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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记者获悉，截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对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浙江省移交的第三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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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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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批）

本 报 杭 州 6 月 18 日 讯 （记 者
李 灿） 18 日下午，我省欢送新一批
162 名赴四川省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
启程赴川工作。当天，这批挂职干部在
杭州进行集中培训。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
出的重大决策。做好浙川东西部协作
是浙江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近年
来，广大赴四川省挂职干部自觉扛起
职责使命，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持续
推动浙川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为四
川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
受帮扶地党委、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
的信赖和赞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批挂职
干部表示，将接续奋斗、担当作为，奋
力谱写浙川东西部协作新篇章；在守

牢底线防返贫上聚焦用力，久久为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增强内
生发展动力，因地制宜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在深化协作促发展上聚焦用力，
做好产业协作、文化交流、扶智扶志三
篇文章，有效推动两省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在改善民生增福祉上聚焦用力，
抓深做实“组团式”帮扶，深化开展就
业帮扶，积极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不断提高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大家表示，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弘扬勤廉之风，勤学善思、团结协作、
实干担当，以昂扬的状态、出色的业
绩、严明的纪律，全力打造浙川东西部
协作升级版，以实际行动回答好“赴川
为什么，在川干什么，离川留什么”三
个问题，充分展示浙江援派铁军良好
形象。

我省欢送新一批赴四川省
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
我省欢送新一批赴四川省
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

本 报 杭 州 6 月 18 日 讯 （记 者
王晨辉 通讯员 邵琦） 18 日上午，浙
江省消防救援局在杭州挂牌，浙江消防
救援事业揭开了新篇章。

消防救援局挂牌成立后，各级消
防救援队伍将更好地融入当地党委、
政府工作大局，承担属地消防监督管
理职责，规范建设管理地方政府专职
消防队伍，全面落实消防执法规范化
建 设 ，推 动 消 防 安 全 治 理 模 式 向 事
前 预 防 转 型 ，更 好 服 务 地 方 经 济 社
会发展。

当天上午，全国 31 个省级消防救
援局统一挂牌，标志着消防救援总队、

支队、大队加挂驻地省、市、县三级消防
救援局牌子工作正式启动。据悉，全国
市、县两级消防救援局挂牌工作将分批
于6月底前全部完成。

2018 年，根据中央改革部署，公
安消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成建制划
归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2018 年 12 月 29 日，我省
举行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授旗授衔暨集
体宣誓大会。5 年来，全省消防救援
队伍对标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
的职能定位，稳步推进改革、充分激发
动力、推动转型升级、积极护航经济社
会发展。

浙江省消防救援局挂牌

本报讯 （记者 章卉 王好 吴煌）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6 月
18日，在京杭大运河最南端和浙东运河
起点的杭州，潮新闻·钱江晚报联合运
河沿线的北京晚报、每日新报、燕赵都
市报、齐鲁晚报、扬子晚报、郑州晚报、
绍兴晚报、宁波晚报等 8 家媒体，共同
启动“你好，中国大运河”媒体智库联盟
采风行动。

此次采风活动，9 家媒体将通过讲
述老百姓的运河故事，立足每个河段的

特色，展现千年运河的勃勃生机，共同
绘制一幅新时代运河文化的壮丽画
卷。联动采访报道成果将刊登在 21 日
的《钱江晚报》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特刊上。

当天，9 家媒体与大运河相关的
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发起
大运河媒体智库联盟线下活动，共同
探讨大运河的保护与焕新，并以媒体
的资源和力量，长久推动大运河的研
究，助力地方开展保护、传承、利用。

今后 9 家媒体将通过联合报道、融媒
体联动等多种方式，关注大运河的保
护、传承、利用和创新；共同发起公益
行动，为大运河奔走呼吁；聚焦大运
河 的 不 同 领 域 和 现 象 ，进 行 联 合 调
查，形成全流域报告，为当地政府提
供建议。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执行会长朱
国顺认为，大运河媒体智库联盟的发
起，值得期待和憧憬。媒体要发挥记录
时代、跨省联动和连接社会的作用，记
录运河变迁，为运河文化的保护和发
展献计献策。

众多嘉宾都谈到，中国大运河是游

客的运河，是人民铸就的运河，它是活
动的遗产。

那么，媒体如何做好新时代的书
写，在保护、传承、发展大运河文化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去年，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当天，一
份散发着桂花香味的《钱江晚报》惊艳
亮相，让同为报人的朱国顺深受启发：

“以前我们认为，报纸只能传播文字和
图片，没想到有一天能传播气味。在
报道大运河中，传统媒体也可以不拘
泥于文字图像视频的呈现形式，在创
新创意中出圈破圈，讲好新时代的运
河故事。”

大运河媒体智库联盟采风行动启动

“你好，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媒体智库联盟采风行动启动

“你好，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大运河，流淌数千年，蜿蜒几千里，
见证了时代更迭，也承载着无数繁华的
盛景和动人的故事。

6 月的夏日，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十周年之际，记者跟随浙江大学旅游
与休闲研究院副院长刘慧梅来到大运
河畔的杭州拱宸桥边。看着周边居民
茶余饭后在这里悠闲散步，世界各地的
游客来此观光，并拿出相机不停定格烟
火气的景象，刘慧梅不禁感慨：“这就是

‘活着’的运河啊。”
刘慧梅是《遗产解说理论与实践：以

大运河文化带为例》一书的作者。该书
是运河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以文旅融
合为出发点，分析了文化遗产解说在大
运河文化带作为文化遗产，在“文化”和

“旅游”开发和融合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为保护和展示大运河的丰富历史

文化，成立于 2009 年的杭州运河（河
道）研究院，很早就开始组织研究并陆
续出版了运河（河道）全书——由丛书、

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等 5 部
分组成。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对大运河
沿线进行采风调研、对运河历史文献进
行整理和汇编，多维度对大运河杭州段
的历史文脉和人文风俗等进行记录和
解读。

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
护中心首席专家、杭州运河（河道）研究
院副院长胡红文告诉记者，历时十余
年，当前除了杭州运河通史和辞典还在
编纂中，研究院已完成丛书出版 65 本、
文献集成 11 本、研究报告 4 本。其中，
运河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意在对外广
泛传播运河文化；研究报告以论文集和
专题研究为主，关注重大工程实施和专
题项目研究；文献集成定位于“全”，收
集了明清时期的多部文献及历代方志、
史志、掌故中的运河（河道）资料，坚持
应收尽收，是研究大运河（杭州段）的史
料大全。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关于大运河

的研究始终在继续。
在刘慧梅看来，目前针对大运河及

其相关文化遗产的解读还需要继续深
入。撰写《遗产解说理论与实践：以大
运河文化带为例》期间，刘慧梅曾前往
世界其他运河进行考察调研。加拿大
蒙特利尔的“中国运河”上，一名当地人
的解说，让她至今印象深刻：“解说词讲
述的是一名当地老人跟运河的故事，用
的是法语原声，或许本来游客走到这个
运河不起眼的一角会在参观完后直接
略过，但因为有了独特的故事就能让更
多人关注并记住。”

中国的大运河上，也有无数与之相
似的文化遗产。“它们也许本身并不显
眼，那么不妨换一种叙事方式，比如让
与之息息相关的当地人参与到运河宣
传中，以生动鲜活的故事来解说其中蕴
含的文化价值和内涵。”刘慧梅说。

如何更好地保护、宣传大运河？刘
慧梅认为，应该做到生活化、情感化和

意义化，“生活化，就是要让川流不息的
大运河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既需要仪
式化和展演化的表达，更需要居民日常
生活化的表达；情感化，就是要激活、重
塑并再造人们对大运河的记忆，让大
家在观赏大运河及与之相关事物时，
能拥有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意义
化，意味着重点是要厘清大运河的当
代价值，今天我们讲述大运河，其实是
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为当前和未来建
构更多的意义。”

站在拱宸桥上，古桥上人流依旧如
织，桥下船只依然来往如梭。今天的大
运河畔，古风遗韵尤在，今朝故事还在
继续生长。

虽然撰写的书籍已经出版，但刘慧
梅关于大运河的研究没有停止：“跟随
时代变化，大运河的故事愈发醇厚。新
时代，文化遗产解说在更好地挖掘和传
播运河文化体现的生活、情感和意义等
方面，大有可为。”

一套全书，记录流动的历史
——“看见运河”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沈听雨

杭州吉利汽车钱塘基地是一座集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汽车制造“未来工厂”，是目前吉利最先进的整车制造工
厂之一。图为6月18日，该基地智能生产线机械臂挥舞，机器人正在焊装汽车。 本报记者 梁臻 魏志阳 共享联盟·诸暨 蒋力奔 摄机械臂挥舞

图为浙能六横电厂二期工程3号机组。

图为国网新源宁海抽水蓄能电站。

本 报 舟 山 6 月 18 日 电 （记 者
胡静漪 通讯员 陈思颖 江欣） 6月18
日，浙江省首个应用二次再热及海水
脱硫技术的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浙能六横电厂二期工程
3 号机组并网发电成功，作为今年浙江
省首台并网发电的煤电机组，将在迎
峰度夏期间有效缓解浙江省用电紧张
局面。

浙能六横电厂二期工程位于舟山六
横岛，3号机组每年可发电55亿千瓦时，
通过应用先进环保技术，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万吨。

本 报 宁 波 6 月 18 日 电 （记 者
陈醉 胡 静漪 贺元凯 通讯员 常国庆
尤才彬） 6 月 18 日，浙江省 2024 年迎
峰度夏重点工程宁海抽水蓄能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标志着
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正
式接入浙江电网。

该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安
装 4 台 35 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
机组，设计年平均发电量14亿千瓦时，
抽水电量18.67亿千瓦时。计划今年首
台机组并网发电，2025 年全部建成
投产。

我省再添两个新电源
■浙能六横电厂二期工程3号机组并网发电成功
■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接入电网

（上接第一版）
今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等全国 13 家单位的专家紧密合
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论文，揭
秘“10万年水稻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中国
是世界水稻起源地。

“他对我们的支持非常大。”提到徐利
民的名字，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吕厚远的声音有点哽咽，2021
年10月，他请徐利民协调采集一批用于科
研的水稻样本，徐利民很快就组织人手办
妥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身体已不太
好，但是仍在为上山文化的研究工作尽心
尽力。”吕厚远说。

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
国萍至今仍记得，徐利民打给她的最后一
通电话。他在病床上仍在布置着宣传上
山文化的工作，嗓音低沉沙哑。

她更记得，2021年7月的一天，徐利民
带队从上山遗址出发，一路跑到相邻的义
乌，跑到那条以陈望道命名的望道大道——

他振臂高呼：“万年上山，百年望道，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人总要为什么而燃烧”

回忆起徐利民，人们说，他干事有激
情、有章法，无论在哪里都能带领一支队
伍往前冲。他常说：“人总要为什么而燃
烧。”

2007 年 3 月，徐利民接任虞宅乡党委
书记，针对乡干部身在农村不知农，到农

家“进不去、坐不下、谈不拢”的弊病，建议
推行“一卡五单”驻村工作法，让村民找得
到干部，叫得应干部。

在浦江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期间，针
对中层干部中的“中梗阻”现象，他和同事
们推出了跨部门交流、跨乡镇交流等一系
列措施，调动了中层干部的工作活力。

2019 年 5 月，徐利民就任浦江县委宣
传部长。在新的岗位上，他时刻想着如何
做好基层宣传工作。

当时，浦江县理论宣讲力量薄弱。为
此，徐利民提出“以赛选人、以训育人”，在
全县发掘宣讲好苗子。2020 年和 2021
年，浦江县青年宣讲员先后在金华市和浙
江省的青年理论宣讲大赛中获得佳绩。
2022年，浦江县委宣传部又获得了浙江省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2021年底，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国家
博物馆展出。开幕式结束后，徐利民专门
带着大家去了某大型 IT 企业参观。进了
展厅，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洪建坚才明白
了他的用意：“他来带我们看未来数字生活
场景，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媒体融合工作。”

在徐利民的办公桌上，一本《之江新
语》里留下了一页页的折痕，字里行间常
有他划下的学习重点。心无百姓莫为

“官”、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给了
他扎实进取的无穷动力。

人，为什么而燃烧？徐利民用52岁的
人生，完成了一份无悔的答卷。

（新华社杭州6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冯源 吴帅帅

“ 总 要 给 这 片 土 地 留 下 点 东
西。”这是中共浙江浦江县委宣传部
原部长徐利民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他不凡人生的真实写照。他在
基层工作 30 多年，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始终奋发有为，始终心系群
众，用一生奉献践行对党忠诚的无
悔誓言。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在徐
利民成长、工作了一辈子的浦江县，
记者听到过对他的种种回忆：工作有
激情、办事有章法、为人很朴实、攻坚
克难有担当、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充
满热爱⋯⋯不少人都说，人如其名，
时刻不忘为民谋利。这正是一位模
范共产党员、一位优秀宣传干部一生
为民赢得的百姓口碑。

给这片土地留下点东西需要不
断学习。记者曾在徐利民的办公桌
上看到，一本《之江新语》留下了他反
复阅读的痕迹，同时他也学习了大量
文物考古知识，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
研究宣传。学好弄通党的政治理论，
不断钻研业务知识，将理论与实际相
结 合 ，方 能 持 续 提 高 履 职 尽 责 的
能力。

给这片土地留下点东西需要奉
献精神。从为民办事解忧，到做好
思想文化宣传，再到弘扬文明探源
成果⋯⋯徐利民燃烧生命，为的是
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政治品格，方能展现坚
守宗旨、为民尽责的公仆情怀。

给这片土地留下点东西需要坚
定信念。心怀信念，才能在岗位上
燃烧发光。每个人都会在岗位上遇
到各种艰难挑战，想要做出一番事
业就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有了坚定
的理想信念，才能生发出想干事能
干事、有闯劲有韧劲的奋斗精神，涵
育出甘于奉献、功成不必在我的修
为品格。

在浦江县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的
展示馆里，一颗毫米级的炭化稻米需
要用电子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多
次讲解过这段历史的徐利民就和炭
化稻米一样，无言但有力，总能给这
片土地留下点东西。

心怀种子的信念，才能做好扎根
基层、心系群众的“泥土干部”。让奉
献精神在广袤大地萌发，期待更多的
好干部，向时代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新华社杭州6月18日电）

人，总要给这片土地留下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