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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银燕 共享联盟·
上虞 冯洁娜 通讯员 钱虹初）“通过
三地签约，有了这张先进材料产业链
供需全景图，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环
节一下子打通了。”绍兴市上虞区先进
材料产业链联合党委副书记、浙江新
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贵阳
高兴地说。9 月 7 日，在上虞区举行的

“红链赋能·料望未来”主题活动上，上
虞区先进材料产业链联合党委分别与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企业
党委、柯桥印染协会签订党建联建框
架协议。一直以来，供应链弹性不足、
产业链协同不强是掣肘企业发展的重
要阻碍，如今三地正式签约，该难题也
得到解决。

周贵阳口中的先进材料产业链供
需全景图，是当天活动上发布的“干
货”。该图涵盖辖区高分子材料等4条

先进材料细分产业链，覆盖 155 家企
业，建有协同关系企业90家，存在相互
供应关系产品56种。三地企业可以通
过供需全景图，详细了解每个产业链企
业所需的原辅材料及产品。

先进材料产业是上虞区计划打造
体量最大的产业，到 2027 年，预计实
现产值超 2000 亿元。上虞区先进材
料产业链联合党委书记、杭州湾综合
管理办公室主任倪水乔介绍，此次通
过三地跨市党建联建，并且由上虞提
供先进材料产业链供需全景图，三地
将在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产品等方
面进行共享。

“我们将以三地跨市党建联建为契
机，不断探索高质量党建赋能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先进材料科创高地。”上虞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三地跨市党建联建实现资源共享

上虞发布先进材料产业链供需全景图

巴黎残奥会特别报道

◀ 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蒋裕
燕（左）和邸东东在闭幕式上入场。

本报特派记者 彭鹏 拍友 王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何逸玮） 北京时间 9 月 9 日凌晨，随着
法国女子硬地滚球冠军奥雷利·奥贝尔
吹灭火种灯，杜乐丽花园上空的主火炬
缓缓熄灭，第 17 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
克运动会宣告闭幕。

巴黎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参
加了19个大项302个小项的比赛，共夺
得 94 枚金牌、76 枚银牌、50 枚铜牌、总
计 220 枚奖牌，以较大优势赢得残奥会
奖牌榜“六连冠”。其中，浙江运动员不
畏强手、奋勇争先，取得14枚金牌、3枚
银牌、6 枚铜牌的好成绩，刷新 7 项世界
纪录，创造了我省自参加残奥会以来的
历史最好成绩。

北京时间 9 月 8 日 0 时，巴黎拉
德芳斯体育馆，19 岁的浙江“飞鱼”蒋
裕燕在女子 100 米仰泳 S6 级决赛中，
以 1 分 19 秒 44 打破世界纪录夺冠。
至此，蒋裕燕以参加 9 个游泳项目收
获 7 枚金牌、刷新 4 项世界纪录和 1
项残奥会纪录的成绩结束巴黎残奥
之旅。

这位杭州亚残运会获得
金 牌 、奖 牌 最 多 的 运 动
员，又成了巴黎残奥会
获 得 金 牌 最 多 的 运 动
员。她还作为本届残奥
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
团 旗 手 ，在 北 京 时 间 9
月 9 日 凌 晨 举 行 的 闭 幕
式上亮相。

这些年来，浙江残疾
人运动事业不断发展，浙
江运动员在历届残奥会上
也不断创造佳绩。在2000

年悉尼残奥会上，浙江选手尹建华夺得
男子 S6 级 100 米自由泳冠军，这是浙
江在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尹建
华的胜利，激励了后来许多的残疾人运
动员。他们以尹建华为榜样，努力训
练，不断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2000
年之后的每一届残奥会上，浙江选手均
有金牌入账。

巴黎残奥会，浙江选手分别在游
泳、自行车、举重、羽毛球、射箭等项目
上获得金牌，在赛艇、田径、盲人门球等
项目上也收获了奖牌。

北京时间 9 月 8 日傍晚，在巴黎
残奥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作为最后
两名上场的浙江选手，杭州亚残运会
首金得主谢毛三和队友王丹琴参加了
女子单人皮划艇决赛。在女子单人皮
划艇 KL1 级决赛中，面对实力强劲的
对手，谢毛三以 54.91 秒的成绩获得
第五名，这一成绩也超过了她在杭州
亚残运会上夺冠时的成绩。在稍后进
行的女子单人皮划艇 KL2 级决赛中，
作为连续第三次参加残奥会的选手，
来自杭州的王丹琴同样全力以赴、奋
勇 争 先 ，以 58.98 秒 的 成 绩 获 得 第
7 名。

巴黎残奥会上，浙江选手以优异的
表现，展示了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
息、勇于拼搏的风采，实现了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浙江省残疾人体
育事业建设、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作出
了贡献。

取得14枚金牌、3枚银牌、6枚铜牌，刷新7项世界纪录

巴黎残奥会，浙江创历史最佳战绩

9 月初，浙江各地老年大学迎来开
学季。

记者发现，老年大学的课程批量上
新，越来越潮。仅浙江老年大学本部本
学期开设的 80 门课程中，就有新增的
法律实务、芭蕾、视频剪辑等 13 门课
程，同时还开设了越剧、美妆等多个短
训班。从 2022 年到 2024 年，全省老年
大学的精品课程数量从 965 门增加到
1435门，连续两年呈现快速增长。

浙江的老年大学课程为何加速上
新？除了课程之外，老年教育还有什么
新变化？如何更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

课程上新，解锁高质
量老年生活

直播训练营、青瓷手工、美学化妆
课⋯⋯翻开各地老年大学的课程表，能
够从中发现老年教育不同以往的打开
方式。

随着更多50后、60后迈入老年，他
们对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推陈出
新势在必行。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让老年朋友有
学上，更要有好课上。”省委老干部局活
动教育处处长甄柏钧说。

什么是好课？不同的老人或许有
完全不同的答案。怎样精准掌握需求，
浙江各地都在探索。

每学期末，桐乡市老年大学都会在
线上发放课程需求问卷，根据调查结果
生成数据图表，以此调整课程和班级名
额。去年初，近千名老年学员填写了问
卷，结果显示，有 200 多人想学围棋。
春季学期，桐乡市老年大学首次开设围
棋专业课，48个名额被一抢而空。

“我们还会定期邀请学员代表参加
座谈会，让大家谈想法、提建议。”桐乡市
老年大学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孙林艳介
绍，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最近时兴国风，很多年轻人在穿
马面裙，我们能不能也开一个班。”“传
统乐器课程比较多，我想尝试下西洋乐
器。”“家里的孩子爱吃中式糕点，有没
有机会学习？”⋯⋯

通过线上线下调研问询，老年人的
学习意愿得到充分反映。去年以来，桐
乡市老年大学上新“马面裙走秀”“电吹
管课”“中式面点班”“非洲鼓”等课程，
受到热捧。

近两年，全省各地还结合乡风民俗
和本土产业，培育挖掘了一批特色课程。

江山市廿八都镇老年学堂开设非
遗竹编技艺课，帮助“老农人”点亮“土”
文化。舟山市普陀区立足特色产业发

展和低龄老人现实需要，开设月嫂家
政、海岛民宿、蟹笼编制等特色培训课，
以技能教学带动老年学员增收。

场所上新，学校办到
“家门口”

“太抢手了！有些热门课程还得
‘摇号’。”在萧山老年大学就读的程大
爷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名额
有限、分布不均，老年大学“一课难求”
的现象普遍存在。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39.4万人，占总人
口的 26.17%。老年人旺盛的学习需求
和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的矛盾，成
为一道最现实的必答题。

扩容、增量、创新办学形式，浙江多
措并举，寻找破题之道。

2022年6月，浙江建立老年教育资
源整合工作机制，10余个省级部门共同
研究推进老年教育工作，17 个县（市、
区）揭榜试点。去年 11 月起，这项工作
在浙江全域推进。

为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省委老干
部局联合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等部门，
采取“合作、统筹、优化、共用”等方式，
积极整合成人文化技校、中小学校舍、
闲置用房等现有资源，以共建共享推动
老年大学、学校、学堂扩容增量。

新建、改建、政府购买服务⋯⋯通
过整合，省、市、县、镇街、村社五级办学

的网络逐渐完善，老年教育的供给能力
大幅增强。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老年大学总校
正式投运，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新
增学位 7000 余个，同时实现全区乡镇
老年学校、村舍老年学堂全覆盖。在温
州，40 个文化礼堂·社区教育共同体挂
牌使用，让老年教育服务更加便捷。

为方便老年人就近学习，浙江还把
老年教育嵌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民生综合体、养老服务中心等场所。

走进宁波市海曙区井亭社区的老年
学堂，人声鼎沸。84岁的徐奶奶兴奋地
说：“从家走到这只用十分钟，上午来阅览
室看看书，下午和大家一起上八段锦课，每
天都有盼头儿。”社区还整合老年学校和托
幼机构的功能，让“一老一小”一起“上学”。

通过场所扩容和均衡布局，浙江整
合老年教育阵地成效显著。家门口的
老年大学让“一课难求”问题得到极大
缓解。

截至2024年6月底，浙江共有县级
以上老年大学 349 所，镇街老年学校
1414 所，村（社区）老年学堂 11855 所。
相较老年教育资源整合前，新增各类学
校6151所，注册学员增加近百万。

资源上新，线上线下
齐发力

“在老年学校，和杭州来的教授面
对面，机会难得。”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

道老年学校的学员感叹。前不久，浙大
城市学院教授王撬撬专门来到这里，为
50余名老年学员上卫生保健课。

今年，全省开展老年教育“送教下
乡”活动，把省级优质课程和优质教师
输送到社区老年学堂，让基层老年人也
能享受优质普惠的教育资源。目前已
经组织了23次送教活动。

线下如此，“云”上亦然。为让老
年朋友可以随时随地、自主灵活地学
习，浙江还通过“云上课堂”解决教育
资源送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造
的“云上老年大学”平台上线两年来，
学员超过 100 万名，日活跃度最高达
4.2 万人次。老年人可以通过“手机
端+电视端”在线观看 400 多门各类优
质课程。

针对乡镇基层师资短缺问题，在培
养新教师之外，浙江各地鼓励退休教
师、民间艺人、“土专家”等各领域专家
加入。此外，省、市、县统一建设了老年
教育师资库，为实现“点单式”师资共享
提供保障。目前，库内已有 2.6 万名
教师。

当前，全省老年教育整合推进工作
仍面临诸多挑战。作为老年教育工作
的推动部门之一，省委老干部局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办
学质量评价体系，加大老年教育经费投
入保障力度，强化数字赋能；力争在
2025 年底，全省基本形成优质高效、普
惠共享的老年教育新格局。

开学季，浙江各地老年大学课程批量上新

“老同学”，欢迎走进新课堂
本报记者 张熙锦

平湖市老年大学开设国家级非遗平湖派琵琶班。 省委老干部局供图

重点结对村：桐乡市梧桐街道城西村
上周五晚上，我又回到了城西村。乌青剧社需要招募少年

说书人，今后给村民表演说书节目，我一起前去把关，挑选说书
的好苗子。

城西村距离桐乡市区不远，近年来，该村将老电影院改造成
文化礼堂，打造了城西剧场，与本地戏剧团队乌青剧社开展合
作。来到“有戏”的城西村，文化特派员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添
把力？我展开了探索和实践。

我与城西村有着很深的缘分，牵引的纽带就是戏剧。上大
学前，现在的乌青剧社社长吕安迪曾给我上过表演课，后来剧社
成立了，我也随之申请加入并继续跟他学习话剧表演。去年，乌
青剧社在城西剧场举办话剧演出、相声小品专场、亲子戏剧演
出、传统戏曲演出等100多场，我参演了其中很多剧目。

作为嘉兴市文化特派员回到城西村，如何让戏剧的种子在
这个小村生根发芽，成了我思考的重点。在一次次和村民的闲
聊中，很多人向我表达了能登台演出、参与其中的想法。为了让
大家更了解戏剧，我和乌青剧社一起推出“排练开放日”，让村民
能近距离感受戏剧的真实模样和多元化。

头几次“排练开放日”，村民似乎不为所动。到了第四次，有
一位老人很早就在城西剧场坐着，在台下默默看着我们排练。
结束时我走过去和她聊天，她笑着对我说：“以前我们在这里看
电影，现在看你们排戏，如果经常能排戏，我们茶余饭后更有滋
味了。”

老人的一番话，让我很受触动。我心想，老人以前爱看电
影，后来喜欢越剧，如今我们来了，让她能够接受越剧以外的戏
剧形式，这就是文化特派员的作用。

通过“排练开放日”，越来越多的村民了解了话剧、说书等戏
剧形式，剧场里的观众也越来越多，经常是座无虚席。

村民的热情感染了我。如何让城西村持续有戏？我和城西
村党委书记陆云丰商量后进行了深入的乡村戏剧调研，决定每
周安排戏剧人到城西剧场创作排练表演，提高与村民的互动性。

我们还组建、完善儿童剧团，让青少年感受戏剧魅力，为乡村培养更多传承传
统文化的戏剧新苗。今年暑期，我们打造了儿童剧团 2.0版，邀请专业戏剧导师来
村指导排练一出儿童剧。

于是，沉浸式戏剧《1988小镇物语》、儿童剧团《人小志大》在城西村接连上演，
“嘉兴戏剧金荷荟萃”青年话剧演员竞演活动也成功开展。连台好戏不仅吸引了热
爱戏剧的年轻人，更在本地村民中培养了一批忠实观众。

眼下，我还有个更大的计划——携手当地打造城西村戏剧节，把不管是刚了解
戏剧，还是已经热爱戏剧的朋友聚在一起，让戏剧之花在此越开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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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派员日记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胜伟）“老师，
您辛苦了。请您喝茶！提前祝您教师
节快乐。”9 月 9 日，在浙江农林大学茶
学与茶文化学院新生开学典礼的敬茶
仪式上，新生代表给学院的任课教师敬
上了第一杯茶，这也代表着该院 2024
级新生正式开启大学学习生涯。接下
来，他们在所有课程上课前，都会给任
课老师奉上一杯清茶。

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学生一直有为老师奉茶的习惯，以示对
教师的谢意与敬意。2006 年，浙江农
林大学成立全国首个茶文化专业，在当
年的开学典礼上，茶文化专业学生代表

就在课前给授课老师奉茶，以示心中谢
意。课前奉茶这一传统，一直传承了
18 年，成为茶学与茶文化学院学生上
课前的重要仪式。

不少学生表示，课前奉茶活动，表达
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学生们奉上的不
仅仅是一杯茶，更是一份感恩的诚心。

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名誉院长、著名作家王旭烽教授表示，
课前奉茶，既是对老师的尊重，也是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18 年来一直坚
持的课前奉茶，现在已经成为学院学生
成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院人才培
养的创新举措。

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举行敬茶仪式

一杯敬师茶，敬了18年

本报讯 （通讯员 方涛） 日前，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造品科技收到好消
息，其承接的联合国赔偿立法下的环境
修复项目——科威特环境修复项目

（KERP）一期顺利通过验收，已收到近
400万美元的项目款。

“我们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能够
承接并完成这么高规格的联合国项目，
全靠省担保集团支持。”造品科技负责
人介绍，这是公司首次承接海外项目，
初期采购了大量设备，施工现金流十分
紧张，已经影响到工期。“我回来筹资
时，部分投资机构要么对项目和资质存
疑，要么审批周期较长，关键时刻，省担
保集团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现在，科
威特方面有意向把项目二期也交由我

们负责，浙江企业的技术进一步得到了
国际市场的认可。”

省担保集团负责人表示：“我们
构建‘党建引领+项目攻坚’模式，全
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造品科技
项目就是典型，省担保集团安排人才
科创担保分公司抽调党员业务骨干
组成专班，3 天内完成近千份资料尽
调核实，以最快速度发放 1000 万元担
保贷款，为项目按期推进提供了坚强
保障。

截至 6 月末，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科创担保余额352亿元，累计服务
全省 20%的科创企业；“专精特新”担
保余额151亿元，累计服务全省三分之
一的“专精特新”企业。

以最快速度发放1000万元担保贷款

政府性融资担保助力浙企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