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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是当下许多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立体停车
场（库）由此应运而生。近日有市民反映，衢州立体停车位
使用率很低，甚至多处地方存在建好多年未启用的情况，造
成资源浪费。为此，记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8月26日和28日，记者多次前往四省边际中心医院地
下停车场了解情况。该停车场分为 A 到 F 六区，A 到 D 区
为传统地面车位，E、F两区有部分为立体停车区域，记者粗
略清点发现，立体车位全部启用后能释放400余个车位。

记者注意到，一条车道上，右边的传统车位区已车满为
患，不少车辆直接停在通行道上，左边的立体车位区却只有
零星几辆。而这样尴尬的场景在E、F两区随处可见。

“立体车位无人引导，我宁愿停在不影响车辆行驶的路
边，也不会去停立体车位。”市民郑女士说，去年带孩子来看
病时，发现医院建了立体车位，一开始还觉得是解决“停车
难”的好事，后来发现这些立体车位无人管理，压根就没有
启用。“立体车位本来就比传统车位难停，建好了也不好好
运营，那当初为什么要建？”郑女士的困惑并不是个例，记者
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市民都给立体车位贴上了“没意义”“很
麻烦”的标签。

记者同步查看了 E、F 两区立体停车位情况，发现确实
如郑女士所言，立体停车位周边没有管理或操作人员，且所有立体车位的操作器均
处于未通电状态。记者找到了张贴在 F 区墙面上的《立体车库操作规程》《立体停
车场应急处置预案》，并给上面标注的应急值班室和报修号码致电，结果两个号码
均为空号，无法拨通。

立体停车位是否有人管？归谁管？带着问题，记者联系了停车场入口处关于
收费的“温馨提示”中的落款单位“衢州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
员表示公司仅提供停车场技术支持，不负责管理工作。记者又询问停车场内身穿
物业工作服的疏导人员，得到的答复是：“立体车位没人管理，都由大家自己停。”

随后，记者前往同样对车位有着高需求的衢州火车站，发现位于地下一层的立
体停车位也有建好无人管理且未启用的情况。“主要还是太不实用了，设计上也有
些问题。”现场一位保安道出了立体车位的尴尬处境，他说，来接送的车辆一般都是
即停即走，立体车位确实不方便停车，更不要说车身较大的车辆，根本停不进去，

“立体车位地面层都停不满，实在没有启用的必要。”记者绕行地下停车场发现，距
离接站口最近的车位都是立体车位，难停进也难驶出。“这些立体车位建在这里也
太不方便了，我接站从来不停进去。”一位前来接站的司机说。

记者恰巧赶上一轮出站高峰，停车场内因车辆随意占道停放出现多个交通
“死结”，保安只能在持续不断的喇叭声和争执声中来回奔波维持秩序。“我们关
注到了这个问题，已计划拆除部分立体车位，后续还将扩建乘客等候区，方便乘
客停车。”负责火车站停车场管理的衢州市综合客运枢纽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

记者还走访了衢州市区设有立体车位的多个地方，发现总体上使用率都不
高。针对立体停车位资源浪费问题，记者试图找到一个统筹部门了解，但采访中发
现，没有一个部门能给出明确答复。立体停车位使用率低自然与宣传不到位、市民
使用不习惯有一定关系，但同时还存在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有人建无人管的情况，
而这也让不少立体停车位成了一种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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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边际中心医院地下停车场 E 区，车辆随意占道停放，而
一旁的立体停车位却少人问津。 本报记者 祝旖波 摄

一线调查

8 月 29 日，省农业农村厅在金华召
开浙江土特产·地方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省内外生猪产业专家、企业代表
齐聚，品尝舌尖新味，共议发展方向。

会上，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的肉类
协会和商贸流通代表性企业共同发出

“支持浙江地方猪产业发展倡议”，4家浙
企获得合作签约，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供销社、省农科院、省工商联
联合中国饭店协会共同启动“浙江土特
产·地方猪高质量发展战略协作机制”。

畜牧业是浙江乡村产业振兴中增
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部分，猪牛羊禽肉年
度总产量 119 万吨，其中生猪产业年出
栏超950万头，是头部大产业，起示范引
领作用。当前，国内生猪价格在第三季
度触达年内新高，不少与会人士认为，
猪价走出了近两年来的低迷，新一轮

“猪周期”或已启动，应抓紧应对布局。

生猪价，趋平稳

猪周期，和饲料成本、生猪价格等
变量影响的盈利空间有关。一涨一跌，
即为一个周期。今年春末夏初，猪价开
始回暖上升，目前在每公斤 20 元的高
位上下徘徊震荡。

“要辨证地看，不应盲目追涨惜
售。”浙江省养猪行业协会会长华坚青
说，自 2018 年夏季非洲猪瘟暴发，以往
4年一轮的“猪周期”被打破变形。中小
散户大量退市，一批规模化养殖的养猪
主体熬过了严冬，行业经历大洗盘。

记者了解到，本轮猪价回升，正因
前期产能去化引起产量收缩，扭转了市
场供需不平衡的态势，同时联动饲料价
格下降。目前，猪企养成并出售一头生
猪能盈利 600 元以上，毛利率近 30%。
对于广大养殖主体来说，这是个既能扭
亏为盈、休养生息，也能加快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好时机。

“过去红利是市场周期给的，现在
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华坚青已率先
行动，再过两个月，他所在的浙江加华
种猪有限公司即将落成占地 1600 多亩
的养殖新基地，在 6 层智能化现代生态
楼房中，实践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
循环化、数字化的养猪新模式。“发展新
质生产力，创新驱动谋生存，我们的年
出栏生猪数将扩增至 30 万头，是目前
的3倍。”他说。

为摸清“猪周期”动态趋势，浙江构
建了一个畜牧产业大脑，可实现生猪产
能逆周期调控。

“生猪产能释放周期长，且总是滞
后于价格变化，供需错配形成‘猪周

期’，造成效益不稳定，养殖主体随意性
又强，导致供给波动大，调控难度也
大。”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如今通过智能感知存栏量、价格
等核心数据，用数字化模型分析猪价、
肉价及头均盈利、亏损等情况，形成雷
达预警图，能提前 6 个月部署稳产、稳
供、稳价等一系列措施。

专家预测，高质量发展引领，新一
轮“猪周期”将不那么明显，价格波动更
加平缓，产业发展也将趋向平稳健康。

土猪肉，正突围

经历近年市场变化带来的阵痛，浙
江不少猪企选择走“白改黑”差异化竞
争路线，将目光从几乎垄断大宗猪肉市
场的“洋白猪”身上挪开，重新锁定在地
方特色土猪的复兴上。

“去年遭遇低谷，猪价一度降到每
斤 7 元，我们养殖的洋猪‘外三元’普遍
亏损，但改养纯种金华两头乌的部分都
卖得很好。”金华婺城军毅生猪养殖场
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两头乌猪每斤售价
是洋猪的 3 倍以上，去年共出栏 1900
头，平均每头盈利1125元。

会议召开前一晚，浙江土猪美食活
动在金华古子城启动。浙江省域目前
保有 11 个地方猪品种，它们化为道道
特色菜肴、休闲零食乃至文创产品，火
热登场。“300 天草饲慢养”“儿时记忆”

“千年历史”⋯⋯现场，参展猪企为自家
产品纷纷打上标签。

记者试吃了一款“水晶五花肉”，只
觉弹嫩鲜香，生产主体是宁波的天邦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用国内首创的

生鲜猪肉规模化生产熟成工艺，锁定土
猪肉的嫩与多汁，清水一煮就飘香，货
架期也更长。”企业有关负责人透露，这
几年，深耕土猪市场成为公司稳渡“猪
周期”的重要支撑，今年土猪屠宰量将
达20万头。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树
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需顺应消费端需
求结构变化，在“吃饱”之外进一步满足

“吃好”“吃出特色”，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市场对土猪肉及其衍生品表现出久
违热情，产品溢价较高，受“猪周期”大宗
商品价格涨跌的冲击小，是猪肉稳产稳
价的有益补充，发展空间广阔。

借势嵊州小笼包的地道工艺，浙江
天圣生态食品有限公司让优质猪种“东
辽黑猪”走出吉林辽源，“飞”来绍兴安
家，并凭一款“猪锦记黑猪肉手工小笼”
一炮而红，上市头一年就卖出500万只，
目前保持一周出售十万只的高热度。

“相比传统猪肉市场，土猪深加工
产品让我们触及到更多元的消费人群，
并逐步培养口感依赖度，这也是在‘猪
周期’中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该公司
展位负责人表示。

产业链，谋深远

去年底，《浙江省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发布，猪作为六畜之首，首
当其冲。会上，有专家指出，生猪产能
阶段性过剩主要是结构性过剩，在循环
往复的“猪周期”中高质量发展，不应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须顺应市场，
优化结构，为之计深远。

会议现场，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与东方甄选（嘉兴）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签约长达三年的黑猪肉供销合作协
议。在牢牢掌握“嘉兴黑猪”种质“芯片”
后，青莲公司融合巴克夏、杜洛克猪等洋
猪的优点，开展土猪品种培优，拿回市场
话语权。目前已陆续育出肉质好、生长
快的草香花猪、檇李黑猪、吴越黑猪等地
方土猪新品系，年出栏量超30万头。

不少浙江猪企已认识到，破局“猪
周期”，应潜下心提高猪肉质量、尝新流
通方式、提升产销效率，这些远比一味
扩张与收缩产能更为重要。

对此，浙江有关政府部门正加快行
动。会议期间，省农业农村厅与省财政
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浙江土特
产·地方猪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金华
市、嘉兴市、宁海县也同步推出一系列
支持政策。

接下来，浙江将以金华猪、嘉兴黑
猪、岔路黑猪等为重点，兼顾其余品种，
加快形成地方猪产业集中连片链群发
展新格局。

宁海县鼓励保种企业与科研院所
联合开展岔路黑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将对自主或主导选育推广并通过国家
审定的新品种，给予 100 万元奖励；金
华支持现有养殖场加大“白改黑”力度，
对每家年出栏两头乌 1 万头（含）以上
且同比新增 1000 头（含）以上的养殖场
奖励 50 万元；嘉兴鼓励开设嘉兴黑猪
展示体验馆，验收合格将提供最高 100
万元奖励。

“遵循做优前端、做强中端、做宽终端
的思路，力争2027年底，浙江土猪年饲养
总量达130万头，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00
亿元。”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

稳产稳供稳价格 集中连片促发展

浙江加快打造百亿土猪产业
本报记者 来逸晨 通讯员 裘云峰

时值暑假，在被誉为“湖笔之都”的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有着近 70 年历
史的善琏湖笔厂迎来一批研学少年，当
孩子们坐定，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晓华亲
自演示湖笔技艺⋯⋯在善琏，一场场体
验湖笔文化的研学活动接连举行，湖笔
文化的种子不断播撒进年轻的心灵。

相传 2000 多年前，秦国名将蒙恬
“用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改
良毛笔，首创“纳颖于管”，并流传至今，
成就了“湖颖之技甲天下”的湖笔。

千年文脉赓续。2006 年，湖笔制
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年 6 月，浙江出台

《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大力推动历史
经典产业发展。作为历史经典产业的
湖笔，如何把握新机遇续写新故事？湖
笔小镇又如何推动青年一代成为新的

“执笔人”？记者日前走访善琏镇。

年轻的“蒙恬”回来了

湖笔街汇集了 169 家商户。走进
湖笔世家“双鹿湖笔”门店，90后的杨文
和姚玉粼夫妻俩正在忙碌。

姚玉粼是名副其实的笔四代，从曾
祖辈起她家就以制笔为业。湖笔制作
工艺复杂，需经历择料、水盆、结头、装
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 8 道大工序
128 道小程序，除了笔杆刻字环节可以
采取激光刻字代替，其余均需纯手工制
作。“湖笔技艺讲究‘三年学徒，四年半
做’，往往一人只钻研一道大工序，7 年
沉心静气才能学透。”姚玉粼说。

从小长在水盆边，围着湖笔转，姚
玉粼本想逃离这一行，不过，命运兜兜
转转，湖笔给姚玉粼的人生画了一条回
归线。

入职第一天恰逢“蒙恬会”，这是纪
念笔祖蒙恬的盛会，姚玉粼的父母特地
赶到杭州接她回家。

小姚说，当时男友杨文也在杭州，
“杨文是甘肃陇南人，路上我爸问起他
父母的情况，发现原来他们也是书香世
家。”当时，姚玉粼父亲开玩笑：“不会是
把未来的蒙恬将军带回来了吧？”

笔墨之缘推动着这对年轻人，一星
期后两人决定扎根善琏，“未来的蒙恬”
真的回来了。

为了更好传承湖笔，两人师从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昌明。学艺期
间，姚玉粼用整整 6 个月拍摄剪辑了
600 多条短视频，详细记录湖笔制作工
艺的 128 道工序，并利用新媒体传播推
广，让更多人感受湖笔之美。

如今，善链有湖笔从业者 1600 多
名，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名、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 名，浙江
省工艺美术大师 5 名、湖州市工艺美术
大师 7 名。当地的制笔企业如善琏湖
笔厂还通过“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

匠心产业增添“新能源”

善琏春风湖笔厂外，迎面走来一对父
子，两人不时交流湖笔匠人IP打造事宜。

父亲吕卫国有 40 余年制笔经验，
是湖州市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上

世纪 90 年代创办春风湖笔厂；儿子吕
韬是85后，2014年回归善琏做湖笔，用
文房四宝盲盒、非遗联名礼盒、电商直
播为企业带来了又一阵“春风”。

从 500 元资金起步，春风湖笔如今
已成为年销 50 万支、销售额千万元的
现代毛笔生产企业。

“2021 年，看到抖音直播兴起，就
和老爷子提议尝试。”最初，父子俩想通
过电商园寻求代理服务，但湖笔作为小
品类面临着专业主播少、代理费用高的
困难，于是决定自行尝试，吕卫国当主
播，吕韬负责运营。

零基础起步并非易事。“每天上下
午分别直播 2 小时，一天不断。”吕韬
说，最初几个月，惨淡的流量一度让他
们动摇，持续半年后，店铺迎来转机。
这对在善琏最早“吃螃蟹”的父子，利用
直播撬动年销售额提升到 1200 万元，
今 年 5 月 ，其 抖 音 账 号 还 登 上 行 业
榜首。

“30 多年前我还是个小伙子，那时
在《书法报》登广告，尝试邮购销售，赚
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如今看到儿子独
当一面，吕卫国十分感慨。

毛笔的分量很轻，但承载的历史使
命很重。吕韬说，为吸引更多青年人留
乡创业，他们专门开设培训课程，为
200 余 名 本 地 青 年 提 供 职 业 技 能 培
训。吕卫国还建议，相关部门推动高职
院校开设湖笔专业，为行业定向输送
人才。

“善链镇有湖笔相关经营主体约
400 家，年产值 10 亿元，中高档毛笔市
场占有率达 60%。依托‘云鼎直播’等

直播电商企业，我们建立了湖笔共富工
坊，目前已有 200 余家湖笔企业入驻。”
善琏镇党委委员冯彬说。

五创业态吸引青年入乡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到善
琏，湖笔小镇的文化味也已然不止湖
笔——汉字艺术研究院里，纸巾画作妙
趣横生，更远处，水墨咖啡兼具笔墨趣
味，乐高体验店即将落地乡野⋯⋯

自 2015 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以来，善琏以笔为媒的画
卷不断铺陈。“我们立足湖笔文化特色
IP，围绕乡创、艺创、数创、研创、文创五
大主题，打造乡村聚落，比如引入不少
艺术家，目前有 8 个艺术馆，近期还在
打造艺术家社区。”善琏镇党委书记沈
敏勇说。

沈敏勇表示，近年来，湖笔小镇以
笔为媒的“五创”实践氛围日益浓厚，不
断推动青年成为发展的新生力量。

目前，善琏在下辖 4 个村开展“乡
创”实践，结合湖笔等在地文化增强乡
村艺术味。窑里村构建“运营师+村集
体”合股共建模式，吸引北大研究生创
业团队入乡，经过一年多的培育，牵引
北大等高校艺术资源，以艺术研创打开
了局面。

今年8月21日，善琏镇还与杭州万
事利达成战略合作，推动双方在非遗传
承、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和产业链上下
游等领域的合作。

千年湖笔还在不断挥毫泼墨书写
新故事⋯⋯

以笔为媒 五创发力

善琏，千年湖笔书写新故事
本报记者 方卫英 翁宇君

本 报 温 州 8 月 29 日 电 （记 者
王艳琼） 29 日中午，温州市区天天中
餐厅（家景店）里，后厨“阳光厨房”监控
设备自动对准灶台。另一头，记者点开
手机外卖平台选择该餐厅，商家相册一
栏显示“后厨直播”，视频画面里，厨师
颠锅炒菜一目了然，还清晰显示了外卖
装盒过程。

“如此一来，市民点外卖更放心。”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是温州开展网络餐饮“阳光
厨房”规范建设的缩影，本周起，温州正
式施行《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维
规范》地方标准。

温州现有网络餐饮商户 2.5 万家，
2021年至今已建成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2.1万余家。为解决部分商户“随意变更
摄像头安装点位”“故意不在线”等情况，

温州市市场监管局去年起牵头制定网络
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标准，以制度规
范确保网络餐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发现，该标准强调“网络餐饮
服务提供者应建设阳光厨房”，并在“浙
江外卖在线”平台上以视频形式实时公
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同时，对监控设
备的安装、运行以及数量和位置的设置
等均提出具体要求，并给出安装示意
图。按照标准要求，网络餐饮“阳光厨
房”监控设备必须覆盖食品加工操作等
重点区域，并且张贴专用标识方便监
管，若设备出现故障，应24小时内进行
修复并截图留存。

据统计，温州自开展网络餐饮“阳
光厨房”建设以来，已累计排查相关视
频59万次，纠正各类问题近千个，闭环
处置率达95%以上。

温州出台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地方标准

后厨看得见 外卖放心点
8月28日晚，省农业农村厅在金华古子城开展“2024浙江好猪肉”品鉴评比。此次评比通过专家评分、群众投票等环节，从现场的数十种

白切肉中评选出今年入围的土猪肉产品。 本报记者 周旭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
绍兴 侯嫣 雒少卿） 日前，绍兴市上虞
区顺利完成丰惠镇东风水库确权登记
发证，全市国有水库首次拥有了专属

“身份证”，这标志着绍兴水库不动产登
记试点迈出重要一步。

水利工程是民生工程，水利工程确
权也是我省水利领域的一项重大改
革。近年来，针对水利工程权属界线不
清、权责关系不顺、资产权利缺乏保障、
资产管理效益不佳等问题，绍兴市以明
晰产权、赋权释能为核心，不断探索水
利工程产权化改革，保护产权、保障交
易、盘活资产、激发活力。

2024 年 1 月，绍兴市成为国家级
水库不动产登记试点。截至目前，绍兴
市已完成210座水库不动产登记办理，

登记率 38%，其中颁发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 199 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11本。

水库拿到“红本”，将为水利工程管
理提供法律依据。绍兴市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说，不仅如此，还能唤醒“沉睡资
源”，“国有水库获得不动产登记证后，
可以壮大国有企业资产，创新融资机
制，反哺水利建设；集体水库获得不动
产登记证后，可以做强村级集体资产，
通过经营、融资等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释放‘水利+生态+民生+共富’的综合
效益。”

记者了解到，根据测算，上虞区 46
座水库确权后资产总值超 40 亿元，融
资收益可反哺水库的日常维养、除险加
固等，实现水库安全运行的良性循环。

绍兴成为国家级水库不动产登记试点

210座水库有了“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