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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结对村：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
当音符跳动在青山绿水间，仿佛“误入”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源⋯⋯这是我作为浙江省文化特派员，走进浙南大山
里，首次邂逅司前畲族镇左溪村时的感觉。这里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恍惚间仿若是自己鲁莽地闯入了一方净土。

如何让乡土田野与阳春白雪更好交融，唱出大山里的
民族之声？驻点结对左溪村后，我走村入户访老问少，邀请
大伙儿跟我“艺”起挖掘畲族文化，唱响乡村好声音。从留
守老人口中传唱的畲歌中提炼创作素材，在村子里的绿水
青山间寻找音乐灵感，我创作了两首音乐作品——男声独
唱《畲山小夜曲》和钢琴四手联弹《满岗茶绿》。交流中，我
发现左溪村生态禀赋和文化底子都不错，缺的是长效稳定
的运营和推广。

当我正想着如何把大家凝聚起来感受音乐的魅力时，
浙江音乐学院“文艺轻骑兵”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钢琴系、戏
剧系、团委等部门领导和师生们来了。我们与泰顺县委宣
传部、团县委、司前畲族镇和左溪村负责人，围坐在一起交
流策划，决定组织一场畲乡草坪音乐会。

音乐舞台搭在青山绿水间，三脚钢琴架在草坪绿地
上⋯⋯“琴韵沐心·温州印记”草坪音乐会正式亮相。村民
和游客们齐聚隐月草坪，大家或交错落座，或席地而坐。我
为左溪村原创的《畲山小夜曲》和《满岗茶绿》，现场首演便
赢来了阵阵掌声。一名游客感叹，从未享受过如此松弛、热
烈、自由的音乐会。不少村民反映：“第一次现场观看钢琴
音乐会。”“没想到高雅艺术也能来到家门口。”

点燃了氛围，要趁热打铁。我从村里的畲族歌手蓝永
潇那里获悉，村里以前有支凤凰畲歌队伍，如今只剩寥寥几人。我逐个拜访交
流发现，大家还是愿意唱自己的畲歌，想把村子里的故事传出去。于是，在镇
村干部帮助下，我们在村子里拉起了一支合唱团队，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
只有 6 岁。“我没学过发声，真的能参加吗？”“我娃这么小，不怕添乱么？”面对
村民的疑虑，我都鼓励他们大胆来尝试。

合唱团员有村民、中小学生、个体业主，还有民间歌手，都是业余歌唱爱好
者。从呼吸调节到发声训练，从单旋律演唱再到多声部合唱，我们约定了每月
进行排练。8月26日上午，合唱团首次集中排练，小小的厅里塞进50多人，比
原先报名的还多了 20 多人。一首反映民族团结的歌曲《之江同心石榴红》唱
得很是来劲，连好动的小孩也坚持了两个多小时，认真听讲学唱。我想，用热
爱和信念锻造这支队伍，能串联起更多的音乐文化活动，打开村民广泛参与的
切口。

为了让村民有更多本土化艺术作品，我加快了探访步伐，走出左溪村，穿
过廊桥、踏上碇步，听汩汩泉声、看袅袅云雾⋯⋯一首歌曲《泰顺，太顺》便也应

“韵”而生，换种方式诠释当地“走走泰顺，一切都顺”的口号。
大山里的好声音何其多，我计划通过举办音乐会、创作原创歌、开展展演

活动、培育提升队伍和编排音乐剧的“5+N”模式，推动高雅艺术创在乡村，吸
引更多活力留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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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派员日记

本报讯（通讯员 孙娜 记者 王晨辉）
手机扫码、开柜门、放电池、取电池、
关柜门、换电池⋯⋯近日，在顺丰速
运杭州萧杭路服务点，快递小哥在营
业点门口的充电柜前仅花了不到 1
分钟的时间，便为自己的快递电动自
行车换上了满格电池，开启了一天的
工作。

自今年 4 月杭州萧山区启动快
递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突出风险专
项整治行动以来，萧山邮政管理局
细化相关要求，通过一系列措施积
极推进该项工作，全区快递电动自
行车“以换代充”换电模式得到稳步
推进。“这一‘换电’模式不仅统一场
所、统一管理，可以减少高温、长时
间充电等引发的安全风险，节约了
快递小哥等待充电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效缓解了车辆续航、安全等问
题。”萧山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以前充电需要等半天，甚至提
前充一晚上。现在有了换电柜非常
方便，不用考虑原先充电后的续航问
题，还节省等待时间。”一名快递小哥
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萧山区内邮政快递
企业有快递电动自行车 2000 余辆，
换电快递电动自行车已达 860 余
辆，换电车辆占比达 42.5%，换电率
较整治活动开展前提升了 10 个百
分点。

本报讯 （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何超）“大家好，我们是桐庐消防，大
家要注意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千万
不能私拉乱接电线或者在门厅、消防
通道等位置停放充电⋯⋯”近日，一
场“君山有约·协商驿站”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共商共管议事会在桐庐县
桐君街道东门社区召开，县政协委
员、消防救援大队消防专家、住建局
干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代
表齐聚一堂，破解小区电动自行车充
停难题。

为让议事更具针对性，与会人员
会前实地参观了小区电动自行车私
拉飞线整治成效。讨论中，大家总结
交流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经
验做法，并从加强宣传教育、规范电
动自行车充停、提高充电“周转率”等
多方面献计献策。今年以来，桐庐聚
焦提升城乡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
患治理能力，多方合力治理城市老旧
小区及农村违规充电，通过“敲门”

“走亲”等行动，不断加强宣传提示和
警示教育，提高群众电动自行车安全
充停意识；针对电动自行车入户充
电、私拉电线充电等现象，充分动员
社区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开展动态排
查，督促协助问题及时整改；以“老旧
改”工程为契机，为居民安装电动自
行车智能化集中充电桩，配置灭火器
等设施设备，有效破解居民电动自行
车充电难问题。

萧山桐庐让电动自行车充停更放心萧山桐庐让电动自行车充停更放心

贵州茅台、四川五粮液、江苏洋河大
曲⋯⋯中国的特色好酒，承载着一方水
土的独特魅力。提起浙江的酒，人们最
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国内第一大酒类的白
酒，而是传承千年的黄酒。

事实上，浙江不仅有“同山烧”“梅江
烧”等“宝藏”白酒，每年夏季，老百姓还
爱在家用酒浸泡当季鲜采的杨梅，来一
口杨梅酒解暑开胃。

最近，省农业农村厅在兰溪开了一
场浙江土特产·杨梅酒产业发展座谈推
进会，多部门及相关企业代表参与。

记者从会上捕捉到一个信号：接下
来，浙江要把“杨梅酒”打造成有文化内
涵、有档次的酒类，一个具有高知名度的
地方特色大产业，一张专属于浙江的土
特产“金名片”。

为什么是杨梅酒？
提起枸杞酒，人们会说宁夏的“宁夏

红”；提起荔枝酒，人们会说广东的“十二
岭”⋯⋯它们承载着各地深厚的历史文
化，产一方，销全球，是当地乡村产业振
兴的中流砥柱。

杨梅酒？尚缺。据了解，湖南省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曾发布《靖州杨梅酒》
地方标准，但尚无代表性酒企和品牌
出现。

浙江的杨梅种植面积、总产值均占
全国 5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杨梅之
乡”。俗话说，“世界杨梅看中国、中国杨

梅看浙江”，为杨梅酒打造具有强大影响
力和号召力的领军品牌，这事，理应浙江
来干。

事实上，发展壮大杨梅酒产业，浙江
已有一定的基础，潜力很大。

在浙南山区，温州市文成县珊溪镇
省级森林公园牛栏湾山脚下，坐落着“华
南第一酒窖”。占地 8000 平方米，能洞
藏 1 万吨以上好酒，它便是当地酒企为
杨梅酒打造的巨大“藏酒洞”。

“2017 年，我们引进杨梅果酒产品
线，开始试生产杨梅酒，却发现口感不够
老熟醇厚，经酿酒技术员分析，是因恒温
贮藏时间短导致酒体风味不足，于是，我
们便斥资 5000 万元，建了新厂房、新产
线，还凿了这座山洞式贮酒窑。”文成县珍
谷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崇新透露。

杨梅酒是以杨梅为主要原料，通过
浸泡、发酵或蒸馏等工艺制成的酒精饮
品，是杨梅加工的重要产品。最初，这家
专业制造传统黄酒、米香型白酒、米醋的
浙江酒企，正是看中了本地杨梅的优良
品质，决心拓展这一特色酒品板块。

原产浙江的优质杨梅品种，属荸荠
种黑炭梅、乒乓球大小的东魁杨梅最负
盛名。通过不断实践和工艺优化，珍谷
酒业发现，前者适合制作杨梅发酵酒，后
者则适合制作杨梅浸泡酒。

今年，珍谷杨梅酒产线消纳了超
1000 吨周边杨梅，预计杨梅酒产量能达
300 吨，还接到了 300 万元海外大单，目
前正加紧生产，将浙南山区的鲜果佳酿，
送往数千公里外的欧洲。

在这次座谈会上，记者还看到了与
进口洋酒接轨的创新产品。杨梅白兰
地正是其一。台州市仙居县农业农村局
有关人士介绍，这是当地一家酒企以仙
居杨梅为原料，经过发酵、蒸馏、贮藏后
酿造而成的。

“传统洋酒白兰地以葡萄为原材料，
浙江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进行技术改造和
工艺提升，酿成杨梅白兰地，知识产权完
整，独具深加工优势，是一款值得大力发
展的高档杨梅酒。”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专
家表示。

“产一季，卖全年”，杨梅酒是“小农
户”衔接“大市场”的优良载体。一家酒企
能为远近一众梅农兜底，辐射带动增收。
发展杨梅酒产业，对于浙江发展相对落后
的山区海岛县，确实是个好路子。

近期，浙江组织开展杨梅及杨梅酒
产业调查研究，起草并下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杨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和《浙江土特产·杨梅酒产业发展三年提
升计划》两个文件。特别提到要“发挥浙
江山地资源优势，提升发展中高海拔杨
梅梯度种植基地 20 万亩”，同时，支持研
发推广适合山地果园运输、施肥、修剪、
采摘的小型机械，对山区杨梅基地进行
机械化改造。

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域内涉及杨梅
酒生产的加工企业共有 56 家，年鲜果加
工量近 10 万吨，大部分来自山区海岛，
多是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年产
值千万级以上的仅占约三成。

针对目前浙江杨梅酒主体整体面临

规模小、数量少、竞争力不强等困境，文
件显示，浙江将实施主体培优做强行动，
建立杨梅酒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引入国
有资本、金融资本等投资杨梅酒产业，不
断壮大龙头。力争用3年时间，培育5家
以上省级龙头，构建起龙头引领、特色中
小企业为梯队的杨梅酒产业矩阵。

大量资金、资源、人才将通过杨梅
酒这个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力“管道”，流
向山区海岛。

会上，一批杨梅酒产业领域的重大
项目课题获得发布。浙江各级农业部门
与浙江大学、省农科院、湘湖实验室等开
展合作，组建杨梅酒产业专家团队，围绕
专用品种选育、功效研究、品质管控、标
准化生产、风味优化等开展系统研究。

酒香也怕巷子深。从原始的自我炮
制，到实现企业化生产经营，再到成为地
标性大产业，浙江杨梅酒有了阶段性目
标——到 2027 年，浙江的杨梅酒产量、
产值相较 2023 年均翻一番，分别达到
2.5万吨、18亿元，打造出2至3个具有国
内外较大影响力的杨梅酒品牌。

会议结束后，来自仙居、兰溪等浙江
杨梅主产地的酒企代表跃跃欲试。有的
要把酒厂的杨梅收购范围进一步扩大，有
的决定以引进植保无人机、扩大保鲜冷库
等方式升级基础设施，有的要聘请高水平
酿酒师，开发私人酒品窖藏和酒品定制服
务新业态⋯⋯“浙江杨梅酒走规模化、高
端化的发展道路，我们是成为龙头的种
子选手，就要做前排探索者。”一位企业
代表表示。

浙江全力打造杨梅酒
争取到2027年，产量和产值均翻一番

本报记者 来逸晨 通讯员 裘云峰

本报杭州 9 月 3 日讯 （记者 祝梅）
19 日至 21 日，2024 云栖大会将在杭州
云栖小镇举办。今年大会以“云启智跃
产业蝶变”为主题，将设三日主论坛、400
多个分论坛及并行话题，开放 4 万平方
米的智能科技展区，展示全球百余款 AI
应用。

和往年一场场的主题演讲不同，今
年云栖大会的主论坛将设置 3 个对话环
节，邀请大模型、自动驾驶和机器人领域
的领军技术人和明星创业者分享 AI 前
沿趋势和应用进展，用更聚焦的方式呈
现、观察、交流行业的最新动态。

大会组委会透露，该环节将有月之
暗面 Kimi 创始人杨植麟，阶跃星辰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姜大昕，北大—银河通用
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主任王鹤，星动纪
元创始人陈建宇，宇树科技创始人、首席
执行官王兴兴，NVIDIA 全球副总裁、汽
车 事 业 部 负 责 人 吴 新 宙 等 行 业 大 咖
出席。

这两年行业中最热的两个关键词：
大模型和人形机器人，都会在今年的云
栖大会上集中展示。记者了解到，400
多场论坛中，将有 150 余个并行话题与
论坛和大模型相关。

展馆方面，1 号馆是人工智能+馆，
通 义 大 模 型、百 川 大 模 型、月 之 暗 面
Kimi、智谱·AI 的 GLM-4 及零一万物
的 Yi 系列大模型齐聚一堂，将共同展
示基础大模型最新生产力，还会有 10

余家多模态模型带来图片生成、3D 生
成、音频生成以及智能编码等场景应用，
为与会者带来看得懂、玩得转、用得灵的
沉浸式交互体验。

相较去年大会时大模型刚“冒尖”的
状态，今年大会更关注技术进程中的尝
试和创新。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市
场营销部负责人刘湘雯举例说，通义大
模型就用通通好看、通通好玩、通通好用
来贯穿自己的展位主题。还有不少过去

一年间诞生的新面孔亮相，比如，由生数
科技团队打造的首个国产纯自研视频大
模型 Vidu 就将在本次大会上进行公开
展示。

3 号馆是前沿应用馆，将集中展示
“云+AI”驱动的产业前沿应用。大会上
将集中展出 15 组人形机器人，演示其控
制和运动方面的能力，星动纪元、银河通
用、宇树科技、逐际动力等中国顶尖人型
机器人企业都将带来产品分享和展示。

它们代表着当下国内最顶尖人形机器人
的大脑、小脑、本体能力。

包括中国一汽、零跑汽车、星巴克、
小红书、网易伏羲等在内的多家企业，也
将在此展示创作搭档、效率工具、专业助
手、拟人交互、智能终端等多个方面创新
场景的百余款前沿AI应用。

云栖大会的前身可追溯到 2009 年
的地方网站峰会，如果从 2015 年正式
更名“云栖大会”算起，今年正好迎来第
十年。围绕云计算和 AI，从底层硬件到
数据中心，从云计算基础设施到数据管
理服务、人工智能平台和模型服务，大
会将持续作为重要的技术展示和交流
平台，在 2 号展馆计算馆，全景式呈现展
示 AI 时代云计算最新技术形态与产品
进展。

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悉，今年云栖
大会共有 400 余家产业链生态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参会，展示 3000 余项前沿
技术、重点产业领域新成果和新产品。
截至目前，已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美国等全球 50 余
个国家的参会者报名。

作为一场技术盛宴，云栖大会的主
角始终是开发者。今年大会设置 AP-
SARA 智慧城堡、Agent 构建场等创新
交互场馆，开发者可以在领航员的带领
下尝试AI应用从0到N的构建过程。在
一众 AI 硬科技之外，大会还设置飞天音
乐节，带来一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AI应用、人形机器人“神仙打架”

今年云栖大会看点多

本报台州9月3日电（记者 许峰）
3 日上午，中国 AOPA 华东地区（浙
江）无人机操控员考培一体化基地在
台州湾新区揭牌运行。

物 流 运 输 、精 准 农 业 、航 拍
摄 影 ⋯⋯ 随着低空经济窗口期到
来，无人机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但
目前专业人才的数量远远跟不上行
业需求。为满足市场需求，台州循环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器拥
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简称中国 AO-
PA）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考培
基地。

“这是中国AOPA在华东地区授
权的首家考培基地。台州在低空产
业深耕8年，无人机制造、研发产业链
非常完整，应用场景也很丰富。”中国
AOPA秘书长陈国华说，作为浙江重
要的低空经济发展地区，考培点的建
立将带动台州无人机的培训和应用，
让低空经济真正飞起来、火起来，产
生新的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

据了解，作为台州低空经济的主
战场，台州湾新区拥有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78家，引进彩虹无人机项目、北

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生产基地、吉利星
空智联卫星项目等 41 个重大项目；
建成投运1200米跑道的台州湾新区
机场，填补台州通航领域空白；建成
28 万平方米航空航天综合体和 35
万平方米台州低空经济产业园，拥有
未来产业先导区、空天产业“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等省级平台，以及国
家级无人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形成
较为完善的低空经济产业链基础。

“华东地区（浙江）无人机操控员
考培一体化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我们
低空经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将科教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台州湾新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除了为周边无人机“飞
手”提供便捷的“驾照”考培服务，借
力专业培训，定向培养无人机飞控方
面的专业人才外，该基地将通过进一
步优化无人机协会、地理测绘中心、

“飞安行”低空飞行管控服务平台等
相应服务、管控机构，抢抓低空经济
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
遇，推动台州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
发展。

无人机飞手可在台州考“驾照”了

浙报观察

9月3日，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展厅，通用人形机器人H1（左）在表演舞蹈。该公司的人
形机器人将亮相2024云栖大会。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李震宇 摄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9 周年纪念日。当日，在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宋殿受降村，杭州各界群众参观抗
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铭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