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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祎 通讯员 张国耀
刘牧） 12 月 19 日，记者从全省调解工
作会议上获悉，“浙里调解”应用正式开
通上线，并与“省矛调协同平台”“浙江
解纷码”贯通。

“浙里调解”通过全过程数据归集、
全闭环数据留痕、全业务数据治理，打
造线上、线下协同和案源、组织、结果

“三可信”的实时性、开放性、综合性多
元调解服务平台。该应用主要由调解
案源池、调解资源库、调解结果数字化
三大核心场景组成。以政府公信力为
支撑，多渠道、多时段、多场景开展移
交、协同、汇聚适调纠纷，让当事人更愿
意上报纠纷线索，并通过市县乡村四
级、行业专业类别、免费收费需求、案件
难易程度、调处化解流程等全过程跟
踪、管理和统计案源，当事人可通过“浙
里办”、支付宝或微信等移动端查阅满

足需求的调解组织信息、申请服务，还
可以全流程、可视化、互动参与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全过程，通过7项指标对调
解服务全流程进行互动评价。调解员
也可对调解结果督促履行、提供社会救
济便利、支持司法确认等。

据悉，浙江共有调解组织 2.9 万
个、共享法庭 2.7 万个。近 5 年来，“调
解优先、诉讼断后”格局全面形成。今
年开展诉前调解改革攻坚行动，1 月至
11 月诉前调解成功 34.2 万件，占诉至
法院纠纷总量 23.7%，全省法院新收各
类案件同比下降0.67%。

接下来，“浙里调解”应用将聚焦调
解工作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方向，
迭代优化调解流程、积极引入市场调解
资源、贯通对接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
以数字赋能进一步提升全省调解工作
水平。

“浙里调解”应用上线“浙里调解”应用上线

本报杭州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拜喆喆） 记者19日从杭州跨境电商综
试办了解到，2023 杭州国际跨境电商
交易博览会将于 12 月 27 日至 29 日在
杭州举行。这是杭州首次举办跨境电
商交易会。

本次博览会围绕“甄选源头精品
链接跨境人才”，旨在为企业出海提供
平台、供应链、人才、服务生态等全方位
的支持。

据悉，本届博览会预计将邀请超10
个跨境官方平台出席、50家跨境优质服

务商和 200 家全国优质产业带工厂参
展，30 多位跨境大咖现场分享，上万名
跨境电商从业者参观。此外，将引入“跨
境人才对接会”这一展会新模式，预计将
有超 10 所本土高校、40 家华东头部跨
境大卖家现场对接。参会观众可免费参
与现场人才对接，实现校招和社招兼顾，
引入“操盘手”的同时培养“排头兵”。

本次博览会由浙江省商务厅、中国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全程
指导，扩展集团、海圈网、省跨境电商产
业联盟、跨境百人会联合主办。

杭州将首次举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沈吟 通讯员 孙大昌）
12月18日至19日，台盟省委会六届三
次全会在杭召开，审议通过省委会工作
报告、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表彰先进
集体和个人。

一年来，台盟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
盟员紧扣“夯基础、谋发展”的全年工作
主题，开展“之江同心·宣讲”、“石库门
到红船”读书分享等系列活动，强化对
盟员台胞的政治引领。聚焦中共浙江
省委三个“一号工程”、台盟中央重点调
研任务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
举办主题性议政沙龙活动，激发盟员参

政履职热情。打磨品牌，做好做优台湾
大学生浙江夏令营、冬令营等对台品牌
交流活动，举办“问道两岸·浙里康养”
之江同心·经济圆桌论坛，不断在助力
两岸融合中夯实同心之基。积极承办
台盟中央“筑梦乡村”“筑梦长江”培训
班，组织台湾专家学者赴嘉善、开化开
展“同心助共富”专题调研，在社会服务
的生动实践中，铸就奉献之基。

台盟省委会将敢于负责、勇于担
当、善于作为，以实打实的成果在推
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中交出
新答卷。

台盟省委会召开全会

本报杭州12月19日讯（记者 林婧）
记者 19 日获悉，22 日至 24 日，浙江美
术传媒202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在浙
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举行。

本次秋拍为艺术爱好者遴选了近
600件书画精品力作，涵盖吴昌硕作品
专题、黄宾虹作品专题、余绍宋作品专
题、陆俨少作品专题、沙孟海作品专题及

楹联专题，以及潘天寿、吴湖帆等名家代
表作，其中还不乏多件附重要出版著录
佳作。相关负责人表示，美术拍卖将继
续秉承“少而精”的宗旨，增质减量，力求
为广大藏家呈上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

此外，本次秋拍将进行线上线下同
步拍卖，广大市民下载“艺术融媒体”即
可参与线上直播拍卖。

美术传媒2023秋拍在杭启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长兴作为
全省工业强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特别指
引，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坚定“破”“立”决心，以有限空间推
动无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
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
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土地、能
耗等要素制约难题，创造性做好存量盘

活、增量拓展、变量积蓄等文章。这些
年，我们致力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
高的俊鸟，按照“一张图”管控、“五色
法”调度、“标准地”招引的思路，大力实
施工业全域有机更新，统筹抓好能耗

“双控”、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落后产能
淘汰、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等工作。今年
截至目前，累计腾退工业低效用地1850
亩、盘活用地1130亩，吉利纯电总成、国
康光电、天能帅福得等一批重大项目加
快建设，全县规上工业企业亩均增加
值 、亩 均 税 收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1% 、
22.6%；“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考核
荣获省专项激励。

保持攻坚恒心，以实干作风力求实

绩实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
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
绩。绿色低碳转型的题中之义是破旧
立新、破立并举，更加考验我们党员干
部的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这些年来，
我们大力发扬实干争先精神，对标全省
三个“一号工程”和“十项重大工程”、全
市“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
题实践等部署，系统谋划实施“六创六
比六看”行动，围绕产业创强、科技创
新、改革创先等工作重点，四套班子领
衔攻坚、乡镇部门组团发力、企业群众
广泛参与，全力推动各领域、各板块破
难题、争一流、走前列。今年以来，新获
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1 项、省政府督查激
励 3 项，获评首批国家自然资源节约集
约示范县、省全面深化改革优秀县、湖
州市“生态鼎”首个冠军鼎，省扩大有效
投资“千项万亿”工程亮晒连续三个季

度获评“五星”。
秉持为民初心，以产业增效助力群

众增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
是最大政绩。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经
济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发展质量，更
要坚持发展为民。这些年来，我们置身
共同富裕大场景，充分发挥产业辐射带
动作用，系统做好产业帮扶、村企结对
等带富文章。太湖边的龙之梦乐园，从
曾经的“废矿坑”变成“聚宝盆”，动物世
界、欢乐世界、冰雪世界等 19 个业态相
继投入运营，为周边群众带来2000余个
就业岗位；长兴西北部的小山坳——新
川村，见证了天能集团从村办企业到行
业龙头的发展蜕变，在天能集团的结对
带动下，80%以上的当地青壮年组团创
业，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万元，其中，

“百万富翁”超 600 户、“千万富翁”超
300户，成为产业带富的鲜活典型。

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绿色低碳转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长兴县委书记 石一婷

市县党政正职谈
“持正确政绩观、建为民新业绩”行动

本 报 杭 州 12 月 19 日 讯 （记 者
来逸晨） 记者 19 日从省农业农村厅、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获悉，2023
年我省粮食生产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年度目标任务，总播种面积 1537 万亩、
产量 127.8 亿斤、亩产 415.6 公斤，均创
下近八年新高。

“今年年景比去年好很多，总体风
调雨顺。”“我们基地655亩晚稻大丰收，
比去年足足增收30多吨。”“秋粮产量稳
步上涨，今年稻谷平均亩产有 1250 斤，

比去年高出将近 200 斤。”⋯⋯近期，来
自杭嘉湖平原、浙中盆地等省内产粮大
区的种粮大户纷纷向记者发来丰收的
喜讯，之江大地洋溢着喜悦气氛。

最近，在落实国家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的基础上，省财政对年度粮食播种面
积和增量位于全省前列的嘉兴秀洲、嘉
善等 20 个县（市、区）首度下拨了每个
县 500 万元的奖励金，进一步激发了地
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今年我省粮食生产既扩了面，又

提了质，这份年度优异答卷是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户共同创造的。”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有关负责人
表示。

从“扩面”来看，今年以来，全国首
创的种粮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在省内各
地全面落实，我省稻谷收购价在国家最
低收购价的基础上，每百斤再增加了 4
元，全省域水稻完全成本补充保险的保
障程度也从最高每亩 1000 元提高到
1400 元，有效稳定了种粮农民的收益

预期，种粮面积稳步提升。
从“提质”来看，今年上半年上线的

“浙农技”数字化应用，构建起农技专家
与种粮大户一对一挂钩联系的在线服务
机制。该应用集结了全省各地 1.5 万余
名农技专家，一站式提供“种子、植保、农
资、土肥、防灾减灾”等粮食生产专业服
务，目前已实现 1.7 万户种粮大户全覆
盖，有效推进高产创建和单产提升。

秋收之后，进入冬种生产的关键
时期。“冬种是来年农业生产的第一
季，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结构布局和
粮油生产目标任务的完成。”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各地正充
分利用冬闲田、新垦造耕地、抛荒地等
扩大油菜种植，并保障小麦播种面积
稳中有升。

2023年浙江粮食生产成绩单出炉

播种面积、总产、亩产均创八年新高

本报义乌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义乌 王婷） 12 月
19 日，2023 年度风云浙商评选再启，
入围候选的“30 人名单”在义乌揭晓。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让“民营火箭
飞入太空”的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创始人张昌武、“义新欧”中欧班
列义乌平台运营方义乌市天盟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等29位浙商
及以群体身份参选的“杭州亚运浙商战
队”位列其中。

过去这一年，一大批浙商勇立潮
头、顽强拼搏，聚焦落实三个“一号工
程”，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向前。这次被

提名的 30 人（群体），在数字经济、科
技创新、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均有亮
眼表现，并涌现出多位“创二代”。他
们中，年龄最小的仅 27 岁。活动中，
浪莎集团总裁翁荣弟等浙商还就如何
弘扬“四千”精神、赋能企业发展展开
对话分享。

据悉，年度风云浙商评选是浙江最
具影响力的财经人物评选活动。本次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浙江广电集团主
办，省工商联、浙商总会协办。最终，谁
将登上 2023 年度风云浙商的领奖台，
预计于明年年初举办的风云浙商颁奖
典礼一一揭晓。

年度风云浙商评选再启
“30人”候选名单揭晓

本报杭州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何冬健 通讯员 杨一之） 由省委宣传
部、省科技厅主办的第五届“最美浙江
人·最美科技人”发布仪式19日在杭州
举行。

据了解，第五届“最美科技人”选
树宣传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得到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报
名参选人数创历届新高。经相关评审
程序，最终产生 10 位“最美浙江人·最
美科技人”。

他们中，有致力于真核生物大分子
机器剪接体的三维结构与 RNA 剪接
分子机理研究的 90 后女科学家万蕊
雪；为确立我国家蚕性别控制育种技术
国际领先地位起到关键作用的王永强；
20 年如一日用“黄精”为畲乡开辟致富
之路的江建铭；在肝衰竭的诊断和治疗

科研领域为临床及早救治和降低病死
率作出卓越贡献的李君；我国产业化晶
体硅高效电池技术的开拓者和领军者
宋登元；为生殖安全和母婴健康保驾护
航的张松英；带领团队攻克光热发电关
键核心技术、全球首座达产光热电站设
计师金建祥；30 多年不断探索绿色低
碳环保发展之路的高翔；为航空复合材
料的发展和航空重点型号的成功研制
和批量生产作出重要贡献的谢富原；从
事苛刻环境新型功能防护涂层跨尺度
结构设计与表界面行为研究并实现工
程化应用的蒲吉斌。

发布仪式上，高翔、万蕊雪、谢富
原、王永强等代表第五届“最美浙江人·
最美科技人”分享了自己的创新故事和
获奖感受，全体获奖者还以《用科技之
光书写盛世华章》为题进行了诗朗诵。

第五届“最美浙江人·最美科技人”揭晓

寒潮再次升级！12月20日，受新一
股冷空气影响，浙江全省气温将再度下
降。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早晨最低
气温-2至-5℃，山区最低-7至-10℃，
白天最高气温仅在 0℃左右。比如，22
日杭州主城区最低气温可能降至-5℃。

结束了连日来的雨雪天气，接下来
的晴好天气将更加寒冷。12月19日夜
里，浙西北地区雨（雪）渐止，天气转
好。20日起，全省都将以晴朗的天气为
主，并一直持续到 28 日，其间不会有雨
雪打扰。但受新一轮冷空气补货影响
下，全省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过程降温
幅度将达到 4 至 7℃，相较常年同期，气
温明显偏低。21 日至 24 日，全省大部
地区将出现持续低温冰冻、山区有严重
冰冻，沿海海面有8到9级偏北大风。

面对持续的低温冰冻灾害，全省各
地各部门已经打响“保温战”。

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

作为宁波市的“菜篮子”，在鄞州区
姜山镇的“尚蔬园”蔬果基地，农场主柯
汉强带领 30 多位工人抢收露天田里的
青菜、生菜、小白菜等。同时，基地对现
有的 300 多亩大棚加盖“保暖衣”。“针
对已经成熟的叶菜大棚，我们多覆一层
膜，变成两层膜；对于还在长苗阶段的
番茄、茄子、辣椒等，加覆两层膜，加强
保温。”柯汉强表示。

12月19日晚，载着1000袋稻壳的
卡车开进了长兴县夹浦镇父子岭村的金
橙果园，这些稻壳能为果园大棚升温5℃
左右。“砂糖橘刚开采没几天就大降温，
霜冻最影响产量了。”金橙果园负责人杭
建新说，如果不保温，20万斤砂糖橘会全
部冻掉，预计将损失 200 多万元。了解
到情况后，父子岭村书记张爱兵联系到
一家生产稻壳的公司，并于次日将供暖
材料运送到果园，给个别大棚加温。

12 月 19 日，开化部分山区出现
了-4℃的低温，各水果种植基地里的果
农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增
温防冻工作。在钱江源未来农业示范
园下淤草莓种植孵化园，农技人员忙着
在草莓大棚里开展加膜增温作业。“我
们草莓的采摘期主要集中在 11 月到次
年的 3 月，接下来马上就要迎来采摘旺
季，太冷会冻坏花果。”下淤村草莓孵化
园工作人员刘颖丽告诉记者。

“村里农业企业明康汇的百余亩蔬
菜大棚被大雪覆盖，急需志愿者帮忙！”
12 月 19 日 6 时，安吉县天子湖镇里沟
村志愿者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引起村
组织委员张周勇的注意。“现在正是杭
白菜、青菜采收时间，整晚降雪导致道
路通行不畅，蔬菜外运困难，且大棚有
倒塌风险。”想到这里，他急忙披上外
衣，带上工具，前往明康汇种植基地。

明康汇安吉种植公司是天子湖镇引进
的蔬菜保供企业，每年要为长三角城市
提供近 6000 吨新鲜蔬菜。企业在里沟
村的种植基地有 400 多亩。整晚的降
雪，使得基地道路和大棚上的积雪厚度
近 10 厘米。五六分钟后，张周勇已抄
起铁锹开始铲除路面积雪，并在路边砍
下竹竿，扫除大棚顶上的积雪。此时，
微信群里的党员志愿者也呼朋唤友赶
来，一支 20 多人的除雪队伍在基地里
忙开了。短短 3 小时，一百多亩蔬菜大
棚与路面积雪被清理完毕，当天的蔬菜
也准时运了出去。

甜橘柚是庆元山区特色农业产业，
这几天恰逢采摘季，为应对寒潮，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纷纷来到甜橘柚基
地，指导农户科学进行果树防寒防冻工
作。“寒潮过后，我们还要指导农户及时
清理、排干田间积水和摘除受冻的坏果
烂果，并且在天气回暖后及时加强肥水
管理。”农技专家练健俊说，目前全县甜
橘柚已采摘近三分之二，由于防范得
当，农户损失不大。

值守一线确保出行安全

安全通行成为各地交通部门的牵
挂。在海拔300多米的浙江交通集团磐
安南站，行车班组的工作人员正手持工
具进行设备巡查，这是这群刚入路的“新
青年”第一次直面山区的风雪冰冻。“一
定注意查看道岔尖轨与基本轨间、滑床

板活动部位，电动转辙机以及拉杆活动
部位有无冰冻，道岔试验转动是否正
常⋯⋯”出发前，行车班组长杜乐向大家
提示作业要点。目前，上道巡查时间已
经从早晨7时提前到6时。“如果寒潮造
成钢轨、夹板折断，或者道岔、接触网出
现冰冻，就容易引发事故。只有及时发
现和消除，线路才能畅通。”他说。

在衢州市级公路应急基地（常山），
应急设备操作手正开展除雪模拟操作
训练。除了模拟训练，还加强对车辆的
除雪装备、防冻液、轮胎气压等的检查
维护。“G3京台高速和G6021杭长高速

（衢州路段）属于山区路段，是易结冰、
易积雪、事故易发的重点部位。”衢州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舒奕说，在冰冻天气严
重影响安全通行的情况下，衢州高速交
警会采取限流等方式进行管控，并及时
组织融冰工作，确保车辆安全通行。

在松阳的召寨线，20多名养护工人
正手拿铁锹对路面积冰进行铲除。不远
处，公路应急抢险队伍以及除雪撒盐车
等专用抢险机械也在同步作业，防止道
路再次结冰。“这条路通往旅游热门打卡
地，来往车辆很多，但因为海拔高，路面
很容易积冰。”松阳县交通运输发展中心
副主任施利军说，他们每天都会过来清
扫，及时铲除积冰，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构筑服务群众温暖防线

12月19日21时30分，杭州建国中

路安乐桥口，一阵寒风夹着雪气吹过。
穿着“蓝马甲”的黄翔宇，使劲搓了搓
手，长时间拎着物资的双手被冻得通
红。作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巡查人
员，这是黄翔宇当晚走过的第 10 条
街。当日，杭州气温再度下跌。杭州市
抗雪办发布相关通知，要求各部门针对
性落实防范措施，“保生产、保畅通、保
供给、保安全、保民生”。

“怎么保？只有一个个桥洞走过
去，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人。”黄翔宇
说，每年寒潮来临，夜间巡查也会随即
启动，“能帮尽帮，上周开始我们就已经
出动了。”每天晚上，“蓝马甲”们都会在
公园凉亭、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流浪
露宿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巡查劝
导。从 12 月 11 日至今，杭州市救助管
理站共巡查点位 90 余个。“我们遵照

‘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引导他
们去救助站避寒。”工作人员潘辉说，对
于不愿意去救助站的，都会提供御寒衣
物、棉被、食品等，“目前，我们站里 70
多名工作人员均上街巡逻，已发现劝导
流浪露宿人员 6 名，帮助 1 人购买免费
返乡车票。”

街头涌动的志愿者身影，也在为寒
潮下的生活“供暖”。这几天，上城区紫
阳街道的“向阳花”志愿服务亭，将一杯
杯热腾腾的姜枣茶送到快递小哥、环卫
工人和路人的手中。“身上很暖，心里更
暖。”路过的周师傅喝了一口姜枣茶，竖
起了大拇指。皇亲苑社区一针一线赶
出了 20 条“暖心围巾”，送给了辖区内
的高龄独居老人⋯⋯

城市里的暖冬“加油站”为户外工作
者构筑起“温暖防线”。在嘉善县干窑镇
职工服务中心的窑乡驿站，外卖员韩德
伍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一碗热腾腾的八
宝粥说：“暖，很暖，暖胃、暖心！”干窑镇
工会专职副主席张海霞告诉记者，针对
今年寒潮天气，他们首次尝试在辖区爱
心驿站开展常态化的冬日送温暖服务，
为辖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消
防员等提供免费冬日“特饮”和点心。

位于舟山新城淘味城的劳动者驿站
内，志愿者引导外卖小哥有序领取暖心
礼包，有电动车护膝、耳罩、保暖手套等
实用物品。“骑行在冬天冷风中，这个保
暖套装刚好是我们需要的，很实用也很
暖心。”外卖员韦秋荣当场试穿，连连夸
赞。舟山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 175 个劳动者驿站陆续开
启，均配置了微波炉、热水壶等设备。

（本报记者 张源 王波 沈超 黄彦
于山 李世超 暴妮妮 叶锦霞 邬敏
丁珊 见习记者 林霄 吕凌棘 通讯员
张晓晨 余璐 张泽明 叶梦雨 宋依依
吴丽萍 陈雅雯 赵金淼 潘雨妍 葛畅
梁心韵 共享联盟·开化、安吉 姚雪
周期意洋）

全省大部地区将迎来持续低温冰冻天气

寒冷升级，“保温战”已打响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12月19日，杭州市临安区月亮桥村果农在草莓大棚内设置火炭炉。 拍友 胡剑欢 摄

12月19日，国网湖州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在对输电线路开展巡检。 拍友 吴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