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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四季度 夺取全年胜
本报讯（记者 应陶 通讯员 秦伟建）“机

器停，对位。”12 月 23 日清晨 6 时，杭衢铁路
工地上工人刘俊的一声清亮嗓音划过了空旷
的山野。十余名工人齐齐赶到预定点位，俯
下身子、单膝及地，全身使劲，在毫米间微调
着工具轨的位置。此时，杭州西部山区的山
道上还积着连片薄霜，铺轨现场却是一片热
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干。”中铁三
局杭衢铁4标项目部铺架分部党支部书记王
斌彦告诉记者，按照既定计划，杭衢铁路将在
2025年1月完成衢州西站至建德站约250公
里铺轨,目前仍剩余正线约50公里，站线、联
络线约23公里的铺轨任务，正在大力推进。

杭衢铁路全线北至杭黄铁路，中连九景
衢铁路，南接沪昆铁路，是浙江省大通道建设

十大标志性项目之一，建成开通后，杭州与衢
州的交通时间将缩短至40余分钟，有效缓解
沪昆铁路的运输压力。

记者数着铺轨进度,发现全线三分之二
的正线铺轨任务已经完成，耗时约一个半月，
但剩下三分之一的工程，按计划也要90天左
右。这难啃的硬骨头，难在哪？

在中铁建大桥局项目党支部书记降红波
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线路结构物平面布置
图，从中能直观地看出答案：难点集中在该标
段承建的 20.67 公里内。“建德站至建德南站
这段区间，对全线来说至关重要。它是杭黄
铁路与杭衢铁路衔接的地段，列车要在这里
时速从 160 公里提高到 250 公里，最终达到
350 公里。”不光如此，这 20 公里内，还有 20
座隧道、28座桥梁。

桥隧比高，意味着施工空间小，大型设备用
不上，同时两次提速的变速区间，也要求更高的
铺轨工艺——必须采取有砟轨道和无砟轨道混

合铺设，工程量比单一形式的铺轨至少多一
倍。怎么办？王斌彦笑着说：“像武侠小说里高
手练招那样‘左右互搏’，能抢一天是一天。”

在新安江特大桥段的铺轨现场，记者遇见
了弓立卫。作为中铁三局杭衢铁路4标项目部
铺架分部常务副经理，弓立卫经常一天之内往
返建德、衢州两地，不断在两个铺轨现场“闪现”。

“所谓‘左右互搏’，其实就是多点位施
工，分头并进。”记者“抓”住他时，他刚接完电
话，喘着气回复了两句，又转头和工友说：“上
午必须完成这部分工具轨调轨，下午就往建
德站方向继续铺。”附近桥面上，几个工人一
组正在仔细校准一个工具轨的连接点，前后
两人比对着轨道间的高低、左右落差，一收到
对齐信号，另一人就抱着约15公斤重的夹板
插入预定凹槽处，剩余几人顺势拿起固定器
用力固定。远处的西岸隧道内，大型直铺机

“衔”着一根 500 米长的钢轨，缓缓放至预定
轨道。

弓立卫上前介绍说：“我们现在要抢时间
差，把原先 80 余人的团队分成两大组，一组
负责无砟轨道铺设，另一组提前做有砟轨道
铺设的前期准备。这样一来，就能丝滑衔接，
没有空档期。”他算了一笔时间账：按照目前
双线同时铺轨的节奏，整体进度可比分区段
施工节省两个月时间。

比铺轨任务“跑”得稍快的，是杭衢铁路
沿线的新建站房建设。作为杭衢铁路杭州境
内唯一的新建站房，建德南站别致的山水造
型已初露雏形。中铁电气化局建德南站项目
负责人孙义东透露，目前已安排近30台曲臂
车、近 10 台剪刀车全力冲刺站房装饰环节，
预计春节前基本完成。

记者离开杭衢铁路建衢段铺轨现场时，
时间刚过中午饭点，工人们捧着饭盒，随意坐
在一抔未铺平的道砟上狼吞虎咽。和铁路打
了20多年交道的工人刘俊笑着说：“早干完，
早通车，早回家过年。”

工期紧难度大，建设者多点位施工——

双线并进，杭衢铁路铺轨提速

本报讯 （通讯员 宋兵 记者 张帆） 12 月 23 日，随着价
值约 4 亿元人民币的海洋平台成功交接，浙江拍船网航运交
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船舶交易总额达到10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超过 25%。这标志着拍船网年度交易额首次突破
100 亿元大关，成为我国首个年度交易额实现 100 亿元的船
舶交易平台。

诞生于浙江的拍船网，多年来深耕国际市场，走出了一条
鲜明、独特的创新之路，有力推动国内船舶交易产业国际化发
展，影响力从中国逐步扩大到东南亚、中东、欧洲、美洲、非洲
等地区，实现了船舶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与交接。

2014 年，作为全球首个船舶在线交易平台拍船网上线。
10年以来，交易总额达601.1亿元人民币、成交9130艘，涉及
船舶类型超过15种。

拍船网持续完善航运服务全产业链生态。数据显示，
2024 年，拍船网船舶勘验评估总额超 310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超过 10%，为法律机构、金融机构和航运企业提供航运
资产的精准评估服务；拍船网旗下的“舶赛通”航运管理软件
已服务超过 300 艘船舶，帮助航运企业提升船舶管理水平和
企业经营效率。

截至目前，拍船网待拍项目达到 22个，总金额超 17亿元
人民币。

百亿级船舶交易平台在浙诞生

本报讯 （记者 拜喆喆 通讯员 何叶子） 传统“老字号”
正借助“市场采购”这一贸易新业态，在海外寻找新的发展机
会。杭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1 月，全省市场采购出口
预包装食品1.4亿元，同比增长34.1%，其中19家“老字号”企
业实现了首次出口，17 家“老字号”企业成功开拓新的海外
市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预包装食品”是指符合条件的出
口商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预包装食品，虽然涉及多
品类、多产地，但无需由产地海关逐一检验，可以在采购地一
次完成报检报关出口，提高出口效率、降低成本。

“老字号”产品出口旺。12 月 23 日，温州市恒乐贸易有
限公司的一批豆腐干、味精、冲调豆腐花、饼干等预包装食品
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这批食品都是‘中华老字号’或

‘浙江老字号’，自从这个模式落地之后，我们也多了很多客
户。”公司负责人马传红介绍，去年，有国外客户想向公司采购
膨化食品和冲调谷物制品，但当时这些产品不在“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出口预包装食品”正面清单范围内，公司就向海关提出
了扩充清单的想法。

市场采购出口预包装食品实行“正面清单”管理。今年，
杭州海关新增冲调谷物制品、膨化食品、淀粉制品、果酱果味
酱等 4 类正面清单食品。目前，准予出口的“正面清单”已经
扩充了两轮，准予出口的食品类别增至18个大类。

老字号食品抢滩海外市场

大约 1.4 亿年前，地质演变，冰川消融，
山脉切割完毕，一条大江诞生了。

它从远古的呼唤中奔腾而来，蜿蜒六千
余公里，吸收万千支流，架起贯通东西、沟通
南北的文化桥梁。

它向无垠的海洋翻涌而去，以博大宽广
的胸怀，带去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问候，打开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通道。

风的低语，水的阔论，人的吟咏。
长江文化在对话中生长、因对话而常新。

共饮长江万里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
见君，共饮长江水。”

采访车日行百里，我们从青藏高原到巴
山蜀水，从荆楚大地到江南水乡，沿着长江流
淌的方向，试图收集长江流域的对话回响，寻
找源头江尾跨越千年的唱和。

我们听见了一首诗。
“地里的庄稼不停长，我们的诗就一直

写。龙舟号子响了，我们就要回家。”湖北宜
昌秭归的“三闾骚坛”副社长谭荣昌说。

屈原故里秭归县乐平里，由农民组成的
诗社“三闾骚坛”，年年举办端午诗会。以凭
吊屈原、讴歌时代为主题，130 多名社员，创
作了 3 万多首诗歌，让农民的身份与屈子的
浪漫，执着地共存、碰撞。

屈原这位伟大的长江之子，催生了长江
沿岸无限的情思和众多传说习俗。在端午
节，全国各地吟不同的诗句、吃不同的粽子、
赛不同的龙舟，长江的子民共享“长太息以掩
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家国情怀，也在用自
己的方式演绎屈原精神的当代离骚。

从长江边划来的这艘“龙舟”，已经驶向全
球各地，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龙舟运动官方
组织，全世界已有 5000 多万名龙舟爱好者。
龙舟运动在国际级别赛事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奥运会表演项目。

我们看见了一条鱼。
“这条鳊鱼是2014年在荆州楚墓中发现

的，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如果你用手触摸，
甚至能感觉到它的弹性。”湖北省博物馆工作
人员向我们介绍。

这条楚人菜单中的鱼鳞纹依然清晰，就
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的“武昌鱼”，
透露了千百年来长江的先民爱吃也会吃，对
那口江鲜有着同样的执着。在鳊鱼边上，楚
人爱吃的食物有麦、豆子、生姜、核桃、花椒，
还有小米，其中小米是北方作物，这说明当时
南北饮食习惯已有交流融合。

楚人的鳊鱼，与 443 种游弋在长江中的
鱼，一同游进了长江沿岸百姓的食谱、民俗、
信仰，游出了整个流域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
文化气质。

不仅如此，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和频繁
的对外交流，更使整个长江流域鲜味、辣味、

野味、腊味多味并存，传统五谷与各种“美洲
来客”同成一席。

我们重识了那抹青绿。
三星堆遗址，长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伫立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跟前时，很难不震
撼于古蜀人“绝地天通”的想象。

但这抹青绿，并不孤立。
从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到三星堆的青

铜纵目面具，长江流域青铜器在工艺、造型、
纹样等方面，都反映出长江流域内部、长江文
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长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交相辉映、
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
煌的文化主体。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呈现多元
融合的文化景观，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
收并蓄的文化特征的重要诠释。”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陈星灿如此阐释。

不尽长江，茫茫九派，这样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故事，比江水里的浪花还要多。

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
群星闪耀、交相辉映；诗赋、歌谣、民俗、节日、
戏剧、曲艺、技艺，沿江而生、共兴共荣；观念、
思想、制度、科技、人物，引领时代、尽显风流。

横跨东亚大陆三级台地的贯通、万千支
流的集结，把广袤的中华大地整合成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浸润出差异互补、交融互嵌的
文化特质，演绎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弦歌不绝。

文明交流共潮生

良渚，长江下游“美丽的水中之洲”。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
保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今年 11 月，来自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考古学家、作家、音乐家等300余名中外嘉宾
再次聚首。

“You must leave behind more
than you found”,参会的希腊诗人塔索
斯·兰普罗普洛斯吟出了一句写给良渚的诗。

他说，这与寻找智慧有关。
为了寻找智慧，塔索斯 2002 年来到中

国。从爱琴海边的基克拉底文明，到长江流域
的良渚文明；从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到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他感到答案
就在希腊与中国这两位“精神上的巨人”身上。

不久前，塔索斯的新作《两个世界的光
芒》在希腊出版。“两个世界的光芒”指的正是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明和智慧。

世人识得良渚，因为它让“对中国早期文
明的认识提前一千多年”，印证了长江流域对
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世人重返良渚，试图寻找一个不同文明
之间交流的载体，向古老的文明找寻解决当
代问题的方案。

江边有良渚，江中飞白鹤。

江水是文明交流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
一瓶长江水，一瓶尼罗河水，缓缓倒入同

一个容器。在今年的重庆涪陵的白鹤梁旅游
文化节上，我们目睹了这样一幕。

长江的重庆段，有一段长约 1600 米、平
均宽约15米的石梁，记录了长江涪陵段千余
年间的枯水水文资料。

三峡工程建成后，这个“水下碑林”的奇
观，从此静静置身于水下40米的“无压容器”
保护中。

尼罗河罗达岛上，有一个测量水位的标
尺——尼罗尺，几千年来一直被用来测量汛
期水位，预测农业收成，精准非常。

眼下，中国和埃及正携手将白鹤梁题刻
与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参观，会晤，共商，起草备忘录。为了推
动联合申遗，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水文观测
类遗产的空白，两国相关人士频繁走动。

“假如你想走更快就单独行走，如果想走
更远就结伴而行”，埃及官员、学者艾哈迈德·
雷赫马发出感慨。

这句话，中国人不陌生。
浪奔浪流，滔滔江水还在翻滚出新浪花。

“第一次看到一款游戏，能让全世界玩家
自发地去研究每一张书页、每一处碑文。”美国
弗吉尼亚的游戏博主特拉维斯，第一时间给出
了他对中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评价。

今年夏天，杭州西湖边有只特别的“猴子”
横空出世：《黑神话：悟空》以暴风之势席卷全球。

主创团队精心挑选了全国36个景点作为游
戏的美术背景，当中不乏长江沿岸的文物遗存。

“在渲染时，我们甚至连灰尘都舍不得抹
去，最大程度保留东方建筑的美感。我们相
信，中国文化数字化表达能够超越国界。”游
科公司美术负责人杨奇说。

重庆大足石刻、杭州灵隐寺飞来峰，中式
美学风格仅仅在“天命人”战天斗地的故事中
显露冰山一角，就足以震撼人心，让全球Z时
代大呼惊喜。

通江、达海、沿边的长江，自古就是沟通
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通道。

数千年来，良渚的诗、长江的水、数字世
界的悟空，沟通对话的载体在变，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
立意，不曾改变。

历史照亮未来路

长江南岸，巫山环抱之中，依坡而建的甲
壳状建筑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探方坑。

探访龙骨坡遗址时，我们“偶遇”了93岁
的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

70 多年的考古生涯中，黄万波先后参与
发掘发现了“巫山猿人”“蓝田人”“和县人”等
重要古人类化石。

当今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
在非洲，有关中华炎黄子孙的祖先，最早也只
能上溯到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

与历史对话，黄万波提出了大胆的猜想：“200
万年前，长江大三峡地区还是盆地，漫山遍野有

森林、草地和小河，具备猿人生存的自然条件。”
“如果能找到一个头盖骨或者股骨化石，

这样就可以证明‘巫山人’是人，将中国人类
史上推几十万年。”为验证猜想，破解巫山人

“是人是猿”的谜题，鲐背之年，黄万波又一次
回到了家乡的群山中。

黄万波这样的学者，以百万年为尺度寻
找“何以中国”的答案。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
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
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流水的长江、文化的长江、精神的长江，
在历史的回响中余音绕梁，在与未来的对话
中壮阔东流。

顺江而下，我们目睹了长江文化面向未
来的奔腾不息。

围绕《“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长江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保护实施方案》等整体性规划，沿岸相关省市
就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作出了相
应部署，大力激活长江文化在价值引领、文化
惠民、生态保护、推动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高峡出平湖，三峡工程蓄积的长江之水
为大国发展提供澎湃动能，也为推动水文化
元素融入大型工程提供典范案例，让历史文
化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

三峡工程与库区的水文化建设规划、设
计和实施同步，让我们看到了：为保护白鹤梁
题刻和石雕而修建的全国首个水下博物
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按照“不改变
文物原状”的原则，历经长达 6 年的整体搬
迁，耗资7000万元、迁移32公里的三峡最贵

“移民”重庆云阳张飞庙。与三峡大坝遥望的
湖北秭归凤凰山上，青滩江渎庙、归州的古城
门、古牌坊和古石桥等20余处三峡库区淹没
线以下的地面文物，被整体迁建于此⋯⋯

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相继投入使用
以来，发挥着“大国重器”的巨大综合效益，到
如今的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长江接续承载国家战略的重大部署，以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正在隆起为中国式现代化
宏伟蓝图中不可或缺的“大动脉”。

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长江文化在新时
空的有机延展。

良渚论坛、长江文明论坛、长江文化艺术
季等一系列高能级对话平台相继成立，以跨
区域、跨流域、跨国界的视角，对长江文化进
行整体性表达，充分挖掘长江文化的丰富内
涵，向世界讲好长江故事。

古老的长江，在开山劈岳的前进中从未
犹疑。今日之长江，于波涛汹涌的变革中孕
育新的故事。

“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
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长江文化正在
奏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澎湃乐章。

（青海日报 西藏日报 云南日报 四川
日报 重庆日报 贵州日报 湖北日报 湖南
日报 江西日报 安徽日报 新华日报 澎湃
新闻 浙江日报 集体采写

执笔：张萍 葛熔金）

更唱迭和 千年回响
长江沿线13省（区、市）主流媒体集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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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元丹 通讯员 岑欣） 近日，一场网络代
表人士茶话会在舟山市岱山县先锋联盟中心举行。授课老师
围绕账号定位、创意思路、打造爆款等方面为与会的网络人士
进行现场演示和经验分享。“通过学习，我们拓宽了思路，也学
到了新的电商技能。”该县网络代表人士林波说。

加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做好网络统战工作的一
大重点。近年来，岱山县委统战部创新方式和路径，将更多网
络人士组织起来，在队伍建设、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激
活网络统战工作新动能。

除为网络人士提供个性化培训服务外，岱山县还建立了
“列名联系制度”和“直通车”制度。被列名的网联会会员可通
过联系的县领导，反映自身所在工作领域和身边群众的日常
意见。两项制度建立以来，一批优秀网络人士被推选为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为党委政府推动新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岱山县委统战部充分发挥网联会人才集聚优势，建好助
农直播平台，助农增收。岱西葡萄是岱山县特色农产品。今
年夏季以来，“网联会助农销售团”开展公益直播活动 10 余
场，累计带动村民增收 100 余万元。目前，岱山县已打造“岱
山岛印”“渔嫂·家”“船少海鲜”等多个统战直播品牌。

岱山助农销售团直播卖货

12 月 25 日，在武义寿仙谷药业公司组
培工厂，技术人员在检查新接种的铁皮石斛
组培苗生长情况。该公司与国家航天育种
中心合作，进行铁皮石斛太空育种试验。铁
皮石斛种苗 4 月 30 日搭乘神舟十七号载人
飞船返回地面后，分别被命名为 Y2、Y3。
技术人员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接种对比
试验。

拍友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上过太空的
铁皮石斛

本报讯 （记者 陆遥） 12 月 25 日，第十四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结果公布，浙江省参评作品《孤山
行旅》获奖，并获终评最高得分。

本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吸引全国227个作品报名参加初
评，最终24个作品进入终评，其中仅有3个作品获“荷花奖”。

《孤山行旅》由浙演·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杭州市拱
墅区大运河文旅商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作品以弘一
法师为创作原型，格调深婉，超然尘外。以宋代山水画中的

“行旅”为题眼，忘象得意，以意索理，从凝思中省悟人生和宇
宙的底蕴。

《孤山行旅》获“荷花奖”古典舞奖

本报湖州 12 月 25 日电 （记者 吴丽燕） 25 日，湖州市
政府与中国能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建设高水平

“航运湖州”为目标，致力于打造国家级“内河绿色航运廊道”
新样板。其中，湖州交通集团与中国能建集团华东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在绿色航运领域开展深度
合作，项目总投资达300亿元。

依据协议，双方将围绕“1+4”产业合作体系，着力打
造集新能源船舶制造、绿色能源供给、绿色航运服务于一
体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实现船舶全域新能源化。湖州交通
集团经营发展部部长丁华强介绍，在船舶建造板块，双方
将大力推进油改电工程，致力于打造一批高效、环保的新
能源船舶，逐步淘汰传统燃油船舶，推动船舶建造业向绿
色转型加速迈进，同时携手完善充换电及岸电设施配套网
络。在物流航运领域，双方将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拓展业务版图，强化与上海等国际航运中心的联动合
作，进一步放大湖州内河水运的优势，推动湖州内河水运
深度融入长三角乃至全球物流网络，全方位提升湖州航运
服务能级。

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湖州进军千亿级绿色航运新赛道
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湖州进军千亿级绿色航运新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