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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年的浙江，会是什么样？近
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深化美
丽浙江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
到2035年率先建成美丽浙江。

这个目标总体上比国家提前十五
年，可见浙江想要在美丽中国建设上走
在前列的决心之大。

去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结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出现的“四个重大转变”，阐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
关系”。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
见》，提出到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全面
建成。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的新定
位，浙江在去年召开的省委十五届四次
全会提出，打造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
之地，在美丽中国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此次《实施意见》就是对国家《意
见》进行贯彻落地。这个目标怎样实
现？记者从意见中梳理出了一组数据。

——到 2027 年，浙江省控以上断
面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6％。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全域美丽海湾。

浙江是江南水乡、海洋大省。2002

年，浙江省控以上断面达到或优于三类
水质标准的比例仅为 66.4%。这些年，
从“五水共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到
五级河长制、美丽河湖建设，至 2023 年
这一数据已提升至 97.5%，国控断面优
良水质比例在全国处于前列。

不过，随着项目开发、产业发展，治
水还要打持久战。尤其在近岸海域，
2023 年优良水质（一、二类）面积平均
比例为 56.3%，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但
仍有提升空间。为此，浙江计划开展八
大水系水生态健康评估，实施重要水域
岸线空间保护；加强杭州湾、三门湾、乐
清湾、象山港等海域综合治理，实施入
海河流氮磷减排，开展船舶污染防治攻
坚 行 动 等 ，不 断 提 升 陆 海 统 筹 治 理
能力。

治水之外，浙江还要实施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行动，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
排 。 推 动 危 险 废 物“ 趋 零 填 埋 ”，到
2035 年全域高水平建成无废城市。注
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噪声污染、塑料
污 染 等 环 境 治 理 ，全 要 素 提 升 环 境
品质。

——到 2035 年，浙江要建设生态
廊道 1 万公里以上，自然保护地陆域面
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0％。

生态廊道就是为动物穿行留出的
“斑马线”。浙江生态廊道可以总结为
“两屏八脉多带”，也就是浙东海岸生态
屏障、浙西浙南多条山脉形成的山岭生
态屏障，以八大水系干支流为主形成的
河流生态廊道，以及主要交通干线形成
的道路生态廊道。

到明年，浙江要保护和建设美丽生
态廊道 3000 余公里、保护和建设规模
150 万亩。这些重点工程涉及重点县
76 个，区域内自然保护地、名山公园等
自然生态空间90余处。

“统筹推进‘两屏八脉多廊’生态屏
障建设”也被写进此次《实施意见》。浙
江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积极争创钱江源—百山祖国
家公园和南北麂列岛国家公园。同时，
浙江要开展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
行动，推进农业固碳增汇，发展海洋“蓝
碳”，到 2035 年，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有
量保持稳定，水土保持率达93.8％。

——到 2035 年，全省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不低于 3.67 万平方公里。到
2027 年，全省新能源车辆渗透率争取
达到50%。

根据新一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
划定成果，浙江更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和范围，陆域减少约 2670 平方公里，海
域 增 加 约 500 平 方 公 里 ，总 面 积 为
3.6758万平方公里。

在国土空间上划出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细分出
重点管控单元、优先保护单元和一般管
控单元，就能在一张地图上精确指导产
业结构调整和生态功能保护。推进省
域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浙江要坚守生
态保护红线和耕地红线，继续完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在此基础上，浙江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加快打造新型能源体系建
设先行省，推动交通运输结构及钢铁、
建材、石化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到 2027 年，建成省级以上绿色低碳工
厂500家以上、工业园区50个以上。

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 2027
年目标已基本完成。今年上半年，浙江
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 50.3%，新能
源汽车销量已超过燃油车。今后的“油
电之争”，还要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
电池技术的发展。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展望本世
纪中叶，浙江省域绿色低碳发展将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李筱盼）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深化美丽浙江建设的实施意见》——

看2035年的浙江有多美
文化特派员日记文化特派员日记

重点结对村：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火炬村
前段时间，我跟声音采集团队的莫若铭等人将此前在火炬

村采集的各种声音进行全景声和立体声制式制作。那些具有火
炬村特色的声音再次回荡在耳边，农田里的风声、蛙鸣，市集的
热闹喧腾⋯⋯每一种声音都是一段记忆。

火炬村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的东南角，我尚未踏足此
地，便已听闻其“左手繁华，右手田园”的美誉。前几年，火炬村
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立城乡融合社区，村民集体搬家，住
进了整洁干净、设施齐全的小区。

今年5月，我带着“为火炬村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的
初衷，派驻火炬村。能不能在文化品牌打造中调动起村民的热
情？通过走到村民中间，和村民交流谈心，我找到了答案。

我感觉到，火炬文化就融入在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里，比如
在菜市场对话的乡音、儿童唱歌的声音、干农活的声音、风吹过
稻田的声音等。这里独特的方言以及生活、工作、娱乐的声音都
是火炬村的文化印记，都值得被留存、珍藏。

于是，我与村里有了一拍即合的共识：将火炬村的人文特质
和风土人情进行声音版本的录制，形成声音版本馆的临展，通过
文化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火炬村。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通过多年来在媒体行业积淀
的资源，邀请到专业声音收录团队来到火炬村，将村里的原生故
事提炼成充满艺术魅力和观赏价值的“音符”，使之得以保存。
村里和镇里也积极配合，让项目推进顺利有序。

从7月开始，我和村里就一直反复讨论声音版本馆的选址，确定
声音采集的方案，以及招募感兴趣的村民一起参与到声音采集中。

8月21日至22日，我与声音采集团队第一次在火炬村开展
声音采集。方武彬等4名90后、00后村民主动报名参加。他们
带着我们到村民常去的菜市场、干农活的稻田以及周边的工厂
等各种工作、生活场景中采集声音。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第一轮采集的素材十分丰富。
此后，我们还对当地非遗传承人、小吃制作技艺等特色声音进行第二轮采集。未
来，大家走进版本馆，闭上眼睛就可以听到火炬村的一天，通过声音了解火炬村。
同时，我们还将根据四季节气、重要发展节点不断更新声音内容。

经过数月与村民的相处，我觉得自己已不仅仅是派驻火炬村的文化特派员，更
是火炬村的一分子。如今，每当我发现一些优质文化资源，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如何
将其引入火炬村，丰富村民的精神家园，也更加坚定了打造火炬村独有的“初心如
炬——声音之城 动听之村”文化品牌的目标。

为了给火炬村打造出一张声音文旅金名片，我将继续发挥媒体人的专业优势，
链接各方资源，通过搭建文化展示平台、提升村民文化艺术能力等方式，让火炬村
田间地头的“音符”飞得更远、更加“声”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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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晏 共享联盟·
舟山、嵊泗 胡园园 程星星）“我们企
业发展急需钱，这笔贷款来得太及时
了，利率也蛮低的。”12 月 3 日，在浙江
农行助力嵊泗县走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特色之路暨“渔业活体抵押
贷”现场发布会上，作为“渔业活体抵押
贷”借款方之一，当地一家水产公司负
责人说。当天，“渔业活体抵押贷”在现
场发布，并发放“渔业活体抵押贷——
贻贝贷”合计330万元。

嵊泗是渔业大县，传统渔业发展
面临诸多资金难题。由于缺乏有效抵

押物，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活蹦乱跳的
鱼虾贝蟹难以成为解决资金问题的

“敲门砖”。而“渔业活体抵押贷”的推
出，成功打破了僵局。“有了这个政策，
明年买苗、扩建养殖桁地，资金这方面
就不用愁了。”当地养殖户了解后很
惊喜。

据了解，“渔业活体抵押贷”是农业
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放的贷款，
以其拥有的养殖水产品等渔业活体资
产及附属的养殖设施、水域经营权、海
域使用权为抵押物，用于满足其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合理的资金需求。

“渔业活体抵押贷”落地嵊泗

虾兵蟹将也能抵押变现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梦琪 记者
陆斯超） 12 月 3 日，集服务、康复、培
训、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新疆阿克苏地
区柯坪县残疾人之家正式揭牌启用，填
补了柯坪县残疾人综合服务的空白。

记者走进柯坪县残疾人之家，只见
阅读区内，有人正阅读书籍；需要放松
时，他们会走进健身康复室进行康复训
练。这里还有手工室和棋馆供丰富生
活。柯坪县居民艾尔肯·玉素甫是一位
肢体残疾人，也是一位理发师，在残疾
人之家创业室里，他正为顾客理发。“在
这里认识了不少朋友，大家互相鼓励打

气，使我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艾
尔肯说。

这所崭新的残疾人之家，由湖州市
吴兴区残联和柯坪县残联共同规划实
施，是阿克苏地区首家为残疾人提供综
合服务的场所。残疾人之家总面积为
1500平方米，内设医疗康复室、技能培
训室等 10 余个功能场所，帮助当地残
疾人恢复健康、培训技能。

“这里将有400余名残疾人辅助就
业、康复。我们还会对残疾人进行技能
培训，提高他们就业的积极性和可能
性。”柯坪县残联党组书记王克付说。

湖州援建柯坪县残疾人之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妍妍 记者
李攀 通讯员 廖玮玮 贝蕾 王雪燕）

“我花了 1000 多块钱就换了辆新车。
政 府 部 门 牵 头 处 理 旧 车 ，我 们 也 放
心。”前不久，家住宁波市镇海区庄市
街道锦绣曙光小区的陈卫芬，推着报
废许久的电动自行车去换新。电瓶车
轮胎干瘪，车身布满灰尘、蛛网，推起
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这辆‘老
爷车’其实早就不再用了，但不知道该
如何正确处置，所以一直闲置着。”陈
卫芬说。

废弃非机动车的处置是困扰群众
的一件烦心事，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电动
自行车的保有量不断上升，许多车辆因
更新换代等原因，废弃后成了落满灰尘
的“僵尸车”。这些“僵尸车”不仅影响

市容市貌，还占用了城市盲道、小区消
防通道、地下车库等，带来安全隐患。

“建议统一管理无主车”“希望及时处理
废弃车辆”⋯⋯今年初，锦绣曙光小区
不少居民通过社区人民建议征集点提
出废弃非机动车处置的建议。

收到群众建议后，社区网格员郑欧
阳巡查发现，小区内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多达百余辆，就将群众的建议收集整理
后，通过街道提交至镇海区人民建议征
集办公室。让居民们惊喜的是，这些建
议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在“浙智
汇”平台上发布专题征集公告，面向全
区群众进一步收集非机动车报废的相
关建议。

废弃非机动车治理一件事改革顺
势启动。今年 7 月，宁波市公安局镇
海分局、镇海区建交局等 9 个部门联
合印发废弃非机动车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推动形成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
共 管 的 工 作 机 制 ，一 方 面 共 同 排 摸

“家底”，全面清查登记废弃非机动车
的 停 放 时 间 、地 点 、车 辆 牌 号 等 信
息。对于有主车辆，由车主选择自行
移车、报废或者以旧换新；另一方面，
为方便群众处置废弃车辆，镇海区发
动辖区内企业参与此次整治，为群众
提 供“ 回 收 、购 车 、上 牌 ”一 站 式 服
务。“锦绣曙光小区第一批共集中处
置 64 辆废弃电瓶车，其中以旧换新
39 辆。”郑欧阳说，经过集中整治，小
区 腾 出 了 公 共 空 间 ，消 除 了 安 全 隐
患，居民们拍手叫好。

“改革中，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是
无主车辆的处置。”宁波市公安局镇海
分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阳说，群众
提出的许多“金点子”给了他们灵感，

“比如有群众建议暂时无人认领的废

弃车辆，可以先进行集中保管，设置一
定认领期限，我们予以采纳。”在缓冲
认领期间，物业、业主委员会、社区居
民委员会（村委会）或各公共停车场管
理单位会在显著位置、车辆停放点等
对这些车辆进行公示。公示期满，由
专业评估机构对车辆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完成后仍无人认领的车辆，由再
生资源回收企业上门接收车辆，按批
次进行报废处理，产生的收益原则上
用于村（社）建设。

据统计，治理工作开展以来，镇海
区已排查 1000 余辆废弃非机动车，目
前完成清理处置 200 余辆，法律纠纷

“零发生”。“我们建立了专项督查机制，
定期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督办、复盘，
对进度缓慢、成效不明显的工作区域进
行重点跟进，确保整体综治工作有序有
效推进。”郭阳说。

镇海推进废弃非机动车治理一件事改革

九部门联手 请走僵尸车
一线调查·人民建议

12月4日，随着冬意渐浓，杭州九溪烟树景区成为赏枫热点，漫山遍野的红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
本报记者 徐彦 吕之遥 摄九溪枫叶红

本 报 杭 州 12 月 4 日 讯 （记 者
赵路 丁珊 通讯员 刘茜 谢雯艳） 一
幕幕“双向奔赴”的场景，正在杭州市西
湖区不断上演。记者从 4 日召开的西
湖区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社会动员大
会上获悉，西湖区全面启动建设新就业
群体友好社会。

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市新就业群体
总 数 已 达 86.3 万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的
7.1%。今年 8 月，西湖区发布关于全面
加强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的“十条举
措”，通过党群组织覆盖、织密服务网
络、建设“友好单元”等方式，试点开展
新就业群体服务和凝聚工作。

打通外卖配送“最后100米”。4日
晚，在灵隐街道绿园小区门口，饿了么

“小哥”吴正桥使用小哥码“碰一碰”功
能，“秒”进小区。截至 11 月底，西湖区
447个小区、301个商圈楼宇制定《配送
环节工作指引》，更新升级管理规则，方
便“小哥”们进出。不少小区、楼宇因地
制宜，划出“小哥专属”电动自行车泊
位、增加爱“新”换电站等友好设施。“每
次送单至少省了 3 到 5 分钟，也不用担
心违停了。”闪送骑手朱海星说。

打造新就业群体15分钟服务圈。为
让“小哥”感受到家的温暖，西湖区在全域
建成264个“暖蜂驿站”、31家“小哥”优

惠食堂，还在“15分钟服务圈”内提供法
律援助、心理疏导、子女看护等服务。
443家爱心商家、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主
动加入，为关心关爱“小哥”们添薪助
力。前两天，美团“小哥”涂庆宇电动车
损坏后，到文二路华冬电动车市场免费
更换刹车片，“‘吃饭家伙’日常磕碰再也
不烦心了，大家都特别欢迎。”涂庆宇说。

创新设计系列双向机制。比如，在西
湖区参与“助老送餐”的“小哥”，可以在

“小哥食堂”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小哥”
参加志愿活动取得的志愿分，可以换取毛
巾、肥皂、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在古荡
街道，“小哥”为老人送餐能获得积分，可

兑换生活用品；在西溪街道，“小哥”来老
年食堂吃饭可享受７折套餐，可在旁边
的驿站喝凉茶、充电、休息。目前，17支

“小哥志愿服务队”遍布西湖区镇街，光
是“助老送餐”就已配送超2.2万人次。

推进会上，西湖区 11 个镇街授牌
成立新就业群体党委。“建立和完善组
织，可以降低新就业群体的漂泊感，提
升归属感。”西湖区委社会工作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西湖区将全域建
设“新就业群体友好社会”，将“友好”范
围进一步扩大，并拓展至网约车司机、
电商主播等更多新就业群体，实现与更
多新就业群体的“双向奔赴”。

西湖区启动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社会，打造15分钟服务圈

双向奔赴，让“小哥”感受家的温暖

本报讯 （记者 罗亚妮 共享联盟·
椒江 赵阳） 这段时间，来自大陈岛深
海养殖箱的黄鱼开始在台州市椒江区
部分商超上架。它们被养在定制的鱼
缸内，即使已经离开海水，依然保持活
力。“这批大陈黄鱼在深海养殖，口感更
接近野生黄鱼。”浙江兴旺水产集团有
限公司销售经理周军辉介绍。

今年，大陈黄鱼的养殖平台再次升
级，不再固定于某处，而是由“豪华邮
轮”带着大陈黄鱼游向更深的海域。5
月 22 日，浙江兴旺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在管桩大围网升降式深水养殖的基础
上，建设投产大型网箱深远海养殖平台

“垦荒一号”，推动黄鱼养殖从近海沿岸
向深远海扩展。

据悉，“垦荒一号”是浙江首座单点
系泊型深远海养殖平台，其主体为金属
管制材料制成的桁架式养殖网箱结构，
按照养殖浮趸高质量建造，平台全长
124米，最大宽度32米，最大深度16米，
包围水体6.35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
质大黄鱼212吨。该设备在 20 米以上
海域进行抛驻，能最大程度模拟野生黄
鱼的生长环境，让人工养殖的大陈黄鱼
品质越来越接近野生黄鱼。“垦荒一号”
半潜于海水中，可移动，对海底底质扰动
小，属于绿色高效、节能低碳模式。

深远海移动式养殖大陈黄鱼上餐桌

（紧接第一版）九大产业链中，绿色石
化和新材料、能源资源农产品贸易消
费结算中心、“一条鱼”、港航物流和海
事服务等产业都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
枢纽建设的重要内容；八大平台之中，
衢山及周边诸岛、鱼山、金塘、六横、高
新区、小干岛等六大平台，都是承接大
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交易、金融、海
事服务等功能的主阵地。

作为浙江自贸试验区“131 工程”
建设中国际油气交易中心的主要承
载者，近年来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
取得了系列全国性首创工作成果，为

链 接 其 他 大 宗 商 品 提 供 了 先 进 经
验。展望未来，公司董事长赖新满怀
信心：“我们将打造更多标志性合作
成果，并推进交易模式和品种创新，
完善舟山价格指数体系，提升现货服
务能力，吸引更多大宗商品企业集聚
舟山。”

“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指挥部，
提出了九大工作任务、25 项工作举
措。”岱山县副县长黄飞跃告诉记者，
县里将细化行动方案，完善一系列配
套基础设施，并加强金融服务、产业支
撑、要素保障、风险防控等相关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