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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谈人才
全省“新春第一会”作出了以“大人

才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大
军、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的重要部
署，并就实施浙商再出发“雄鹰”行动等7
项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抓好新
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
径。作为民营经济的先发地，乐清发展
离不开民营企业家队伍这支中坚力量的
砥砺奋斗、共同拼搏。新征程上，我们必
须把民营企业家队伍建得更强，为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乐清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
的强大动力。

始终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以“尊商
重商”让企业家享有荣光更有地位。民
营企业家是乐清最宝贵的财富。我们
始终秉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每一
位企业家”的理念，持续深化全省唯一

的“省新时代企业家健康成长示范区”
创建，每年 11 月 1 日高规格举办“民营
企业家节”，连续三年在“新春第一会”
邀请优秀企业家代表坐主席台第一排，
市四套班子集体出席为每一家新上市
企业举行的升旗仪式，“两代表一委员”
中企业家达307名、占比超四分之一，让
企业家站“C 位”、当主角。这段时间，
我们正在加快布局建设“四千精神”陈
列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老一
辈企业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历
程，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四千精
神”、落实“五个能”要求，努力让乐清成
为企业家的盛产地、成功地、向往地。

打造一流环境、一流生态，以“真情
服务”让企业家安心创业放心发展。企
业家发展好，乐清才会好。我们始终秉
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每一位
企业家”的理念，把每个月11日设为“一
心一意为企服务日”，并设立“365”助企

服务热线，持续打响“11365、天天在服
务”品牌。特别是重点聚焦用地难问
题，在全省首创“数据得地”快速供地机
制，企业发展好、赋分排名高就能优先
拿地，“只需要亮数据不需要找书记、只
需要找市场不需要找市长”成为广大企
业家的广泛共识；聚焦法治保障问题，
成立全省首家电气产业知识产权法庭、
出台全省首部《电气行业知识产权合规
标准指引》，推行涉企执法监督“三码合
一”、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等举措，做到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接下来，我们将
始终坚持增值化改革理念，尽最大努力
帮助企业家解决急难愁盼、降低各类成
本，让他们能够更加安心放心、充满信
心地在乐清发展。

着眼后继有人、后代回归，以“青蓝
接力”让新生代扎根乐清共创未来。当
前，乐清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期、企业家新老传承的窗口期，要在未

来更高层次、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始终赢
得主动，新生代企业家能不能“接好班”

“当好家”至关重要。我们立足乐清产
业优势，为青年创业者量身打造智能电
气、数字经济等“8+N”产业孵化集群，
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
创园”全链条孵化路径，努力让更多创
新“种子”在乐清大地成长为“参天大
树”。特别是一批长期在外打拼的创二
代，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远不如老一
辈企业家，如果不及时加强联系、引导
回归，“地瓜藤蔓”就会断掉，在他们心
中家乡就会成为他乡。为此，我们谋划
推出了“青鹏计划”，邀请他们回乐叙乡
情、看变化、话发展，上个月已经举办了
首场活动。接下来，将深入实施“浙商
青蓝接力工程”和新生代企业家“双传
承”计划，大力推进“青鹏筑巢”“青鹏铸
魂”“青鹏齐飞”等系列行动，引导他们
接好政治班、事业班、社会班、文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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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政协绍兴市委员会原主
席、原党组书记沈云姑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在绍兴逝
世，享年80岁。

沈云姑同志是浙江省绍兴市人，
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

月参加工作。历任绍兴县农林局农技股
长、党组成员，禹陵公社党委书记，绍兴市
委常委、农委书记、副市长、越城区委书
记、组织部部长、市直机关党工委书记，市
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政法委书记，政
协绍兴市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沈云姑同志逝世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承 通 讯 员
佟大行） 餐饮业是扩内需、扩消费、惠
民生的重点产业。日前，为期三天的
2024“味美浙江”浙菜经典争霸赛及城
市地标美食选树活动落下帷幕。

来自浙江 11 个设区市的 82 位浙
菜大师各显神通，以浙菜十大宗师为代
表的专业评审团和媒体特邀评审团齐
聚杭州、现场点评。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评选出浙菜经典五星金牌榜、浙菜
经典四星金牌榜、经典浙菜传承奖、经
典浙菜创新奖等。

活动现场推出“味美浙江”美食市
集，通过沉浸式的展示集中呈现浙江各
地特色名小吃、名点、非遗美食等，烹饪
制作的各类菜肴广受欢迎。两天时间
参观人员近 9 万人，现场 70 多个展位
共计销售300多万元。

据了解，后续，省商务厅将联合其
他部门实施推进餐饮发展的九大工程，
并将于 5 月在杭州举办 2024“味美浙
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季启动仪式
及展览展示活动，全力推动餐饮发展进
入为民、乐民、富民的新发展阶段。

“味美浙江”浙菜经典争霸赛榜单出炉

浙菜大师各显神通

融媒联连看
本报临海4月15日电（记者 金晨

共享联盟·临海 金晓欣 钱涛）“台州
府城也有自己的‘王婆’了！”15 日下午
3 时，临海紫阳街上的千佛井戏台被数
百名游客围得水泄不通。原来，随着开
封“王婆说媒”持续火热，临海顺势推出

“府城说媒”互动秀。半个小时后，喜乐
响起，由景区工作人员扮演的媒婆身着
古装、头戴红花，诙谐登场。

“千里姻缘一线牵，帅哥美女挑花
眼。”“年轻人，爱要大胆说出来！”媒婆
挥手招呼，来自绍兴的游客胡一波第一
位上台。媒婆仔细询问了小伙子的年
龄、爱好和理想型对象等信息，随后又

“王婆卖瓜”式地热情吆喝了起来。观
众不时起哄，果真有两名单身女性大胆
上台。喜气洋洋的媒婆妙语连珠，男女
嘉宾真诚大方，欢快的氛围在紫阳街上
久久不散。

“我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这档
节目，特地过来赶一波热闹。”胡一波表
示，虽然没有“牵手”成功，但也迈出了

“相亲自救”的第一步，“全程轻松不尴

尬，打破了对传统相亲的刻板印象。”他
对府城之旅好感倍增，赶着去打卡东湖
和长城，品尝糯叽叽的临海美食。

近年来，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全
面打响“千年台州府 江南真宋城”旅
游品牌，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全域沉浸
式演艺。“今年 3 月，我们上新了‘府城
说媒’互动秀，帮助年轻人解决人生大
事，更借力活动促进消费增长。”台州
府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尹思然告诉记者，“牵手”成功的男女，
景区将赠送一对祈愿牌、《好事来临》
门票等好礼。通过节目认识登记为合
法夫妻的，将获得“府城贺礼”，包含府
城新婚消费券、文创伴手礼、景区终身
免费畅游卡。

长达 40 分钟的“府城说媒”互动
秀，让台州府城游客量持续增长，带动
周边店铺销量翻番。景区还鼓励临海
本地阿姨与素人表演爱好者报名成为
府城红娘，同时，还将
这一节目与水上婚礼、
宋韵市集等活动进行
结合，让游客从旅游、
社 交 等 多 维 度 玩 转
临海。

上新互动秀 沉浸式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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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说媒”互动秀现场。 拍友 钱涛 摄“府城说媒”互动秀现场。 拍友 钱涛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讯 （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宋依依 沈肖） 近日，嘉善某人力资源
公司的派遣员工安先生在工作时被铁
片割伤了手腕，上海的用工单位却无
法承担赔偿责任。眼看两万元医疗费
赔偿没着落，安先生就近向长三角劳
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青浦站求助。青
浦随即向嘉善发起联合跨省调解，帮
安先生办理了工伤认定，了却了一桩
心事。

长三角跨区域劳动仲裁有了新
标准。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一市人社厅（局）的共同努力下，去年
12 月 11 日，嘉兴市和嘉善县牵头，协
同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安徽省滁州市人社局共同起草编
制的《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
服务规范》发布，成为长三角区域首
个 社 会 事 业 类 地 方 标 准 。 近 日 ，青
浦、吴江、嘉善、滁州以及嘉兴市共同
签署了《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
裁标准实施工作备忘录》，约定共同
实施《规范》。

劳动仲裁跨区申请只需“进一扇
门”。《规范》明确，劳动仲裁案件可跨
区联合调解、异地代收，即青浦、吴江、
嘉善、滁州以及嘉兴五地的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发生跨省（直辖市）劳动争议
后，只需“进一扇门”，通过就近工作
站，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
异地劳动仲裁申请即可，由两地的人
社部门来联合调解、协同仲裁。用人
单位或劳动者就跨区域劳动争议申请
仲裁的，也可自主选择仲裁机构提交
仲裁申请材料。

长 三 角 仲 裁 员 也 能 跨 区 互 聘 。
目前，长三角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
工作站已在青浦、吴江、嘉兴、嘉善、
滁州五地落地，首批 18 名长三角劳动
争议协同仲裁仲裁员受聘上任。他
们可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对跨区域仲
裁案件运用共享审理、巡回审理、异
地审理模式进行审理。同时，长三角
仲裁员还将定期开展庭审观摩、人员
轮 岗、联 合 培 训 等 长 三 角 业 务 合 作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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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游客在杭州吴山东岳庙里观赏拍摄两棵五百多岁的古楸树。楸树是植物界著名的“活化石”，自古就是观赏名木。杭州的楸树
从4月10日左右开始陆续开花，花期一般可以持续到月底，目前正处于最佳观赏期。 本报记者 徐彦 摄繁 花

“一位有功底的设计师，一天大概
只能画出 3 张鞋子设计图，但通过 Vali
平台，一天可以出图 500 张，设计效率
提升近 170 倍，相当于‘中国版的鞋履
设计GPT’。”

4 月 15 日，浙江省产业数字化“三
个全覆盖”加速推进暨“AI+产业大脑”
赋能新型工业化现场会在温州永嘉召
开。会前，嘉宾参观了永嘉鞋革产业大
脑（惠利玛产业互联网平台），聆听了介
绍，大家眼前一亮。

当下，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席卷下，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来说已经不是一道选择
题，而是必答题。尤其是在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背景下，浙江的数字化转型进
度条到哪了？

产业大脑要成数字
赋能的基座

数字化转型，到底能给企业和产业
带来什么？惠利玛产业互联网平台赋
能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让与会
嘉宾意识到，数字技术开始对制造业价
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起主导作用。

这一模式，浙江并不陌生。在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浙江首创了产业大
脑。但一直以来，如何为产业大脑画
像，如何推动其建设，没有完全破题。

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大模型的横
空出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行业产
业大脑不但要成为“链接的中枢”，更要
成为“智慧的大脑”，汇聚产业数据、封
装工业知识、打造行业模型，成为能感

知、会分析、善研判的未来工业数字基
座。惠利玛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案例让
我们看到了产业大脑的密码。

比如，惠利玛产业互联网平台就是
先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通产品、企划、
设计、商品、零售全链条，进而实现“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新商业模式的
转型。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改造是数字
技术的应用，数字化转型是在应用数字
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企业组织架构、业
务模式、生产方式的整体转变。正所
谓，数字化改造是数字化转型的前提，
企业没有改造就无法转型，无法转型就
没有未来。

以 设 备 更 新 加 快
数字化转型

2022年7月，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会提出“三个全覆盖”，即实现规
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重点细
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百
亿元以上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全
覆盖。

当下，在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背景
下，这一目标有着更为重要的分量，尤
其是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是重中之重。

前不久印发的《浙江省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2024 年重
点工作任务清单》显示，36 项重点任务
中，“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任务排
在第一位。

与此同时，4 月初召开的全省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
作部署会议也提出了到年底力争完成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的目
标，相比工信部等 7 部委《推动工业领
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的“到 2027
年，工业大省大市和重点园区规上工业
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浙江要提前
完成任务。

“这意味着，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改造全覆盖，是我省推动工业领域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主要工
作抓手。”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并非简单的
更换设备，而是以此为契机，加快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步伐，赋能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更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浙
江是有基础的。2023 年，全省规上工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 80.61%，
较上年提高7.98个百分点。从市域看，
杭州、宁波、金华、绍兴和温州等 5 个地
区的覆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从产业
集群看，全省“415X”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的数字化水平优势明显，整体数字
化改造覆盖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做好数实融合需要
因地制宜

从数字化改造到数字化转型，进而
大力推动数实融合，并非易事。记者从
现场会上了解到，浙江针对不同的企业
类型，因地制宜给出了融合路径。

比如，针对具有综合实力强、创新
意识好、示范效应广等优势的大企业，

浙江提出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推动大企
业智能化升级迈向更高水平。

在这次的设备更新上，浙江也提
出大企业要对标“数字化车间—智能
工厂—未来工厂”的发展路径，加快智
能传感与控制设备、工业机器人、增材
制造等规模化应用，推动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经营管理等信息系统的综合集
成，打造现代化新型产业组织单元，提
升大企业核心竞争力。

再如，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
浙江提出要聚焦“专精特新”企业这个
关键群体，以其为主打造数字化改造样
本企业，用看得见的案例、算得清的成
效向同行业中小企业展示什么是数字
化、怎么改、改了有什么好处等。

数字化服务商是推进数字化转型
的支撑力量。“发挥链主型企业的行业
优势。”在推动服务商高质量发展上，省
经信厅相关负责人建议，可以引导龙头
企业探索技术改造新模式，向产业链上
下游输出系统性、集成性或定制性的解
决方案。

比如，从红蜻蜓集团剥离独立出来
的惠利玛产业互联网平台，就向中小鞋
革企业输出成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集
成打造鞋业AI垂直大模型“AIGC创意
设计”以及爆款抓取、好货通、好采通等
16 个 人 工 智 能 模 块 ，助 企 成 本 下 降
10%、销售提升 20%，平台撮合鞋类交
易近20亿元。

这一成功探索，展示的正是“AI+

产业大脑”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路
径。未来，这也将是浙江全力向数字化
转型进军的方向。

我省推进设备更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力争年底全覆盖
本报记者 郑亚丽 谢甜泉 通讯员 田燕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