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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联连看·@端午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记者获悉，截至
2024 年 6 月 9 日，对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浙江省移交的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
件195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我省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二十四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

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

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本报讯 （记者 俞倩玮） 6 月 6 日
至 7 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
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指导
的长三角新全媒联合体第六届年会在
温州举行。

会上，“2024 长三角新媒体合作赋
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闻行动”同步启
动。三省一市党媒客户端将强强联动，
围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通过文字、视
频、图片、新媒体产品等方式，记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民营经济创新发
展的新局面，挖掘和展示民营经济发展

新质生产力优质样本，提炼各地好做
法、好经验。

为此，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
温州当地两家创新发展代表性龙头企
业——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
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长三角区
域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
达、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进一步充
分整合，为广大民营企业探索形成新
发展路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福
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
工程师宋林云介绍，乘着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东风，福达合金目前已跻身
行业全球前列，客户遍布全球 32 个国
家和地区。

民营经济是温州的一张耀眼名
片。如今，越来越多的温企走向国际
化，一路向上攀登。温州新时代“两个
健康”先行区创建 5 年来，市场经营主
体总量从 96 万户增长至 140 万户，高
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数量
均增长 4 倍，上市企业达 58 家，12 家企
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第一财经新媒体主编王凡为温州的
营商环境点赞：“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世界的温州’别样精彩。”他期待，从金
融贸易到文化旅游，各省市之间未来能
有更多高频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携手共进。

与会代表还对温州生态、文化领域
的发展进行了深入了解。在三垟湿地，
大家看到 10.67 平方公里的碧波之上，
161 座翠岛与 138 条蜿蜒河道交织，绘
就一幅“浙南威尼斯”的生态画卷；在朔
门古港遗址，通过聆听码头、沉船、瓷器
残片等挖掘过程，重回千年前帆船往来
和货栈、茶肆、酒社、饭庄林立的温州港
的繁华景象。

长三角媒体代表齐聚温州

一线探寻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经验

本 报 杭 州 6 月 9 日 讯 （记 者
张源 吉文磊 通讯员 张晓晨 徐鹤群）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6月9日，全省正式
入梅。入梅后，全省降雨过程明显增加，
由于今年大气环流较异常，目前梅雨形
势不典型，雨量分布不均，南部地区雨日
多、雨区重叠。伴随着气温的逐步上升，

“桑拿”般的闷热、潮湿感也将愈发明显。
“今年由于南海夏季风偏弱，预计

出入梅时梅雨的位置可能会偏南，浙中
南地区梅雨较明显。后期随着大气环
流的调整，梅雨带会逐渐北抬。”省气象
局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燕军解释，长
江中下游梅雨主要在杭嘉湖这一带，江
南梅雨主要在钱塘江以南区域，每年浙
江的梅雨带位置变化很大。从历史数
据看，浙江常年在 6 月 8 日入梅，7 月 8
日出梅，平均梅期30天左右，梅雨量多
寡十分悬殊。浙江梅雨量最多的年份
可 达 623.54 毫 米 ，而 梅 雨 量 最 少 的
2005年和1958年则被界定为空梅年。

未来3天，雨势按下“增强键”，但雨

量将呈现南多北少的趋势。6月9日夜
里至10日，浙中南地区有中到大阵雨或
雷雨，尤其丽水、温州、衢州南部、金华
南部和台州南部一带降水较明显，局部
地区有暴雨。而浙北地区晴多雨少，以
阵雨天气为主，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
热。未来10天，全省阴部分有小雨，其
中东南沿海地区局部中到大雨。

此外，入梅意味着全省正式进入主
汛期，局部地区伴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
天气，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省
水利厅要求，接下来，各地要加强水文、
气象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重点关注大
中型水库、主要江河代表站、山洪灾害重
点村落的水雨情动态，加强超警、超保重
要河段和洪水过程、洪峰流量、洪峰水位
出现时间等关键要素的监测预报，为防
洪调度提供支撑。山洪灾害方面，要组
织力量对山洪灾害风险区重点村落全面
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清除阻水障碍物，保
持溪沟河道行洪畅通，及时发布山洪灾
害预警，严格落实预警“叫应”机制。

浙江昨日入梅
全省正式进入主汛期

本报绍兴6月9日电（记者 徐添城）
9日，绍兴市柯桥区举行“锦绣计划”启动
仪式暨《越州异闻录》发布会。记者从启
动仪式上了解到，未来3年，柯桥区将打
造十部微短剧，讲好柯桥发展主题故事。

为响应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今年，浙江金
柯桥文旅集团联合影视行业内优秀投
资制作公司达成“锦绣计划”合作，以柯
桥各主要历史阶段、人文风光、产业特
色为背景载体，3 年内将联合开发出品
柯桥专题的10部“微短剧+文旅”剧集，

总投资预计约5000万元。10部剧集包
含以唐代柯桥为背景的探案短剧《越州
异闻录》、以柯桥本地优质旅游景区为
题材的《兜率学院》、展现中国轻纺城浙
商传奇故事的《锦绣》和再现柯桥宋时
繁华美景的《梦粱录》等。首部作品《越
州异闻录》预计今年10月与观众见面。

“锦绣计划”还将通过开展“剧组进
校园”“文旅推荐官全国选拔”等系列线下
活动，为剧组输送当地优秀青年演员，为
城市选拔优质文旅推荐官，推进“跟着微
短剧去旅行”，进一步扩大城市影响力。

柯桥启动文旅推广“锦绣计划”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者
叶昊鸣） 记者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6 月 8 日（端午节假期第 1 日），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0867.1万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 1724.6
万人次，水路客运量为 79.1 万人次，民
航客运量为 191.4 万人次。公路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
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公 路 营 业 性 客 运 量）为 18872 万 人
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
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 15171 万
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 3701 万
人次。

假期首日，2亿人“在路上”

“浙”粽子

湖州特色枕头粽在金庸笔下被多次提及，写进《鹿鼎记》等武侠世界。“四角的形状使受热更
均匀、不易夹生，且口口有馅、口口扎实。”湖州国芳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陆壹介绍，枕头粽长度、
大小、绕线都有讲究，如每个粽子需捆扎13道线。 （本报记者 孟琳 共享联盟·湖州 吴明宪）

扫一扫扫一扫
看视频看视频

湖州枕头粽湖州枕头粽

宁波碱水粽外皮用的是箬壳。箬壳是毛笋在成长为竹的过程中脱落的竹皮，因其外表上
有点点的褐色花纹，也被称为“豹纹粽”。捡回箬壳后，先洗净晒干放置阴凉干燥处，待到要用
时，拿到水里泡软捋平。人们在糯米中均匀拌入少许碱水，待糯米吸饱水分后就可以开始包
粽子了。 （本报记者 周文丹 袁佳颖 共享联盟·奉化 景士杰）

扫一扫扫一扫
看视频看视频

宁波碱水粽宁波碱水粽

余杭 迎游龙 闹青山

本报杭州6月9日讯（记者 唐骏垚
共享联盟·余杭黄湖镇 姚玲玲 通讯员
胡金 马丁） 6 月 9 日，在以“艺术乡建”
为特色的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
一场别开生面的游龙会火热开场。

天色刚明，还淅淅沥沥下着雨，就
有村民陆续来到青山村村委会迎龙醒
龙。8时许，雨停，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
音乐，一条长约百米的游龙在村内越过
山水田园，将祝福带到村庄每个角落。
其间，很多村民和游客自发跟随游龙，
还拿到了村里发放的艾叶和五彩绳，现
场一片欢乐。

这条龙，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青山
玲龙”，在游龙界也是非常特别的存
在。这几年的端午，青山村都会联合
驻村艺术家、新老村民等一起举办端
午游龙会，艺术家与本村手艺人共同
设计制作龙头、龙尾和龙身骨架，新老
村民发挥创意装饰龙身。今年的游龙
由南京艺术学院的曹斌华团队负责前
期设计。此后，团队成员吴绍庭搬到
青 山 村 里 ，主 要 负 责 设 计 的 完 善 和
落地。

吴绍庭说，他通过摸索，最终利用
竹制材料的柔韧性，成功让龙的下颚随
着人的走动上下张合，龙的眼睛也能实
现自由闭合。

游龙的龙身部分，则被提前分发给
新老村民，由他们自由创作与装饰。现
场可以看到，游龙或被贴上剪纸，或被
挂上灯笼，从头至尾各具特色。

嘉兴 拼力量 赛掼牛

本报嘉兴 6 月 9 日电 （记者 李茸
共享联盟·南湖 许颖佳 柴一楠） 这两
天，2024 第十三届掼牛争霸赛暨国际
友谊赛联赛正在嘉兴市南湖区火热进
行。经过前期的预赛，参赛选手正在集
训，备战10日晚上的决赛。

据悉，嘉兴掼牛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也是一项极具观赏性和惊险性的传
统民族体育活动。嘉兴市每年端午期
间都会举办中国掼牛争霸赛，让市民和
游客在一场场“力量美学”的较量中，感
受端午佳节的浓厚氛围。

和往年相比，今年部分比赛和集
训首次安排在南湖区凤桥镇的 3A 级
景区神润斋，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安
徽过来的游客陈巧妹在场地边兴致勃
勃看了半天，感叹道：“以前只知道嘉兴
的粽子好吃，没想到还有这么精彩的掼
牛表演。”

更让陈巧妹和其他游客惊叹的是，
竟然还有几个女孩子也在场上掼牛。
经过与牛的一番摔打，嘉兴大学学生赵
雪艳成功地用巧劲把牛掼倒，虽然马尾
辫和衣服上都是泥，但她特别开心。她
三年前第一次听说掼牛时就被吸引，加
入了学校掼牛社，今年将进行女子掼牛
表演。

开化 点雄黄 祈健康

本报讯（记者 于山 共享联盟·开化
徐露婷 胡萍 通讯员 刘王超）“无病无

灾，健康成长。”今年端午期间，开化县马
金镇高合村的孩子们聚集在文化礼堂，
由村中长辈用雄黄酒在他们额头上写下
一个“王”字，这是当地传统的点雄黄
习俗。

68 岁的老人张炳根执笔点雄黄。
他延续着祖辈的做法，在一个装着雄黄
的瓷碗中倒上白酒，并用生猪肉搅拌，
制成了雄黄酒。另一边，村干部组织孩
子们排队，为他们讲解端午点雄黄的来
源和意义。

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气温升高，
毒虫出没频繁，当地村民将雄黄酒涂抹
在小儿额头以驱避毒虫，而写成一个

“王”字，寓意孩子虎虎生威，健康成长。
“点雄黄代表了长辈们对子孙平安

长大的期盼和祝福。”张炳根用毛笔在
雄黄酒中轻轻蘸取，小心翼翼地在孩子
的额头上描下一个“王”字，每写一笔，
张炳根都会诚挚地念祝福语。

点雄黄后，村里的老人还会给孩
子们系上“七彩绳”。老人们将各色的
彩线搓成一条彩绳，系在孩子们的脖
子上、手上和脚上。“七彩绳”又名“长
命缕”，多由红、黄、绿等颜色鲜艳的彩
线组成。系上这显眼的花线，让毒虫
惊避，平安过夏，也有祈求健康长寿
之意。

云和 到梯田 赶庙会

本报云和 6 月 9 日电 （记者 邬敏
县委报道组 陈雅雯 共享联盟·云和
王凤凤 王金洪） 9日，云和梯田景区人
流如潮，不少市民和游客身穿传统汉

服，到这里赶一场“明代农耕庙会”，赏
民俗、观非遗、品美食。

云和梯田发源于唐初，兴盛于元
明，春种夏至后的农闲时节通常会举办
庙会。云和梯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期间，景区专
门布置大型农耕农具展，结合端午粽
叶、艾草、船桨等元素汇聚成农耕庙会，
生动复现明代梯田大规模开垦时的盛
景。同时，还融入稻田认养、泥田园社、
消夏扇铺等青春业态，激发古老农耕文
化的年轻活力。

梯田层层叠叠的水田间，身穿蓑
衣、头戴斗笠的老农推着铁犁、赶着耕
牛犁田；世界梯田博物馆里，摆放着扬
谷机、水碓、犁耙等各式传统农具；廊亭
下，村民和游客折着粽叶，包起了灰碱
粽；田埂空地上，传统漆扇、香囊制作等
各类非遗体验亮相。

游客根据“开犁路引”，搭乘观云
索道抵达主景区，参与泥田蹴鞠、摸
鱼抓鸭等活动收集“银票”，兑换梯田
特色纪念品，解锁农耕庙会的各类游
戏玩法。活动中，身着汉服的国风达
人和老农一路相伴，带领游客参加稻
田游肆、祈福高“粽”、礼射箭铺等趣味
活动，沉浸式体验明代农耕之旅。

“这里不仅有梯田美景，更有非遗
展，处处展示着当地的农耕文化、畲族
文化。”来自江苏的游客张浩源参观完
大型农耕农具展、体验
完漆扇和粽叶书签制
作等活动后表示，“玩
出了新花样，更玩出了
文化和创意味！”

过端午 品民俗 乐假期

扫一扫 看更多

（上接第一版）
台上的书记们讲得精彩生动，台下

的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书记们的精彩
分享让我体会到，每个地方基础不一样、
发展路子也不同，虽然不能完全复刻，但
方法是可学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些村
的条件还没我们好，但发展步子快很多，
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衢州市衢江区后溪
镇坝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顺
深有感触。

“基层干部的根就在群众里，要练就
大脚掌、敢钻矛盾窝，努力把群众想的变
成我们干的、把我们干的变成群众赞
的。”浦江县浦阳街道同乐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赵伟正谈到。
经过几天的学习，学员们都明白了这

次论坛的分量与真正用意——大家不仅
仅是来介绍优秀经验的，更关键的，是要
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惑、走过的弯路、
迸发的创意都拿出来，与同学们开展探讨。

现场考察 促实干担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6月3日和4日，
培训班安排了现场考察，把课堂直接“搬”
到村社里，主课堂学员分3条线路到杭州、
嘉兴、湖州的先进村社进行考察学习。

“在自己的社区和同学们展开交流，

更能帮助我们取长补短、查漏补缺。”海
宁市硖石街道西山社区是主课堂设置的
10 余个现场考察教学点之一，对培训班
学员、西山社区党委副书记邓铌来说，这
样的学习模式有别样的意义。

近年来，西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让
40 多家社会组织成为“治理合伙人”，链
接2.1万余名志愿者，共同为群众量身定
制60多个服务项目，有效提升社区治理
水平。很多书记在考察过程中表示，迫不
及待想把学到的理论和经验带回去。

“我们社区人口基数大，有不少能人
达人，也一直在探索聚集多方力量，合力
共建幸福家园。”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
郭公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雪
飞对照自身实际情况，就社会组织孵化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高桥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菲一路参观一路
搜集好点子，她发现杭州和睦社区引入
非遗传承手工艺人的做法很好，就现场
询问细节，并立即联系社区的同志讨论

策划，表示回去以后马上抓落实。
“想象中的浙江未来乡村，应该就是这

个模样。”来到安吉大竹园村，不少学员都
发出这样的感慨。随着“千万工程”的推
进，大竹园村通过营造美丽环境、培育文明
乡风、壮大集体经济，打造成了集品质人居、
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和美乡村。

“现在政策好、机会多，一定要迎头
赶上！”在现场考察中，学员们带着问题
学，带着思考学，一路看、一路问，都希望
能把这些“锦囊妙计”内化于心。

一些学员在培训现场就开始聊规
划、谈合作，有的签了意向协议，回去就
要上好项目。从事蜜梨深加工的武义县

陈弄村干部李洪杰通过分组研讨、课后
交流等方式，先后与金华市金东区三文
塘村、绍兴市上虞区晋生村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实现“双向奔赴”。

10天时间转瞬即逝，这次思想启迪、
政治淬炼、充电赋能、答疑解惑、互学互进
之行，让村社书记们筑牢忠诚之心、厚植为
民情怀、增强善治本领、激发奋进斗志，对
干好工作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劲头。

学习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集中培训结束后，省市县三
级还将组织2000名学员开展跟班实训，
到先进村社同吃同住同工作，进一步提
升实战能力。

两千村社书记集中“充电”

老外过端午

本报讯 （记者 许智田 通讯员
傅莹超 王玛咪） 端午假期，绍兴文理
学院为留学生精心策划了一场中国端
午民俗体验活动。留学生包粽子、做香
囊，了解中国、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看着三两片扁扁的粽叶，“摇身一
变”成了一个个有棱有角的饱满绿粽，现
场的留学生跃跃欲试。但真轮到他们动
手时，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他们说：

“太难了，但是很有趣。”在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他们包出的粽子越来越有模有样。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妮璐向大家

展示了她的手艺。“虽然我的粽子包得
不如其他人漂亮，但里面包裹着我对家
人的思念和祝福。”她说，“以前只知道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不知道有这么
多有意思的民俗。”

留学生还尝试自己制作香囊。香
气四溢的香囊不仅美观实用，还有驱邪
避害、祈求平安的寓意。
活动结束后，妮璐把自己
制作的香囊送给中国同
学，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
好运和幸福。

绍兴文理学院留学生体验中国民俗文化

粽子里包裹着思念和祝福

留学生在展示自己包的粽子。

扫一扫
看视频

（上接第一版）
以城区步行 15 分钟、乡村骑行 15

分钟、偏远山区或海岛车行 15 分钟为
标准，浙江各类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延伸
到广大乡村、开发区、商圈、楼宇等神经
末梢。

海宁的泛半导体工业社区入驻了
1000 多家工贸企业，随着产业发展壮
大，企业和员工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
增长。该工业社区贯通打造“15分钟公
共法律服务圈”后，企业在“家门口”就可
以享受公共法律服务。前不久，因公司
设备升级需要精简人员，某体育用品公
司负责人到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咨询，
值班律师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员工安置计
划，精简工作依法有序，员工平稳顺利得
到安置。如今，这样的公共法律服务点
在全省村（社区）共有2.4万余个。

线下，依托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
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和兼职的村（社区）

“法律明白人”，为上门寻求法律服务的
群众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线上，通过

“浙里办”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和“12348
浙江法网”，高效满足企业、群众各类法
律需求。这些服务包括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调解、公证、司法鉴定等 12 类法

律业务及企业法治体检、物业纠纷化解
等24个“一件事”法律服务场景。

在“浙里办”公共法律服务专区，群
众可以一键发起视频法律咨询，后台统
筹调度值班律师座席解答；群众还可以

“一键找法”提交法律需求，后台以工单
形式指派给律师，由律师电话回访或上
门服务，群众获得感满满。遭到恶意催
款、内心慌乱的王先生，近日便通过这
个方式解决了难题。他点开“一键找
法”后，不到一分钟，杭州余杭区的律师
就接了单，给了他专业建议，让他吃下

“定心丸”。
不仅省内当事人，旅居海外的中国

公民也能享受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浙江 21 家公证机构被列入司法部、外
交部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海外侨胞
不回国也能办理公证，节省了大量时间
与交通成本。

记者了解到，浙江全域推行“15 分
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以来，优质法律服
务突破地域与时空桎梏，目前全省已提
供线上线下法律咨询 47.5 万件、办理
法 律 业 务 37.1 万 件、调 解 矛 盾 纠 纷
30.1万件，有效回应了企业和群众对公
共法律服务的新期待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