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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职中的孩子家里困难的情况相
对比较多，四川沐川只有一所高中、一
所职中，我们通过开展“蓝鹰工程”来提
升职中的教学水平，几年下来，经过各
方努力取得不错的成绩。比如我们和
诸暨的企业合作，在沐川职中开设了全
国首个袜机维修班，学生尚未毕业已被

诸暨袜企以月薪2万元预订一空。
可以说，“蓝鹰工程”既帮助了困难

家庭孩子专心于学业，也提升了学校的
升学率，就业学生的收入增加了，学校
在各类技能比赛中获得的名次也越来
越好。

【沐川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陈军卫】

“如果没有蓝鹰工程，我现在可能还在
沐川本地，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从四
川乐山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毕业3年，回
想起往昔，今年20岁的廖德伟感慨良多。

出生在沐川县沐溪镇的廖德伟，父
母早逝，他和奶奶相依为命。2019 年，
他进入沐川职中，就读于机械加工专
业。两年后，浙江对口援助的“蓝鹰工
程”走进这所学校。“蓝鹰”意为“蓝领鹰
才”，两地通过专业共建、产教融合等方
式，接力培养技能人才，助力高质量就
业。两地学校、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为
这里的职业教育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数控加工的机器变多了，我们还
有机会去浙江对口公司实习半年。”当
时正上高二的廖德伟发现，以往七八个
人围着一台机器，等着轮流上手的时光

一去不返。“蓝鹰工程”不仅为他们添置
更多先进的机器，还能为他们报销实习
所需的全部费用。

得知这个消息后，廖德伟“既激动
又忐忑”。他没想到，第一次出远门，就
是奔赴千里之外的浙江诸暨。提起当
时的场景，廖德伟记忆犹新。实习单位
的大门比沐川职中的大很多倍，企业一
旁的“世界 500 强”标识也让他感觉震
撼：“能到中国 500 强企业实习，我就很
满足了，没想到世界那么大，这个企业
排名能进世界500强，感觉特厉害。”

据悉，作为“蓝鹰工程”试点学校，
沐川职中与比亚迪汽车、汇川技术、浙
江海亮股份等多家上市企业开展校企
合作，先后组建“蓝鹰之星”冠名班 18
个，累计培养学生1091名。

这两年来，沐川职中先后选送422名
“蓝鹰之星”冠名班学生赴浙企实习。结
束实习后，这些学生还可以自行选择留在
当地工作，或是带着技术回乡。为了离奶
奶更近一些，廖德伟最终选择从浙江回到
四川成都，在一家集信息化、智能化、生态
化于一体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工厂，找到了
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主要客户为特斯
拉、菲亚特、沃尔沃、标致、长城等。

未来，廖德伟计划继续留在厂里工

作，努力提升技术，“我现在月薪到手
9000 元，希望以后能成长为技术骨干，
给奶奶买套有电梯的房子。”他说。

如今，“蓝鹰工程”已被纳入《浙江
省·四川省深化东西部协作“十四五”规
划》，其经验在两省全面推广实施。正
如“蓝鹰工程”的图标——一只蓝色的
鹰，飞越在山海之间。乘着这只“蓝鹰”
的东风，无数只“小鹰”将纷纷长出技术
的翅膀，飞出大山⋯⋯

校企合作，共育技能人才

蓝鹰，翱翔高山大海间
本报记者 谢履冰

援川手记

本报讯 （记者 许峰） 台上“种瓜
能手”“瓜王”大比拼、台下创意西瓜展
示争奇斗艳⋯⋯5 月 28 日，在台州市
农垦场里，路桥区“西瓜产业铺富路 农
事竞技话和美”暨“新农人”技艺展示活
动现场热闹非凡。看着人头攒动的现
场，金清镇年轻干部杨亚妮和小伙伴们
相视一笑，“农产品品牌赋能项目”的第
一炮打响了。

一个多月前，金清镇组织了一场优
质项目路演，来自该镇不同岗位的 18
名项目“主理人”围绕项目内容、意义、
进展和预期成效等进行介绍，召集“青
春合伙人”，一线练兵。

“这是我们年轻干部培养‘淬钢计划’
淬火行动的第一个环节。”金清镇组织委
员梁潇之说，该镇分批次梳理镇级项目，
设立“主理人”，打破岗位专业壁垒，实施
工作专班与年轻干部“双向认领”制度。

“年轻干部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向项目
‘主理人’发起‘组团’申请。经‘主理人’
反选后，正式成为项目专班一员。”

“我们主要是服务‘新农人’，为黄
琅西瓜、黄琅青蟹、金清好礼农产品品
牌赋能增值。”作为“农产品品牌赋能项
目”的主理人，这场路演，杨亚妮收获了
4名“青春合伙人”。

他们组织瓜农、设计比赛环节、延
伸活动内容⋯⋯首次行动就事半功倍。

活跃在一线的，不仅是杨亚妮。“我
们把参与服务项目建设的数量与质量
作为对年轻干部平时考核的重要依据，
将项目一线的工作表现作为干部提拔
的一项重要考评指标。”梁潇之说，除此
之外，该镇围绕干部全生命周期管理，
把选育用融入干部“全链式”培养体系，
全面搭建年轻干部“蓄电站”，淬炼高质
量发展“生力军”。

路桥年轻干部围绕项目组团一线练兵

青春合伙人，在实战中成长

本 报 嘉 兴 5 月 29 日 电 （记 者
郁馨怡 通讯员 王媛 仇嘉伟） 29 日，
一场中低运量轨道交通项目碳普惠核
证减排量交易在嘉兴市完成签约。嘉
兴市南湖区某公司以 12.3 万元的总
价，购买嘉兴市有轨电车开发有限公司
1688吨减碳量，折合人民币73元/吨。

此次交易的减碳量由嘉兴市铁投
集团下属嘉兴市有轨电车开发有限公
司创造，涉及该公司 2023 年度减少排
放的 1688 吨二氧化碳当量。今年 4 月
25 日在嘉兴碳普惠交易平台上完成核
证减排量登记，5 月 22 日发布交易公
告，并与买方公司达成买卖交易意向。
交易所获得的 12.3 万元，嘉兴市有轨
电车开发有限公司将以乘车优惠形式
等返还给乘客。

低碳出行方式也有碳价值。“这次

的 1688 吨减碳量，简而言之就是指乘
客乘坐有轨电车出行，和其他采用燃
油等高耗能的机动车等出行方式，相
比较后节省的减排量。以前这个减少
的碳排放量是无法计算清楚的，现在
有了科学计算方法——由嘉兴市铁投
集团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联合编制
的《嘉兴市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碳普惠
方法学》。”嘉兴市铁投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栾志刚告诉记者。这些减排
量通过核证后，就可以流转到碳交易
市 场 ，产 生 更 多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益。

据悉，这是浙江省交通领域的首笔
碳普惠交易，这样的突破将在有效推动
公众出行端碳减排，形成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及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绿色低碳发
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嘉兴完成全省首笔交通领域碳普惠交易——

低碳出行也能精准“卖钱”

本 报 杭 州 5 月 29 日 讯 （记 者
叶怡霖 王柯宇） 明媚的初夏，杭州进
入动漫时间。29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动漫节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热
闹开幕，迎来美好的“二十”芳华。

今年动漫节为期 5 天，围绕“国漫
正当时”的主题举办，主会场设在杭州
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副会场设在杭州
中国动漫博物馆，另在杭州有关区（县、
市）设置3个分会场并开展系列活动。

据悉，今年动漫节共吸引来自全球
50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家企业和机
构参加，其中不乏央视动漫、上海美影
厂、中南卡通、电魂网络、天闻角川等头
部 企 业 ，以 及 MEGAHOUSE、Hel-
loKitty、中国香港文化联合展团、中国
澳门组团等境外企业和机构。

最受漫迷欢迎的主会场展区，今年
共有 6 层，不仅有众多国内外热门 IP 展
示，还有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周边售
卖，能逛上大半天。

今年首次设立的数娱游艺园是开
幕首日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能体验
到 AI 等 数 字 科 技 带 来 的 动 漫 新 玩
法。在全息舱动漫分身照相馆，记者
站在镜头前简单比出一个姿势，大屏
幕上就能实时生成动漫形象，同步跟
随记者的动作，变成自己的“二次元
分身”；在 AI 识图云计算画像工坊，记
者上传自己的照片后，面前的机械臂
就开始现场作画，不到 5 分钟，一幅简
笔肖像画跃然纸上⋯⋯新技术在动漫
游戏等领域的应用，让人看到未来的
样子。

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
已在杭州举办 20 届，不仅成为广大动
漫爱好者向往的“节日”，也带动杭州动
漫 产 业 从 无 到 有 、从 有 到 优 。 截 至
2023年底，杭州动漫游戏企业达到274
家，从业人员 1.2 万余人，年产值突破
500亿元。

当前，杭州正朝着打造“国际动漫
之都”的目标努力迈进。在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到来的特别时刻，中
国国际动漫节与匈牙利凯奇凯梅特动
画电影节、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国际动
画 电 影 节 、纽 约 动 漫 节 品 牌 合 作 方
UNIPX 集团、新西兰中国电影节、韩国

光州信息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富川
国际动画节、韩国光州市观光公社等
国际知名动漫节展签署了国际动画联
盟合作协议。

“通过此次签约，中国国际动漫节

将联合各动漫节展在互邀参会、商务
对接、赛事展映、文化交流等方面加
强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朋友圈’。”
中 国 国 际 动 漫 节 执 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说。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开幕，吸引2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加

动漫节，二十正芳华

中国国际动漫节展馆内的cosplay表演。 动漫节现场，孩子们与赛博萌宠机械狗互动。

参观者在经典动漫IP前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花龙船下水
5月29日，长兴县洪桥镇古龙村卢家荡自然村，举行了隆重的花龙船下水仪式，迎接端午节的到来。长兴花龙船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同于常见的窄长型龙舟，洪桥的花龙船有着更为宽胖的船身和更绚烂的造型，划动花龙船需12人，坐艄、桩刀、敲锣、打鼓各1人，其余8人
分别坐在两边划船，船上插满360面旗帜，船身、船桨上均写满“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端阳吉庆”等吉祥语。 拍友 邹黎 摄

本报江山5月29日电（记者 张源
林霄 通讯员 张晓晨） 29 日，全国气
象防灾减灾工作现场会暨气象高质量
发展试点示范交流会在衢州江山召
开。在全球变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极
端天气及其次生衍生灾害愈发频繁和
复杂，为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气象防灾
减灾“第一道防线”非常重要。

近年来，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对浙
江影响颇大。浙江作为全国气象先行试
点省，不仅实现重点区域监测基本无盲
区，还形成分辨率最高达百米级分钟级的
0至84小时无缝隙全要素数值预报产品
体系，建立集约高效的天气预报预警业务
流程，市县发布突发强对流（大风）、局地
强降水预警平均提前量达到57分钟等。

比如在全国首个县级高质量气象
现代化建设先行试点江山，已形成“网

格+气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的新模
式，让气象预警信息深入村社一线的

“最小单位”，联合各相关部门快速转化
为防灾减灾的行动力。每年汛期，江山
网格员便会穿行于山塘水库，及时上报
隐患灾情，有序转移和安置辖区百姓，
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将
灾害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气象局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
评估报告显示，2023 年浙江气象高质
量发展水平排名全国前三，高质量发展
评估一级指标全部位于全国前五，“防
灾服务”等 4 项指标全国排名第一，气
象服务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今年 5
月 23 日，浙江高质量气象现代化和防
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先行试点及江
山市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先行试点均
高分通过中国气象局验收。

我省实现重点区域气象监测基本无盲区

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记者 赵静） 来的是村里
的“土师傅”，比的是砌筑、木工、电工、
镶贴，带着乡土气，沾着泥土味儿⋯⋯
5 月 29 日，2024 年省乡村建设工匠职
业技能竞赛在台州温岭举行，全省 11
个设区市代表队共计 155 名乡村建设
工匠现场“真刀真枪”比拼手艺。

本次竞赛由省建设厅、省总工会主
办，台州市建设局、台州市总工会、温岭
市政府、省建设建材工会、省村镇建设与
发展研究会承办。培育乡村建设工匠是
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近
年来，浙江已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和
实践，累计培训8.1万名乡村建设工匠并

统一纳入“农房浙建事”系统管理。
“举办本次技能竞赛，既为乡村建

设工匠提供了施展本领、切磋技能的舞
台，也通过以赛促教，让他们在学习中
提升、在服务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推
动更多‘土师傅’转型升级为新时代‘巧
工匠’。”省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乡村建设工匠
培育机制，以工匠队伍建设助力村镇建
设高质量发展。

据悉，此次竞赛各工种第一名经省
总工会核准后将被授予“浙江金蓝领”称
号，择优推荐参加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举办的国家建筑工人职业技能大赛。

2024年省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让“土师傅”成为“巧工匠”

本报讯（记者 郑亚丽 通讯员 单超）
记者近日从省经信厅获悉，近日，浙江
出台首部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政策文件

《关于加快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

省经信厅经济运行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浙江安全应急产业快速发
展，涌现出一批优质企业和先进产品，
但仍存在部分关键装备技术薄弱，企业
规模不大、创新能力不足、供需两侧信
息不对称、市场需求单一等问题，需要
从省级层面加强政策引导，以需求引领
推动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定下目标，到2025年，
全省安全应急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

破 4500 亿元，安全应急领域专精特新
企业数量达2200家。到2027年，全省
培育形成一批专业性强、知名度高的安
全应急企业和品牌。

《实施意见》显示，今后浙江将围绕
安全防护类、监测预警类、应急救援处
置类和安全应急服务类等重点领域发
力，比如在安全材料方面，重点发展防
火阻燃、隔热、防水、防腐蚀、抗辐射等
材料。在自然灾害防御方面，重点发展
极端天气、洪涝、地震、森林火灾等自然
灾害监测预警设备。

在发展路径上，浙江将充分发挥现
有产业集群优势，努力挖掘企业、集群
的安全应急领域经济增长点。

浙江推动安全应急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