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宿舍楼内，寝室、走廊及大厅
墙面经过修补粉刷，焕然一新；寝室里，
床桌柜一体的浅绿色家具，时尚温馨；
淋浴间增加了暖气片，晾衣房用上了最
新的工业除湿机，温暖周到⋯⋯

“没想到经过改造提升，40 年房龄
的学生宿舍，居住体验一点也不比新校
区差。”省两会召开前，浙江工商大学大
四学生康锦第一次走进教工路校区改
造提升后的宿舍，一边参观一边感叹，

“今年下半年，我就要来教工路校区读
研究生，很期待。”

浙江工商大学教工路校区宿舍楼
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是该校现存建设
年份最久的宿舍楼群，虽然历经数次小
修小补，但“老破”问题始终突出。2024
年，宿舍经过大改造，旧貌换新颜。

成为“00后近看民主·亲历省两会”
活动观察员后，康锦才了解到，正是在
2024 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高校基础设
施改造提升项目”的带动下，学校同步
推动了教工路校区的校园更新。

2024年是浙江提出“建立健全为民
办实事长效机制”20 周年。自 2005 年
省两会开始，十方面民生实事便从未缺
席，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24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包含医
疗卫生、教育助学、养老帮困、关爱儿童、
就业创业、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化体
育、暖心服务、除险保安等 10 个方面。

“208 个高校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就列入了教育助学方面的民生实事。

“杨院长，我们身边的‘小确幸’，
也和省两会息息相关。”1 月 12 日，省
两会的政协委员报到现场，康锦找到
了自己学校的老师——省政协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杨柏林。

“没错，民生实事项目，就是把我们老
百姓‘想的事’，变成政府‘干的事’。”
杨柏林委员说。

浙江外国语学院也是享受到民生
实事项目利好的高校之一。该校部分
教学楼、学生宿舍、体育馆建设时间较
早，设施设备老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师生呼吁校园改造提升的声音强烈。
学校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完善改造方
案，但受学校维修资金限制一直未能及
时改造。

“张委员，高校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到底是如何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在
委员报到现场，00 后观察员、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大四学生肖宇晴提问省政协
委员、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张环宙。

作为省政协委员，张环宙在履职过
程中，通过发放问卷、召开座谈会等各
种渠道倾听需求和呼声。“一方面，我们
要关注如何更好赋能学生成长；一方

面，也要关注改善校园基础设施这一硬
件问题。省内多所高校，都遇到校园基
础设施老旧问题，亟待提升。”张环宙委
员说，不论是两会期间还是闭会期间，
她都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有关部门重视。

“每年 10 月，省政府都会向社会公
开征集第二年的民生实事项目。这就是
一个问民情、听民声的决策过程。”省人
大代表、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教授王彩萍说，她每年都很关注民生实
事项目的征集、公布与实施。比如2023
年，省政府就收到4万余条意见建议，最
终确定了 2024 年十方面 32 项民生实
事，并在2024年省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向社会公布。开工建设高校基础设
施改造提升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部分宿舍楼、教
学楼外立面维修改造，消防、安防系统
改造升级等 4 个项目，都被列入 208 个

高校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中。“在实
事项目的带动下，学校也推进了一系列
的校园设施提质升级，校园环境变得更
加现代、典雅、安全，获得了广大师生的
好评。”张环宙委员说。

“积极回应民声、确定办什么实事
是第一步，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难事办妥，是每个承办单位的责任。”杨
柏林委员说。在校园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过程中，校领导还在去年秋季开学前
试住新改造的宿舍、检查各种设施是否
提升到位，并提出整改意见，让实事真
正办到学生心坎上。

据悉，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8 个高校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已
全部完工，共惠及 46 所高校，新增床位
1.9 万个，更换电梯 233 台，更新电力设
备71套，改造消防设备59套。

00 后观察员还了解到，从 2022 年

起，浙江省政府对十方面民生实事单独
列出“落地落细清单”，公布具体项目点
位，并对目标任务进行层层细化，将责
任分解到各有关部门以及市、县（市、
区），让民生实事的实施更加清晰，也让
人民群众对项目的进展能及时查看、及
时监督。

2024 年底，全省群众通过“民生实
事码”查看相关项目建设内容和完成情
况，共有群众 71 万余人次参与意见建
议征集活动，满意率达 99.13%，连续 3
年超过99%。

“从项目的产生，到项目的实施，民
生实事真正体现了民声定民生、民主促
民生。”肖宇晴说，作为青年宣讲员和

“小青荷”志愿者，今后，她的素材库里
有了更生动的身边故事，“我要把中国
式民主的真实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本报记者 戴睿云 李灿 纪驭亚）

省两会报到现场，00后观察员对话代表委员

老宿舍焕新，原来有两会的力量
省两会报到现场，00后观察员对话代表委员

老宿舍焕新，原来有两会的力量
编者按：“00后近看民主”活动再次出发！2025年省两会期间，浙报集团联合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和团省委等开展“00后近看民主·亲历

两会”融媒互动活动，在全省遴选一批00 后观察员走进省两会现场，与代表、委员面对面，聚焦年轻人关心的热点话题，和大家一起从盛会中
读懂中国式民主。

省两会 特别报道 两会看潮

万国伟（省政协委员）

我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其次可以积极
探索非遗项目的市场化路径。思路也还可以拓
宽，例如推出皮影表演课程等，增强游客对它的
认知和参与感，延伸非遗文旅链条，形成从文化
感知到消费体验的完整闭环。要推动非遗传承
融入学校教育体系。我认为要利用好学校这个
阵地，让学生从小接触和了解，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传承意识。

钟余泉（省人大代表）

像我传承的畲族婚俗表演，因为旅游发展，就经
常在乡里上演。我们建立莪山畲族馆、彩带馆、
红曲酒展示馆等，除了给游客游览参观，更重要
的是让传承人可以展示技艺、有用武之地。

钟代表，您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能不能也谈谈
您的经验和建议?@钟余泉(省人大代表）

陈屹泛（省文化特派员）陈屹泛（省文化特派员）

半年来，我们围绕乡村所需，送文化、引资源，为
村里打造皮影戏舞台。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如何
更好结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培育非遗传承人、守住
这份传统手工艺?

去年 5 月，浙江首批 100 名省级文化特派员陆续
入驻浙江乡村，想问问陈特派员，在基层大半年
了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下吗?@陈屹泛(省文化
特派员)

小村有文化（4人）

我来建个群

编者按：省两会即将启幕，今年浙
报集团推出《我来建个群》栏目，邀请各
行各业群体与代表、委员连线互动，就
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开展对话。

本报讯 （记者 王璐怡） 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是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的重要
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历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1 月 12 日，本报记
者建立微信群“小村有文化”，邀请文化
特派员及相关代表、委员进群畅聊乡村
非遗传承发展。“如何更好结合全社会
的力量来培育非遗传承人、守住这份传
统手工艺？”入群简单自我介绍后，省文
化特派员、浙江省博物馆开放与教育部
代理副主任陈屹泛的提问开门见山。

作为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之一，陈
屹泛利用派出单位及相关资源，重点结
合派驻地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皮影戏等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剧本创
新、文创开发等一系列传承探索。过去
大半年来，他带动当地皮影戏传播、镇村
的非遗产业发展，收获诸多好评，但也遇
到了一些困惑。趁着省两会，他带着思
考良久的问题向代表、委员请教。

省政协委员、浙江树人学院科研与
社会合作处副处长万国伟很关注文化
传承的话题。在他看来，一方面政府部
门要加大政策力度，提供资金扶持、税
收优惠等，引导吸引更多企业、非盈利
组织、华侨等社会力量加入；另一方面
要积极探索非遗项目发展的市场化路
径，通过打造“非遗+旅游”产业链，不
断提升非遗产品的附加值，加大市场认
可，强化非遗传承的内生动力。

省人大代表、桐庐县莪山畲族乡龙峰
民族村党总支委员钟余泉，是畲族婚俗县
级非遗传承人。结合自身经历，他认为，
非遗传承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用”字。红
曲酒酿造、畲族彩带编织、畲族婚俗等是
莪山畲族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地将其充分融入文旅项目，不仅
让非遗传承人有了用武之地，还促进地方
特色产业有了红火发展。此外，他还建议
利用好乡村职业经理人，

“在我们村职业经理人的
经营下，高山流水千人席
非常‘出圈’，全村每周接
待游客至少 2000 名，全
年演出可达300场”。

省文化特派员和代表委员进群畅聊——

非遗传承，你怎么看

杨柏林委员在和00后观察员对谈。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杨柏林。

省政协委员、浙江外国语学
院院长张环宙。

省人大代表、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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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近看民主·亲历两会

1 月 10 日，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
平措不用再钻进帐篷，数一数村民盖了
多少层棉被了。

定日县古荣村，是西藏定日 6.8 级
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10 日这
天，全村 20 户 107 名受灾群众，抱起被
褥、床垫住进活动板房，成为此次地震
中首批入住板房的受灾群众。

当晚，活动板房里，亮起了灯光。
次仁平措揪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些，“每
个板房有 18 平方米，可以住四五个人，
我们配备了折叠床、桌子、炉子，也通上
了电，争取让村民们更有保障地度过这
个寒冷的冬天。”

震区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四
千多米。当前正值隆冬时节，这里空气
稀薄、低温严寒，御寒保暖成为这次抗
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是党中
央对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的明确要
求。地震发生以来，各方用心用情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多措并举、全力以
赴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从帐篷到板房，更多受灾群众正搬
进相对温暖的住处。

10 日，400套活动板房在拉孜县曲
下镇开建；11 日，萨迦县麻布加乡首个
活动板房开建⋯⋯连日来，震区不断有
活动板房开工建设。

记者看到，这一批批折叠箱房为整
体结构设计，所有拼接处采用咬合式设

计，密封保温性能好，能实现一级防火、
抗震、防风、防漏雨。

“给每户分两套板房，再加上之前
的帐篷，每家有 3 个住处，基本实现了
帐篷放物资、板房住人。我们还给村民
更换了体积更大、散热更好的炉子，配
备了牛粪、羊粪，温暖过冬基本没问
题。”定结县郭加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米
玛次仁说。

从不通电到全覆盖，受灾群众用上
了更稳定的电力。

11日下午，随着震中定日县措果乡
塘仁村分散安置点的临时发动机被卸

下，至此，震中区域安置点全部接通
市电。

“除接通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帐篷
外，我们陆续接通了不断新增的分散安
置帐篷、新建板房、各个救援单位的作
业点、就医点以及公共设施。”正在震中
抢险的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一线负
责人说。

电来了，网也通了。截至 11 日晚，
定日县古荣村、定结县乃村等多个临时
安置点，村民们看上了网络电视。在古
荣村的活动板房还实现了 Wi-Fi 全覆
盖。孩子们围坐一起，纷纷要求播放

电影。
住得温暖，也要吃得安心。记者在

多个受灾点看到，政府发放的物资早已
从最初的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变
成 了 米 面 油 、牛 羊 肉 和 蔬 菜 等 日 常
食物。

“随着安置工作的推进，受灾群众
对生活的需求出现了新变化，考虑到当
地群众的饮食习惯，我们送去了盐巴、
茶叶、酥油和牛羊肉，更好地保障受灾
群众的基本生活。”定结县委书记陶明
君说。

定日县县域平均海拔 4500 米，让
受灾群众顿顿吃上热乎饭菜并不容
易。在定日县措果乡的安置帐篷里，记
者看到，村民们已经用上了新式的高原
炊具，可以克服气压低、水的沸点低等
问题。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更多力量
正在汇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向灾区调拨棉帐
篷、棉衣被、折叠床等4.2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相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调运电热
毯、取暖炉、棉被、棉衣、毛毯等物资 7.3
万件；爱心企业、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
御寒保暖物资、老人儿童用品等 35 万
件救灾物资⋯⋯

信 心 与 希 望 ，正 在 雪 域 高 原 汇
聚。

（新华社拉萨 1 月 12 日电 记者
林建杨 周圆 李华）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西藏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见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雨萧）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12日发布
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中小企业发
展指数（SMEDI）为 89.0，较三季度上
升0.1点。

从分项指数看，综合经营指数、市
场指数由降转升，较三季度均上升 0.1
点。宏观经济感受指数、投入指数、效
益指数由降转平。成本指数、资金指
数、劳动力指数较三季度均下降 0.1
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继续改善，

景气水平保持回升态势。
分行业指数看，工业、社会服务业

指数由降转升，较三季度均上升 0.1
点。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
由降转平。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
业、住宿餐饮业指数有所下降。总体
上，四季度行业运行稳中向好。

分区域指数均有所上升。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分别为 89.7、89.9、87.9 和 81.0，较三季
度分别上升0.2、0.4、0.4和0.7点。

2024年四季度中国中小
企业发展指数小幅上升
2024年四季度中国中小
企业发展指数小幅上升

在定结县郭加乡乃村集中安置点，村民和志愿者在搬运帐篷（1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上接第一版）
而为了进一步引导企业发挥科技

创新主体作用，浙江聚焦知识产权创新
创造补短板、扬优势，开展知识产权兴
企行动——横向构建“产学研服”一体
化协同体系，强化资源整合、优势聚合，
比如让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指导企
业在研发过程中运用专利导航手段，帮
助企业找准创新方向，优化创新路径，
完善专利布局策略，从源头上提高专利
质量；纵向完善省市县梯次培育体系，
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优势产
业，精准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推
进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同时，6 个省级

部门联合建立专利申请质量提升机制，
全省组织开展“百场万企”知识产权系
列培训，帮助企业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
平。截至目前，已培育国家级知识产权
示范优势企业848家。

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着力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质量
支撑标准引领等八方面工作，继续开展
知识产权兴企行动等助企惠民“十件实
事”。“我们将更高标准一体推进质量强
省、知识产权强省、平台经济强省建设，
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贡献更多力量。”省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浙江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
首次进入全国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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