家博会组委会广邀海内
外多元采购群体到会，助力参展商链
接更多资源、拓展更广阔市场。

另外，本届家博会期间还将开展
“三品”全国行浙江省“十链百场万企”
之现代纺织与服装产业链对接活动、

“借力新媒体 打造新格局”家纺直播
电商主题论坛暨布艺网红达人颁奖典
礼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大家带来一场
产业盛宴。

打造新市场平台
引领国潮新风尚

从 传 统 的 真 丝、宋 锦、苏 罗、杭
罗 等 ，到 棉 麻 、涤 纶 、竹 纤 维 、醋 酸
面 料 ⋯⋯ 走 进 杭 海 面 辅 料 中 心 ，浓
浓的国风国潮扑面而来。

首次亮相的国风时尚面料金秋推

广季行业交流会暨杭海时尚面料流行
趋势发布会将展会推向新高潮。其展
陈与丝绸相关的国风服饰、纺织（非
遗）文创产品、饰品等，不仅让大众领
略到传统文化的焕新魅力，更能让非
遗时尚进一步走入大众视野，引领时
尚新生活。

今年，“新中式”成为流量密码，以
家纺闻名的许村镇也跟着这股“国潮”
火热出圈。

作为海宁发展的富民产业、优势
产业，家纺产业一直是许村镇的金字
招牌。而在其背后，它还有着浓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据了解，纺织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包含纺、染、织、绣、印等传
统技艺，而许村家纺的文脉源流，正是
以蚕丝织造、棉麻织造、云锦织造等为
代表的织造技艺。

这股国潮风，让沉睡在家纺产业
中的“文化基因”渐渐苏醒。依托于深
厚的产业基础，近年来，许村面料生产
企业紧抓国风、国潮流量契机，积极拓
展大提花在中高端服饰面料领域的应
用，许村镇也由此成为以大提花时尚
面料、潮流服饰为特色的热门货源地，
走出了一条传统与时尚、文化与纺织
融合发展的转型之路。

此前，家家机杼响，户户织布忙。
如今，企业日产国风面料3万余米。越

来越多家纺企业投入这股转型浪潮，
开始自主设计研发生产优质服装面
料。“马面裙的火爆，让我们发觉，需要
一个专业的市场来展陈国潮风为主的
面料。”许村镇相关负责人说，杭海面
辅料中心定位为时尚面料展销集散
地，其启用将进一步打通高端时尚面
料产业链上下游，塑造和提升许村镇
国潮高端时尚面料基地 IP，传播杭海
时尚面料流行风尚，推介杭海优质面
料企业品牌，更加有效推动企业合作、
产业交流和市场转型。

日益完善的会展场馆设施，与许
村产业转型升级有机融合，有力促进
了当地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紧
邻杭州周边服饰批发市场，并辐射海
宁许村及周边各大服装生产园区，由
此可见，杭海面辅料中心的启用，将进
一步完善全镇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链
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更紧密顺
畅，为家纺产业的加速发展添一把火。

以展为媒
激发家纺新活力

3 月 5 日，2024 海宁中国·国际家
用纺织品（春季）博览会完美收官。三
天观展人数已创近年博览会新纪录，

进 馆 超 7 万 人 次 ，同 比 去 年 增 加
54.78%。

23 年，家博会一年比一年有着更
强劲磁力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40 多年来，许村建立起了全国
最大的家纺面料生产基地、全球最大
的提花家纺产销中心。随着产业的
转型升级，展会的内容也随之变化。
从最初的“卖好一块布”到如今的“服
务好一个产业”，海宁中国家纺城紧
扣产业发展所需，实现了从单一商贸
市场向综合服务平台的升级。

23年，家博会持续发挥其作为“专
业展培育基地”的作用，积极整合行业
资源，突出办好“专业展”，而且办出特
色、壮大规模，逐步形成“以会促产”格
局，不断提升“海宁家纺”品牌影响力
和美誉度。

以展促产，以产带展。一直以来，
每一届海宁家博会都在不断丰富展会
内涵、产品品类，并通过邀约组织设计
师、留学生、侨商、商（协）会等走市场、
访企业，举办行业交流论坛、流行趋势
发布会，加深与贸易促进机构的合作
等方式促进展会升级。

23年，家博会变了很多，但有些特
质始终未变。家博会始终聚焦于把生
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连接起来，通过
构建面对面接触交流、洽谈贸易的桥
梁，促成人气、商气的集聚，有效助力
许村向着打造“世界级家纺产业集群
先行区”奋力迈进。

据了解，许村镇集聚着1万多家纺
织经营主体，年产布艺产品28亿米，出
口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量和市场占
有率居全国前列。如今，许村也在加
快实现家纺产业从“一块布”到“一个
家”的精彩蝶变。

办好一场盛会，改变一座城市，推
动一方产业发展。

未来，许村镇将继续以会展为媒，
聚焦“家纺+服装”两大时尚产业，以创
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招强引优推
动产业延链强链，以数字经济赋能产
业提质增效，为筑“时尚智造之城”添
砖加瓦。

（图片由海宁市许村镇提供）

“一块布”织造时尚大产业
2024海宁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秋季）博览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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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2024 海宁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秋季）博览会火热开

展。位于嘉兴海宁市许村镇的中国家纺城市场内，31 万平方米的展区

布置一新，近 2500 家家纺布艺、窗帘配饰、智能机械设备等源头供应商

带着最新产品，吸引众多客户到场采购。

自 2001 年首次举办以来，海宁家博会已经走过了 23 个年头。走

进展会，人们真切感受到产业升级的活力、开放合作的信心，感受到家博

会带来的会展经济“乘数效应”开始显现，正在为海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

23载，家博会早已炼成行业知名盛会。如今，这种“顶流”又将带来

什么惊喜？

家博会现场，逛展洽谈络绎不绝。家博会现场，逛展洽谈络绎不绝。

众多商客在和参展商洽谈，进一步了解新产品。

去 年 以 来 ，绍 兴 市 医 保 局 聚 焦
“立体办”“延伸办”“智慧办”，通过
完善经办服务体系、优化经办服务
路径、创新经办服务方式，以集成式
改 革 推 动 医 保 增 值 化 服 务 全 面 升
级，取得显著成效，医保服务满意度
达 99.95% 。 在 国 家 医 保 局 组 织 交
叉评价中，绍兴市得分居全省第一。

聚 焦“ 立 体 办 ”，服 务 体 系 再 完
善 。 绍 兴 市 医 保 局 落 实 医 保 事 项
基层办事“三张清单”，构建市县乡
村 四 级 经 办 体 系 ，织 牢“ 线 上 办 为
主、自助办为辅、帮代办为补充、大
厅办为兜底”的医保经办服务一张
网 ，全 市 建 成 基 层 办 事 网 点 2500
个 ，镇 街 办 理 、村 社 帮 办 服 务 覆 盖
率 100% ，实 现 高 频 事 项“ 不 出
村 ”、疑 难 事 项“ 不 出 镇 ”。 围 绕 企
业和参保群众全生命周期、全服务
流程，绍兴在全省率先建成医保经

办“15 分 钟 服 务 圈 ”，形 成“ 统 一
办、全 城 办、线 上 办、联 合 办、延 伸
办 + 创 新 办 ”的“5+1”经 办 服 务 新
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绍兴还在全
省 率 先 实 施“ 医 保 专 员 ”制 度 ，172
名 医 保 干 部 下 沉 到 全 市 所 有 镇 街
定期驻点指导，累计为基层解决事
项 1800 余个。

聚 焦“ 延 伸 办 ”，服 务 路 径 再 优
化。绍兴市医保局打破地域界限，
建立跨区域业务协作机制，实现医
保业务窗口端“一站式”全省通办，
累计帮助超百家企业、6 万人次“少
跑 腿 ”，费 用 报 销 时 间 同 比 缩 减
25%以上。将医保经办平台及经办
事项全口径下放至医院端，绍兴市
医 保 局 在 全 省 率 先 开 设 定 点 医 疗
机构医保便民工作站，提供医院端

“集成式”就近速办新服务，已累计
为 参 保 群 众 办 理 业 务 12.66 万 件 。

传 承 发 展“ 枫 桥 经 验 ”，探 索“ 医 保
到 家 ”服 务 新 模 式 ，创 新 打 造 医 保
驿站，实现 21 个医保事项在自助机
端同质办理，突破性实现自助购药
医 保 直 接 结 算 ，推 动 医 保 办 事 、购
药 等 7×24 小 时“ 随 时 办 ”“ 邻 里
享 ”。 目 前 ，绍 兴 已 建 成 落 地 医 保
驿 站 21 个 ，覆 盖 园 区 、企 业 200 余
家，为 2 万余名职工和近 25 万附近
居民提供了便利。

聚 焦“ 智 慧 办 ”，服 务 方 式 再 创
新 。 为 推 动 异 地 就 医“ 提 质 扩
面 ”，绍 兴 在 全 省 率 先 实 现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全
覆 盖 和 定 点 零 售 药 店 省 内 异 地 就
医 购 药 直 接 结 算 全 覆 盖 ，211 家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实 现 门 诊 慢 特 病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 2023 年 ，省
外 参 保 人 在 该 市 就 医 近 66 万 人
次, 减 轻 就 医 垫 资 负 担 1.9 亿 元 ；

绍 兴 市 参 保 人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58 万 余 人 次 ，减 轻 垫 资 负 担 近 5
亿 元 。 此 外 ，绍 兴 市 医 保 局 还 运
用 智 慧 医 保 信 息 系 统 数 据 集 成 优
势 ，推 广 应 用 医 保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 免 申 即 享 ”、小 额 个 账“ 免 审 即
转 ”“ 无 感 退 休 ”等“ 一 地 创 新 、全
省共享”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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