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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内生项目”成为绍
兴抓经济工作的高频词汇，内生项目
也 成 为 拉 动 当 地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擎。

什么是内生项目？简单来说，就是
由绍兴本地企业再投资的项目。

绍兴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说，这些
内生项目大多属于新材料、新能源、数
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有助于加快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受益于内生项目的牵引和拉动，绍
兴的发展潜力被充分激活。今年以来，
绍兴制造业投资顶住了投资下行压力，
1月至9月，绍兴民间投资居全省第二，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5.8%，高于全省平
均增速 1.7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绍兴
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5891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增速居全省
第一位。

10 月中旬，记者调研绍兴各地，了
解内生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有中生优”的产业
故事频频发生

柯桥浙东运河畔，绍兴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的绿色制造车间外，堆满了制造
特高压铁塔所需的各种部件。

距离堆放点不远，是国内最先进的
热浸锌生产线。主控室内，操作工人动
动手指，头顶上方的有轨制导小车随即
启动，精准抓起部件，将其轻轻吊至无
人密闭生产线。

片刻之后，热浸过的部件被缓缓拉
出池面，表层披上了一层闪着银光的

“防锈衣”。几天后，这些崭新的部件将
被运往天南地北，搭建成特高压铁塔，
屹立在山地林间，传输清洁绿色电力。

这是一家专业制造特高压输电线
路铁塔的智能化工厂，去年刚刚投产。
环顾四周，在这个面积相当于 10 多个
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厂区内，激光切管

机、智能电焊机器人整齐排列，地面上
没有碎屑，空气里没有粉尘，闻到的仅
有偶尔飘来的电焊味。

“这些年，随着特高压电网的发展，
我们的业务也在不断增长，原有老厂的
规模与配套设施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于是我们建起了这座厂房，扩大生产。”
公司办公室主任缪燕钦用“不可思议”
形容这个全新的工厂。

“相关部门了解到我们有扩产的意
愿后，几乎每周要往我们公司跑两次，
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缪燕钦已数
不清为项目设立的工作专班先后多少
次主动上门送政策，围绕谋划、立项、开
工等提供精细的落地服务，一个个棘手
问题被逐个攻破。

新项目又被提上日程。明年，新厂
区北侧将矗立起一座总投资近 10 亿元
的特高压节能型高导电率导线厂区，与
特高压铁塔组成输配电产业链，到时公
司的产值将再大幅增长。（下转第二版）

目光向内挖潜力激活力，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居全省第一

绍兴：内生项目落地生金
本报记者 程少波 金汉青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叶诗蕾
通讯员 吴静 林泽宇 王钧钧）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16）正在哥伦比亚卡利市举行。北
京时间10月27日，大会官方平行活动第
八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宣布，9个
中国城市入选第二届“生物多样性魅力
城市”。浙江有安吉县、宁波市北仑区、
绍兴市、丽水市4地入选，为全国入选数
量最多省份，其中安吉县、宁波市北仑区
成为首批县区级入选城市。

“第一个城市是安吉。安吉将生物
多样性融入可持续发展，创造人与自然
的和谐典范。”现场主持人宣读入选名
单。随后，安吉县县长宁云快步登台，

从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副秘
书长科比·布兰德女士手中捧过大写着

“ANJI”的证书。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由宜可城—地

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组织评选，它是全球
最大的地方政府间可持续发展合作组
织。此次评选，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推荐的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
性指数为主要技术标准，将推动“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目标
在地方落实。入选城市还将登上全球

“自然城市”平台进行分享展示。
该协会城市生物多样性中心主任

英格丽德·库切表示，城市生物多样性
是连接人与自然环境的重要纽带，蕴含

着无穷的价值，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不竭动力。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
生地，近年来安吉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
开展了安吉小鲵繁育、银缕梅保护、中华
秋沙鸭监测等工作，推行珍贵彩色森林
建设、茶园生态修复等项目，完善全县域
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动态监测网络，在濒
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本土生物物种多样
性系统保护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一
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安吉境内物种数占
浙江省总种数的48%，有梅花鹿、黑麂、
中华秋沙鸭、安吉小鲵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11种，珍稀濒危动物占比19.7%。

（下转第五版）

浙江四地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
安吉北仑成为全国首批县区级入选城市

决战四季度 夺取全年胜
前三季度，浙江外贸成绩不俗。进

出口、出口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进出
口、出口和进口继续稳居全国第 3 位、
第2位和第5位。

第四季度往往是外贸人定义中的
出口淡季——客户大都在前三季度下
单，以便在圣诞节前收货。

然而，在正在进行中的第 136 届广
交会上，记者发现，淡季并不淡，浙江外
贸人分外忙碌。

在四季度保持全年的冲劲，浙江外
贸靠的是什么？

亮点有“三高”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浙江省进出

口总值达 3.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出 口 总 值 达 2.9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8%，进口总值达 1.0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5%。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继续稳
居全国第3位、第2位和第5位。

细看数据，三个亮点值得关注：
从规模看，季度出口规模创历史

新高。
全省一季度出口 8714.1 亿元，二

季度出口1.03万亿元，三季度出口1.02
万亿元，连续两个季度达到万亿元以
上，分别为历史最高和历史次高。

从 增 速 看 ，出 口 增 速 持 续 高 于
全国。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出口均保持增
长态势。三季度的增速虽然较二季度

有所放缓，但跟 9 月的极端天气密不可
分。9 月，两次台风接连登陆浙江，台
风过后船队的排期往往会顺延，出口有
所滞后。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出口增速已连
续 6 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持续为全国
外贸发展大局作出重要贡献。

从市场主体看，民营经济大省活力
满满。

浙江正在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营
商环境好了，市场主体自然活力迸发，
在外贸领域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进出口
实绩企业数量稳步提升。

源源不断的新企业也为外贸增长
注入了新动力。海关数据显示，近 6 个
月来，全省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月均增
加 4302 家。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实
绩企业达到 111915 家，数量已超过去
年全年。 （下转第五版）

外贸怎么跳出传统淡季
——“决战四季度 夺取全年胜”观察之三

本报记者 拜喆喆

金秋十月，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十年前的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这十年，是中国文艺工作硕果累累
的十年。

此刻，我们走进丰收的田野，虽然只
是摘取几枚果实，但依然能强烈地感受
到，新时代文艺蓬勃生长的脉动。

艺术，去乡间生长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王玥至今记
忆犹新，她和同学们当年入学后的第一
堂素描课很特别——画的人物并非普通
的石膏像，而是浙江省内千余名健在的
抗战老兵。

眼前的老战士，脸上刻着沟壑一般
的皱纹，但目光炯炯。

老兵张宝坤紧紧攥着勋章；金仁秋
行着庄严的军礼，像当年一样有力，已经
褪色的军装依然干净挺括⋯⋯线条是流
淌的历史、明暗是时光的投影，王玥在纸
面上慎重落笔。

2015 年 12 月，当他们创作的 1407
幅作品展出时，仿佛用画笔定格下一个
时代的群像。

面对这重重叠叠的画像，时任中国
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不由得想起了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谆 谆
嘱托。

就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实现这个伟
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
者大有可为。”

许江记得，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
书记时，曾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了“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当时，中国美
术学院因地制宜提出了“以乡土为学院”
的理念，把传统的下乡采风，转换成为扎
根乡土最深处、奔赴社会最前线的艺术
主张和教育方法。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时，美院师生
已经将上述理念践行了10余年，结出了
一串串果实。“绘兵纪”的项目就是其中
之一，它是一份问卷，更是一份答卷。

许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发
言，他回应总书记的殷切期待：“年轻一
代青年艺术人才，从这种形象的教育中
理解中国、感受中国。”

不仅仅是写生和画像，他们各展所
长。艺术以更多元的方式深度汲取乡土
的精神，又回馈给这片神奇的土地。

“乡土学院”工程持续向纵深发展。
每年有3000余名师生奔赴全国60多个
教学实践点，以一个个乡村为节点，一个
遍布全国城乡的美育网络逐渐成形。

当时还在中国美术学院就读博士的
任天，每年都参与这个项目，年复一年，
行走在大大小小的村落，从当年的学生
成长为带队老师。

在一次次奔赴中，莘莘学子对总书记
的寄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仅仅
是艺术家和设计师，更应该是这里的‘村
民’，这样才能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心灵的
联系，创造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的艺
术。”任天说。

宁海县箬岙村是他们最近一次出发
的目的地。

今年夏天，任天和他的学生搬进了

村子，搭建艺术装置、设计包装农产品、
规划村子的文旅运营⋯⋯古老的山村被
艺术唤醒了。

村民也加入了每一次的“头脑风
暴”；劈竹篾环节难倒了师生们，78 岁的
老竹匠主动请缨；定制石窗花的纹样，石
匠储师傅是行家⋯⋯

古老院落的中庭，20 余根数米长的
竹子层叠交错，由百余条竹篾巧妙缠绕
固定，以大树的姿态“生长”，盘旋入空。
这个名叫“扎根大地，蓬勃生长”的艺术
装置，表达的不正是乡土的精神？

更重要的，它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
自然生长出来的。

随着一个个大型艺术装置陆续落
地，乡村也在悄然改变。闲置的房屋变
成书店、青年旅社，村里也要拥有自己的
艺术中心了。艺术还给箬岙村人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获。“暑期两个月，我们的

订单量每个月都有 80%以上的增长。”
村里一家民宿主理人黄天游说，民宿招
聘了六位村里的阿姨，每月能有4000元
到5500元的收入。

当夜晚的灯光与艺术装置交相辉
映，整个山村变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

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发生在箬岙
村。截至目前，中国美院已与全国50余
个地市开展战略合作，完成全国美丽乡
村、特色小镇建设500余个。

“乡土学院不是一般的画画写生的
点，而是跬积历史与社会经验的、反复奔
赴的乡园。”回想起 10 年前的文艺工作
座谈会，许江始终相信，文化的力量，不
仅塑形，更能铸魂，这是一股更深沉、更
持久的精神动能。

就如同“绘兵纪”展览巨大的墙面
上，千余幅抗战老兵的肖像绵延，铺就了
时代的精神图谱。

那一次，90 岁的老兵苗永聚在志愿
者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自己肖像面
前，注目端详。在他身后，有学生、有市
民、有游客，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种震撼。

【手记：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

中国美院团队历时 3 年创作的巨型汉白
玉雕塑《攻坚》巍然矗立。雕塑刻画了
67 位攻坚勇士，都是曾经感动中国人心
灵的形象。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文化是民族
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
力的集中体现。

这些年，中国美院团队创作了许多
重大主题作品。而在其背后，在十年步
伐中，我们分明看到一条生生不息的精
神纽带——比如，“千村千生”从最初的
1 个点位，扩展至如今每年数百个乡
村。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精神的汇合。

艺术人才“脚下有泥土”，他们的作
品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又真正地参
与到这激荡的时代进程中，印证了“文化
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

灯光，在“理想谷”闪亮

夜幕低垂，杭州西溪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麦家理想谷”里，一盏盏温暖的灯
依然亮着，六七平方米的写作客房，不时
传出键盘敲击声。青年写作者“潇潇雨”
与天南海北的创作人一样，客居在这方
小小天地，与文学对话。

“理想谷”的这盏“灯”，已经亮了整
整十年。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
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一一握手，小说家
麦家向总书记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浙江
的麦家。”

总书记说：“我看过你的《暗算》《风
声》，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但是现
在也有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给
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亲切地
寄语：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
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
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
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逐字逐句，都“敲击”在这位茅盾文
学奖得主、时任省作协主席的心弦上。
回到杭州，麦家心中酝酿已久的愿景逐
渐清晰。

那一年，他开设的“麦家理想谷”搬
迁至杭州西溪创意园。这是一个受巴黎
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启发而建的公
益书吧，现在升级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
化空间，不仅接纳各地的文学爱好者，而
且植入了“写作营”。

每个到访过“理想谷”的人，都有这样
的印象：这里的一切都是为美好的阅读而
安排的。沙发是软的，灯光是暖的，茶水
是备好的，上万册书，每一册都是精挑细
选的。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每
一位来访者都可以自由地享用它们。

而离“理想谷”百米之遥的之江编剧
村，是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市区三级
和浙江大学共同打造的重要文艺创新平
台，目前由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整
体运营。这里同样常常有热闹的“艺术
聚会”。刘和平、刘恒、马继红、王宛平、
申捷、温豪杰⋯⋯众多编剧界大腕都来
过这里。

今年 4 月，曾担任《万里归途》《刺
杀小说家》等高口碑电影的编剧秦海燕
来到莺飞草长的“村”里，精心打磨她的
最新电视剧项目《望江南》，这部作品改
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的同名长
篇小说。 （下转第五版）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年间的浙江故事

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
本报记者 陈 宁 朱 平 林晓晖 沈听雨

图为今年“嵊州村越”比赛现场。 通讯员 马玉龙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

发展道路，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
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
提高。习近平同志围绕健康中国建设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
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292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至 2024 年 9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
话、致辞、书信、指示、批示等 140 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10月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塔内希·马茂，
祝贺他当选连任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基里巴斯是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2019 年 9 月恢
复外交关系以来，中基两国政治互信不
断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和地
方交流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我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总
统先生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茂
当选连任基里巴斯总统

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