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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在温州鹿城警界，有这样一位传奇

人物，他的名字或许不为所有人所知，
但他的事迹却足以让每一个听闻的人
心生敬佩。他就是周扬，从警 28 年以
来，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等多项荣誉。多次与歹徒浴血搏
斗的他，更是留下了一枚枚特殊的“勋
章 ”——1 处 枪 伤 、11 处 刀 疤 ，缝 过
142针。

“这些伤疤不仅让我深切体会到生
命的宝贵，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人民警
察’这四个字所承载的分量与责任。”周
扬感慨地说。站在记者面前，他身着警
察制服，顶着一头干净利落的寸头，肌
肉线条紧实有力，眼角边隐约可见的几
丝细纹，更是增添了几分沉稳与坚毅。
特别是那些至今仍清晰可辨的伤痕，让
人不由自主地对他生出敬意。

周扬先后在鹿城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便衣侦查大队、特巡警大队等部门
任职，身先士卒是他的一贯作风。1996
年9月16日晚上，周扬与持枪歹徒搏斗
时，被子弹打中大腿导致粉碎性骨折，
但他负伤坚持直至制服歹徒。2000
年，周扬再次面对生死考验，在一次抓
捕行动中，面对多名持刀歹徒，周扬没
有退缩，与之展开殊死搏斗，身上被连
刺 6 刀。被送到医院时，他已深度昏
迷，失血量达 4000 毫升，血压都测量不
到，甚至伤口都已经不往外渗血了。医
生只能切开手臂的动脉，用针筒将血浆
强行推进他体内。

当时的周扬躺在病床上，一笔一画
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上
写道：“面对持刀歹徒，我没有畏惧，在
命悬一线时，我以党旗为方向，赤胆忠
心护山河无恙。”

经历两次生死考验后，周扬对“以
生命守护生命”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
体会。他的办公室内，至今保管着当
时从体内取出的子弹头，也小心翼翼
地珍藏着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面对
穷凶极恶的歹徒，我从来不害怕，可是
有时带伤回家，我却不敢看妻子和女
儿的眼睛。”此后，他每次带队执行抓
捕任务时，都秉持着“小心翼翼”的谨
慎态度。2008 年，周扬加入便衣侦查
大队，带领队员破获盗抢案件 1000 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0 余人。从案
件分析到行动部署，从警用装备检查
到行动职责的细化分工，他都事无巨
细地做好充足准备。因为周扬深知，
每一次行动都可能发生意外，他希望，
这些他曾经历过的意外，不再发生在
他的队员身上。他希望每次带队出
去，人民群众都能安全地回家，身边的
队员都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部署
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陷阵中，在一

次又一次的复盘提升中，周扬激励着一
同奋斗的兄弟不断攀越一座座险峰，渡
过一道道难关。如今，作为鹿城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周扬想的，是如
何为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队伍塑造出
新时代公安铁军的警魂。

熟悉周扬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上
有一股子闯劲，更有一股子血性，正如
他的名字一样。说文解字中对“扬”的
解释是“扬，飞举也”，本意便是高高飞
起。这也恰如他的人生写照，在打击
违法犯罪一线，他曾是“旗帜”一般的
存在，如今更是毫无保留地将自身的
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民警。近三年
来，鹿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荣获集体二
等功一次；10 人次获得个人三等功；21
人次获得个人嘉奖⋯⋯在周扬的示范
带动下，刑侦大队以无畏姿态冲锋，铸
就忠诚铁军警魂。

“身为警察，我们肩负着守护人民
的誓言，必须时刻保持准备状态，绝不
能有丝毫的懈怠。”周扬坚定地说道。

温州鹿城警察周扬28年不变本色——

守护人民绝不能有丝毫懈怠
本报记者 戚祥浩 李 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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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王 艳 琼 共 享
联盟·瓯海 郭思思） 近日，国能浙江
温州梅屿储能电站在温州市瓯海区转
入正式生产运行。这是目前浙江省正
式运行、规模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

梅屿储能电站位于瓯海区郭溪街
道，占地约 39 亩，原为梅屿电厂旧址。
该电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梅屿储能电站
于去年 4 月开工建设，是浙江省“十四
五”第一批新型储能示范项目中最快实
现并网运行的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

在电站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露天
的白色集装箱形状设备，约 2 米多高，
工作人员冒着烈日正在穿梭其间巡
检。据介绍，这些是磷酸铁锂储能电池
舱，一共有 80 台，装机容量达到 20 万
度电，组成了整个电站“超级充电宝”。

据介绍，电站每天充电两次，充满
一次仅需 2 小时，在凌晨 1 时至 3 时和
11 时至 13 时用电低谷时充电，根据电
网需求在用电高峰释放电能，两次充电
后每天最多可放40万度电量。按照一
户家庭一天 10 度用电量，可满足约 4
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国网瓯海供电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梅屿储能电站配套储能预警报警系
统，实时监测电池舱内温度、电流、电压、
烟感等，发现异常会立即报警。

据悉，梅屿储能电站预计每年可提
高清洁能源消纳空间 4.8 亿度电，减少
碳排放 38 万吨，有望增强温州地区电
源支撑能力及系统灵活调节能力，有效
改善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最大限度为电
网提供保障和支撑服务。

浙江规模最大电化学储能电站正式运行

充电4小时，可供4万户家庭用一天

本报讯 原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院长
叶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4 年 7
月6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2岁。

叶 明 同 志 是 江 苏 省 泰 兴 市 人 ，
1968 年 7 月参加工作，1979 年 9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西省铜川市电

机厂技术员、厂办总调度，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物理实验室主任、物理系副主
任、校机电设备厂厂长，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副校长，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副院
长、院长、二级教授，浙江省政协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叶明同志逝世

浙江的博物馆展出越来越丰富了。
“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主题特展正在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跨越五千年、来自丝绸之
路各国的 210 余件（套）展出文物各有神采；中国丝绸博物
馆“丝绸之路周”活动则推出“18 世纪的里昂：启蒙时代丝
绸之都的繁荣”等展览，呈现法国经济社会思想和时尚发
展；“拉斐尔、提香与文艺复兴：欧洲艺术 500 年真迹展”在
杭州滨江遇见博物馆开展⋯⋯

放眼长三角地区，“外来展”更是让人应接不暇。丰富
多彩的外国文物或艺术品，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异
域风情，领略多元文化。

“外来展”增多，水到渠成

“我们住得不远，出了家门就能看到西班牙文化。”一年
一会的“杭州良渚日”，家住良渚的吴先生带着家人来到良
渚博物院，打卡“西班牙世界遗产寻珍——深读古国文明之
托莱多图片展”。近百幅精美图片，生动展现了西班牙托莱
多省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习俗。

对浙江人来说，无论是“家门口”还是“邻居家”，“外来展”都
越来越多。法国、埃及、西班牙、亚美尼亚⋯⋯浙江今年推出的
外来文物和艺术展，来自多个国家地区，展示多样文明。此外，
上海博物馆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也吸引不少浙江
人前去打卡。787件展品、萨卡拉文物全球首展、图坦卡蒙等法
老雕像、成套的木乃伊棺、女王金饰⋯⋯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不仅有珍贵文物，也有精美艺术。“拉斐尔、提香与文艺
复兴：欧洲艺术 500 年真迹展”，正在遇见博物馆·杭州馆场馆展出，拉斐尔、提香、
波提切利等大师的58件真迹与观众见面。

丰富多样的展览带来高人气。今年1月至5月，宁波博物院联合亚美尼亚埃里温历
史博物馆举办“诺亚之地——埃里温历史博物馆藏亚美尼亚18—20世纪文化瑰宝展”，
宁波博物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项聪颖告诉记者，3个多月展期，近30万人次观众观展。

“外来展”增多，是水到渠成。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特聘专家、浙大艺术与考古学
院校友会副会长吴晓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地区依托较强的馆藏资源
优势，通过长期发展，文博事业已逐渐进入需要加强对外交流的阶段。

中外文明交流对话的纽带

“我平时就喜欢看展，这次来杭州游玩专门搜了展览信息。”7 月 11 日下午，在
遇见博物馆·杭州馆场馆“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乃伊之谜”展厅，记者遇见贵阳市
民王佳诺，她说：“这次展览的展品和布展很精致，宝石、彩绘的色彩很精美，还有很
多神秘又有趣的符号。”

近距离观看外国展品，让不少观众实实在在领略了一把异国文明魅力。“诺亚
之地——埃里温历史博物馆藏亚美尼亚 18—20 世纪文化瑰宝展”则通过精美的亚
美尼亚民族服饰、银器、地毯等94件展品以及相关图片，让观众领略了亚美尼亚文
化中成熟的手工艺技术。“亚美尼亚历史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通过本次展览，
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亚美尼亚的文化气息，探索神秘而又独特的亚美尼亚。”亚
美尼亚驻华经济与商务参赞卡扎良·科尔伦说。

多样性和共通性，也让展览成了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与
法国加达涅博物馆（里昂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的“18 世纪的里昂：启蒙时代丝绸
之都的繁荣”展览，展出了 18 世纪法国城市建筑模型、丝绸面料、服装、陶瓷等，反
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丝绸博物馆国际交流部馆员陆芳芳说，法国里昂被称
为法国的“丝绸之都”，杭州是中国的“丝绸之府”，“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来表现丝
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对话。”

吴晓力表示，鉴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举办外国文物和艺术展，不仅可以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好了解异域风情和多元文明，也搭建了中外文明交
流对话的桥梁纽带，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

借力“外来展”，形成自身特色

今年上半年，“文明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在嘉兴博物馆展
出，系嘉兴博物馆首次举办境外来华文物展。展出的96件珍贵文物来自叙利亚大
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物馆、代尔祖尔博物馆等场馆，年代横跨旧石器时代
至公元16世纪。

“我们在认真思索，做这个展览的目的是什么？目标群体和覆盖地域有哪些？”
嘉兴博物馆馆长吴海红告诉记者，博物馆在策展时，除了要了解叙利亚的历史、与
本地历史文化的异同，还要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看整个中东历史及其发展变化等，

“只有这样，才能在展览的形式设计和制作布展方面做得更好、更全面，所有这些对
我们自身来说，都是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和实践。”

吴晓力指出，以嘉兴博物馆为代表的市一级博物馆，通过举办外国文物展，让
自身有机会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通过举办外国展品展览，有助于提高博物馆
的办展水平，在布展、文物交接、展示风格呈现、相关解说内容的准备等方面，对博
物馆的工作方式也是一次提升。”吴晓力说。

长三角地区的文博单位集聚了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等，本身也有能力参与国际文博展览的交流互动。有专家指出，长三角地区的文博
单位可以考虑相关资源的相互衔接和统筹考量，推进“外来展”办展思路、运作方法
的互学互鉴。如上海的文博机构在开放办展方面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值得学习
借鉴。浙江也可以根据自身馆藏资源，找到适合自己的运行方法，挖掘适宜借展的
资源，寻求差异化路径，形成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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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正是水果上市的时节。
甜樱桃、冰荔枝、鲜杨梅、脆甜瓜、大西
瓜⋯⋯各路水果轮番涌入市场，好一场
鲜甜盛宴。

水果是浙江的农业优势产业。目
前，浙江果园面积达 437.57 万亩，年产
量 486.0 万吨，果品种类丰富多彩。据
省农业农村厅调查排摸，全省1040个乡
村“土特产”品类中，果品（含果用瓜）一
类数量最多，共计251种；总产值规模高
达337.3亿元，位居第二，仅次于茶叶。

富了枝头又甜了舌头，浙江水果闯
荡市场的底气，来自产业链各方对高质
高效的追求。记者在浙江人的果盘子
里，的确尝到了几种别样的“新”，看到
了浙江农业的新打法。

空间之新

在全球最大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国，货架上有不少价高却不愁卖的

“舶来果”。能否将经济效益显著的果
品打造成为新的本土富民产业？面对
让人心动的市场，浙江开展了“北樱南
移”的尝试。

“车厘子又叫甜樱桃，我们筛选驯
化出本地适栽的 11 个品种，并培育了 4
个适应浙江气候的新优品系。”今年，杭
州市农科院刘辉团队连续 12 年的引种
和栽培研究终于迎来了阶段性成果，它
们有的入口脆硬，有的果实更软，鲜美
多汁，满足不同消费偏好。

打破种植空间局限的车厘子，好不
好吃？“甜，卖得好，收入高！”临安种植
户戴亭飞不假思索地说。

甜樱桃富民，但难种。不耐热、不
耐涝，也不耐潮湿，它在南方容易“水土
不服”，相比其他设施水果，需要更精心

的呵护与管理。
“花期对温度很敏感，过高过低都

会让坐果量大打折扣；空气和土壤的含
水量得严控，一旦挂果就不能淋雨，不
然会开裂、染病。”刘辉在生产季“一周
一上山”的高频指导，逐渐让戴亭飞熟
知甜樱桃脾性。专家与农户十几年合
作摸索，结出了硕果。今年，他海拔千
米的 40 亩樱桃大棚最高每亩产量达
1200斤、销售额在10万元上下。

种植技术的不断突破，为规模化发
展打下根基。眼下，新一波浙产车厘子
在台州农业科技创新园挂果满枝，即将
上市，预计能采收至9月。

原来，台州农科院专家洪莉实践落
成了一套避雨遮阴、加温促早、精准水
肥调控的设施栽培技术，让本地甜樱桃
能够比东北甜樱桃提前一个多月上市、
推迟一个多月下市，大大拉长了红利
期。目前，她正带队进一步围绕甜樱桃

“两年三熟”目标开展技术攻关，还摸索
利用限根栽培等技术，将甜樱桃成功种
入了沿海盐碱地。

南下浙江的甜樱桃，发展潜力是无
穷的。

时限之新

130 万亩种植面积，60 亿元年产
值——在浙江，杨梅的种植规模、产值
稳居省内各类水果首位，也居全国各省
首位。不过，杨梅要成熟才能采摘，摘
下来常温一天后就变味，0℃至4℃冷藏
也只能将保鲜期拉长至 3 天，美味时限
实在太短。

目前，浙江杨梅设施栽培覆盖率尚
不足百分之一，大部分仍需“看天吃
饭”。加之采收期与梅雨季高度重合，
摘梅卖梅，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而今
年梅雨季雨量大、雨势强，梅农“难上加
难”：雨一大，果子就不好卖，但如若不

采，烂果落果加重损失。
慈溪杨梅主产区匡堰镇的 90 后农

创客戚军洋干了一件事：逆势而动，雨
中收梅。整个梅雨季，他收购了周边梅
农足足 400 吨落雨鲜果，再用-40℃超
低温冷冻、HPP超高压低温灭菌等科技
锁定鲜甜，分批制成杨梅原汁、果干。

做长产业链，开发精深加工，实为
替果农“兜底”、让果品“跑赢时间”的有
效手段。科技锁鲜让杨梅的“果品寿
命”从3天拉长到3年。去年，戚军洋试
水研制了少量慈溪杨梅汁，在宁波餐饮
店颇受欢迎，市场潜力很大。今年，他
索性加大投入，建起杨梅共富工厂，预
计销售额能增加三至四倍。

相似的打法，也应用于浙江总产量
最高的水果——柑橘。比如红美人柑
橘，刚推出时因为特别鲜嫩的口感卖出
高价，但很快进入了鲜果种植大量扩
张、价格下跌的路径，急需拓深加工拉
长果品货架期。

南 浔 农 创 客 郑 京 京 想 了 个 办
法 —— 回收冬春季滞销鲜果，把红美
人横剖切片，制成果干，再涂上一层白
巧克力，片片透明独立包装，入口脆甜
清香。这样一来，水果闯入新中式健康
零食赛道，一颗果实能创造的产值足足
提升11倍，为橘农亩均增收6000元。

深加工果品，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新鲜水果，但它们所蕴含的创意和巧
思，让消费者心甘情愿为“新”买单。

品种之新

哈密瓜，新疆的才好。今年盛夏，
这一“普遍认知”被一支来自浙江的甜
瓜团队打破：最近，宁波市农科院丁伟
红团队育成的南方哈密瓜——“甬甜”5
号、7 号、9 号在哈密瓜原产地新疆获得
高度肯定，不仅俘获了种植户的心，还
征服了当地人的胃，种植规模爆发式增

长，从 3000 亩直冲 5500 亩，阿克苏地
区库车市近一半哈密瓜田都种上了“甬
甜”瓜。

前不久的年度浙江好甜瓜评选现
场，参选甜瓜数量创下历届之最，国家
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许勇
屡屡竖起大拇指：浙产脆肉型新品种

“丰登蜜25”、软肉型新品种“雅绿醇香”
表现优异，分别达到替代国内主流品种

“西州蜜25”、日本进口品种“玉姑”的水
平；酥灿一号、灰提一号、温州白啄瓜、
舟山小白瓜等特色品种也各有千秋。

耕地资源紧缺，浙江水果产业就以
“品种培优”为剑，在全国开拓广阔发展
空间。

借着浙江温台地区瓜农“追着太阳
种西瓜”的气势，浙江西甜瓜正向“引领
全国、替代进口”的目标进发。在西甜
瓜领域，浙江成立了首个特色作物良种
育繁推科技创新平台，5年来，自主选育
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135.42万亩，带动
全国西甜瓜产业逐步告别昔日“依赖进
口高价种子、国产品种种性下降”的局
面。今夏全国西瓜价格下行，但浙产优
质新品种仍然畅销，显示出对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良种与技术，缺一不可。浙江人对
于果品耕作方式的求索也从不止步。

最近，仙居杨梅竟“卷上了天”：与
吉利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利
用下半年发射的首颗农遗卫星拥有“卫
星级植保”。届时，将借助卫星遥感技
术实时收集植被光谱等信息，围绕杨梅
长势、病虫害等展开动态监测。而拥有
两千年杨梅人工栽培史的慈溪，则为如
何鼓励更多梅农保留不施农药的当地
传统生态栽培方式而展开调研、思考
对策。

一面“攻”高新科技，一面“守”绿色
生态，攻守之间，是浙江人对这份舌尖
鲜甜的极致追求。

浙江人的果盘子多彩又满当——

盛夏果实，科技来加持
本报记者 来逸晨 翁云骞

浙报观察

7 月 15 日，在位于杭
州的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教工路校区，2024浙江
省全民健身公益体育夏令
营开营，200多名中小学生
报名参加足球、篮球、排球、
游泳、羽毛球、跳绳、飞盘等
七个热门项目。体育夏令
营由专业教练制定适龄、适
度、适量的训练计划，通过
为期两周的集中训练，提升
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和培养
他们的运动兴趣。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李颖 摄

暑期开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