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杭 州 12 月 17 日 讯 （记 者
沈听雨） 17 日上午，2023 杭州马拉松
在黄龙体育中心鸣枪开跑，共有来自
约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 万名跑友
参加。

赛事设马拉松（42.195 公里）、半程
马拉松（21.0975 公里）、欢乐跑（3.5 公
里）三个项目，路线涵盖西湖和钱塘江
两个杭州核心地区，所经之处有宝石
山、苏堤、平湖秋月等风景名胜，也有钱

江新城、奥体中心、亚运村等城市地
标。本次全马的终点设在杭州亚运村，
希望在后亚运时代能给跑友留下一份
独特的亚运记忆。

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选手王红伟以
2 小时 15 分 03 秒的成绩获全马男子组
第一名，中国选手夏雨雨以2小时30分
44秒的成绩获全马女子组第一名。

据悉，本届杭马是史上首次在冬季
开跑。恰逢低温寒潮来袭，为保障赛事

如期进行，此次共设有裁判 320 名、官
方配速员 70 名，并从浙江各大院校招
募了近 5000 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竞
赛、医疗救护等全方位服务。在医疗保
障方面，共选派 170 余名医护人员、近
700 名医疗志愿者、300 名急救跑者投
入赛事医疗保障。按照比赛路线、举办
时间、周边环境及医院分布等情况，赛
道旁设置 22 个医疗点，每个医疗点配
备足够的保温毯、毛毯、电热毯、医疗补

给和救助设备，同时在起终点增设医疗
站和医护人员力量。此外，还为参赛选
手、志愿者、裁判等准备一次性雨衣 4
万件、暖宝宝 13 万片、保温毯 3.6 万件，
并在全程终点和半程终点为选手提供
热姜茶。

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杭州市
政府共同主办，浙江省体育竞赛中心、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杭州市体育局
承办。

杭州马拉松首次冬季举行

近3万人，跑热最冷杭马
12月17日上午8时30分，2023杭州马拉松准时开跑。 本报记者 倪雁强 王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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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7 日就科威特埃米尔纳
瓦夫不幸逝世向科威特新任埃米尔米
沙勒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纳瓦夫
埃米尔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纳瓦夫
埃米尔亲属及科威特人民表示诚挚

慰问。
习近平指出，纳瓦夫埃米尔深受科

威特人民尊敬爱戴，生前为促进中科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他的不幸逝世
是科威特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
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十分珍视中科友谊。相信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
不断巩固和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就纳瓦夫
不幸逝世向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致
唁 电 ，向 科 威 特 政 府 表 示 沉 痛 的 哀
悼，向纳瓦夫埃米尔亲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

习近平就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逝世
向科威特新任埃米尔米沙勒致唁电

更高举起伟大旗帜——
“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科学把握路径方法——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

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人民”二字重千钧——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

革才有动力”

乘长风破万里浪——
“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纪实

（据新华社 详见第三、五版）

浙江大学茶学专业高级研修班学
员郑钰没想到，一叶茶能有如此百变的
香气。

冬日，海拔 600 米的宁海深甽镇太
阳山茶场里，40 多名同学蹲守在烘焙
机前。一小时内，鼻尖的青草气先化为
清香，再生出一丝甜味，细嗅又逐渐有
了蜜香和果香。“现在闻到桂花香了
吗？”指导老师李京珊如同“调香魔法
师”，不断调整工序，把控时间和温度。
郑钰则仔细记录下实验数据。

在成为学生口中的“李教授”前，李
京珊是个埋头苦干的普通茶农。她常
年不施粉黛，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略
显粗糙的双手布满岁月痕迹。从初中
学历到自学考取成人本科，她身上有股
认准一件事就不回头的韧劲。20年前，
37岁的李京珊上山修路，重建家乡荒废
的半山茶园。为种茶入门，她“三顾茅
庐”求教老师傅；为钻研技术，她一人扎
进无水无电的山间茅草屋，与一台手
机、一盏矿灯、一个挑水桶为伴，潜心 5
年，硬是拿下了业界大奖。

太阳山茶场的名声越来越响，李京
珊却高兴不起来。“你们的茶一斤有多

少单芽？茶多酚含量高吗？哪种泡法
最好喝？”面对同行的请教，她常因不懂
理论而答不上来。茶叶加工技术频遇
瓶颈，想进阶却总觉得后继乏力。李京
珊意识到，这条凭经验、靠感觉的传统
种茶路，走到头了。

此后，浙江大学校园里多了一个步
履匆匆的身影。李京珊在这里接连读
了茶艺、加工、审评等 4 期茶研培训班，
课后总有“一箩筐”的问题请教老师。

茶学系教授屠幼英还发现，每次实践课
上到一半，其他学员结伴去吃午饭，只
有她留在教室盯工序。

“别人都走了，你怎么不去吃饭？”
屠教授好奇。

“茶叶在加工过程中每分每秒都在
变化，怎么能中断？”李京珊反而觉得
奇怪。

一问一答间，屠幼英记住了这名格
外认真的学生。 （下转第二版）

一名草根“茶教授”和一所大学的双向奔赴——

太阳山上 四季茶香
本报记者 肖淙文 陈 醉

一名草根“茶教授”和一所大学的双向奔赴——

太阳山上 四季茶香
本报记者 肖淙文 陈 醉

李京珊的太阳山茶场在浙江大学茶
学系 15 个教学实践基地中，无论从规模
还是积淀看，都不算最出挑的一个。但
作为离市场最近、与产业需求导向最紧
密的产学研基地，一位茶农和一群浙大
茶教授的“碰撞”，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
科技创新的“大能量”。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
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
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李京珊这样
的“科技导向型”新农人，正是紧缺人才。

一直以来，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界
的合作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一
方面是高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另一
方面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对科技
指导的迫切需求。李京珊与浙大的有效
沟通、系统衔接、协同创新，打通了创新
链和产业链，为农业转型提供了样本。

从学校的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实验
场，开放式研究正助力浙江农业开启新
模式。而科技创新激活的远不只是农
业，在产学研用协作机制不断理顺的今
天，各行各业的“产业教授”将不断诞生。

新农业，需要田间
地头的实验场

短评

本报讯 （记者 詹丽华 通讯员
魏莎莎 陈婷 张筱燕）“我们员工考勤规
章制度总算落实了。”杭州康旭科技有限
公司人事经理小烨心里踏实了。近日，在
街道劳动保障专员介入下，公司与员工代
表开了个“红茶议事会”，最终，通过三方
协同，把“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的条款
改为“以实际出勤结算工资”，并通过了
公司规章。这是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
近半年来调处的第109件劳动纠纷。

今年 6 月起，拱墅区开始在全省率
先探索制定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街道
评价标准，全区 18 个街道当起了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哨点”和“娘舅”。

小河街道商务楼宇集中、中小微企

业众多、人员流动性大，容易出现群体性
劳动争议，且调处困难。从试点开始，小
河街道就针对街区、产业园区、商务社区
的不同特点成立了微信工作群，街道与
企业人事负责人直接对接，排摸风险，对
高风险行业、企业进行重点关注。小河
街道政务服务岗劳动保障专员俞雪珺刚
调处完的一起劳动纠纷就很有代表性，
一家培训机构收缩门店，通过调店、降薪
等方式希望员工主动离职。“接到个别员
工投诉的时候，我们就预判了风险，及时
约谈企业，核实情况后跟进调处，说服企
业按合同约定薪资给员工足额发放了
工资，引导个别持异议的员工走劳动仲
裁途径，依规挽回损失。”（下转第二版）

拱墅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显成效

街道当“娘舅”劳务更和谐

李京珊在太阳山茶场采茶。 拍友 李江林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邵卢静）“在家门口就能找工作，也能
在家门口学技术。”日前，陈女士来到温
州市龙湾区星海街道旭日社区内的就
业综合服务站，翻看起招聘岗位清单，
随即投递了简历。今年 47 岁的她，刚
从一家机械厂离职，被登记为失业人
员，“正想着再就业维持生计，没想到家
门口就能找工作。”她直呼“方便”。

让想就业的人能就业，让能干事的
人有收入，今年温州确保重点群体就业
稳定，兜底帮扶困难群体就业，将就业
服务延伸到了群众“家门口”，星海街道
就是一例。不仅在社区，该街道还在高
校、产业园区、企业内部设立就业服务
站，并且下放人力社保服务权限，服务
站内可兑现就业补贴政策、享受政策咨
询、开展技能培训等。

“我们发现就业重点人群中有不少
人不知道哪里可以干事就业。”温州市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该
部门发挥“家门口”就业帮扶的作用，联
动全市9部门及各县（市、区）走村入户
排摸就业底数、拓展“家门口”公益性岗
位，并且鼓励街道社区开展技能培训，
每月通报成果进展。

不仅要有事做，还要有收获、有成
长。掌握重点群体就业诉求的同时，温
州今年还在各县（市、区）推广重点群体
专项培训，开展“家门口”定制化的培训
活动，分门别类提升不同群体的劳动技
能和就业能力。如今，在鹿城区，各街道
社区常态化开展就业技能培训，针对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应聘指导培
训；面向就业困难人员，发动辖区企业提
供爱心岗位，开展制鞋、短视频制作、养
老护理等职业培训；不少社区还鼓励低
收入家庭人员从事家政行业实现增收。

今年截至目前，温州累计排摸帮扶
重点群体10.4万人次。

温州为重点群体量身定制就业服务

找工作学技能，就在家门口

本报杭州12月17日讯 （记者 夏丹） 寒冬来临，但浙江一
处处工地正在火热施工中，各地重大项目马不停蹄地推进着。
今年前11个月，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2.9
个百分点，继续领跑东部省份；完成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
工程重大项目投资超万亿元，全省投资形势总体稳定，为浙江经
济回升向好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扩大有效投资，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之举。为
此，一年来，浙江以更大力度稳投资优结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基础。

政策环境上，浙江将稳投资作为发力焦点。早在开年之初，
便率先出台“8+4”经济政策体系，将扩大有效投资排在首要位
置；省两会提出实施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位列“十项
重大工程”之首。同时，今年以来，浙江先后出台扩大有效投资
政策 24 条、省重大产业项目决策评估工作指引、省重大建设项
目管理办法、民营经济32条等政策文件，持续激活全社会投资。

如旨在扩大有效投资的“千项万亿”工程，2023年浙江共安
排 重 大 项 目 1244 个、总 投 资 8.236 万 亿 元、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0007 万亿元，项目实现 90 个县（市、区）全覆盖。截至 11 月
底，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21521万亿元、投资
完成率 121.4%，新建项目已全部开工，提前实现全年新建项目
开工率100%的目标，成为稳投资中的定盘星。

还有备受关注的民间投资，今年上半年，受外部环境影响，
浙江民间投资增速从年初的 2.6%持续下行到 1 至 7 月的 0%，8
月我省迅速出台“民营经济 32 条”，随后民间投资逐步企稳回
升。今年 1 至 10 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0.2%，其中民间项
目投资同比增长10.0%，均高于全国同期。

投资实践上，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作为浙江稳投资的保
留项目持续推进。今年浙江分别于 2 月 21 日、7 月 4 日举办了
两次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涉及重大项目367个，总投资
1.3597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89亿元。截至11月底，两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1882亿元。

体制机制上，政府领投、社会跟投有了新的空间。年初，浙
江谋划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消费与健康、绿色
石化与新材料等 4 只产业集群专项基金和 1 只“专精特新”母基
金，推动产业投资。随后，一个引领撬动规模可达 2000 亿元以
上的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金群正式启动。目前，出手快的产业
基金已启动了产业项目投资。

要素保障上，浙江对重大项目要素需求予以全力支持。资
金方面，浙江今年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超百亿元，涉及项目总
投资超千亿元，专项债下达额度占全国比重超过 7%，大力抢抓
增发国债政策红利。土地保障方面，全省供应国有建设用地近
40万亩，年度省级安排保障省级以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 5 万亩，保障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2
万亩。用能保障方面，今年已保障重大产业项目新增能耗指标
3693万吨标准煤，腾出存量用能空间286万吨标准煤。

经济复苏往往不是一蹴而就，当下的有效投资，是未来经济
企稳向好的重要砝码。接下来，浙江将发动各地、各部门提高项
目谋划和储备质量，筑牢明年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基本盘。同时，
持之以恒推动“民营经济32条”宣贯落实，进一步推动民间投资
增添动力、释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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