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杭 州 1 月 15 日 讯 （记 者
钱祎 通讯员 孟晓飞） 15 日，记者从
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浙
江已明确 2025 年征集任务和政策，全
面部署新年度征兵工作。

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基础工程，是强军事业的源头工
程，直接影响战斗力生成和军队建设发
展。2024 年，浙江圆满完成新兵征集
任务，各级各类毕业生比例持续提升。

今年征兵工作将继续按照“一年
两征”模式组织实施。上半年征兵从 2
月 15 日开始，至 3 月 31 日结束；下半
年征兵从 8 月 15 日开始，至 9 月 30 日
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
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征集的
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
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
生，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
科应届毕业生可报名参加 2025 年上
半年女兵征集。征集年龄，男青年为
2025 年满 18 至 22 周岁，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
业班学生放宽至 24 周岁，研究生毕业

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初中毕业
文化程度男青年不超过 20 周岁；女青
年为 2025 年满 18 至 22 周岁，全日制
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上半年征集的 2024 年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放宽至
23周岁。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子
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在抢险
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
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
伍。多征集懂双语言、文化程度较高、
综合素质好的青年入伍。革命老区应
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人后代入伍。

适龄青年应在其户籍所在地应征，
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省

（自治区、直辖市）且取得当地居住证 3
年以上的，可在经常居住地应征。普通
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
校所在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
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应征。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
网 ”（http://www.gfbzb.gov.cn/），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报名应征。

浙江明确2025年征兵政策和任务

重点结对社区：杭州市拱墅区半山
街道石塘社区

作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2025 新
年伊始，我的工作就排得满满当当：推
进大运河“灶画”体验馆设计方案；和团
队成员探讨新一年的文化活动如何落
地⋯⋯

位于拱墅区半山街道的石塘社区，
文化丰富，历史厚重。杭州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就是从这
里出土的。在这样一个不缺文化积淀
的社区，如何让当地文化更加出新出
彩，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有十多年新闻采编经验的我深知，
一篇好的报道离不开从小切口入手，文
化特派员工作亦是如此。在“选题”阶

段，我了解到石塘社区有一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灶画，正处于濒危状态。

俗话说，“有家必有灶，有灶必有
画”。灶画，不仅与灶头紧密相连，有着
老底子烟火气特质，还是大运河文化的
组成部分。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灶画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好久没看到灶画了”“历史悠久的
传统民俗艺术如果就这么消失，很可
惜”⋯⋯调研中，老百姓的呼声也让我
从灶画“破题”的信心更坚定。因此，保
护和唤醒灶画，成为我的重点工作。

灶画，首先要被“看见”。2024 年
10 月，第十八届杭州文博会前夕，我收
到一个好消息，石塘社区的灶画被邀请
参加文博会上的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
展。淡出大家生活的灶画重返“大舞
台”，我的内心既兴奋又紧张。

为了这次展出，我和团队成员精心

打造了一个木结构的老灶头模型，上面
画有“花开富贵”“平安福禄”等寓意的
灶画。同时，我们还定制了上百个灶头
迷你模型，让市民游客现场感受灶画的
魅力。结合当下的“文创热”，我们设计
了精美的灶画冰箱贴、杯垫等文创产
品 ，灶 画 套 色 章 也 被 我 们 带 到 了 展
览上。

起初，我有些忐忑，大家会对灶画
感兴趣吗？不过，随着文博会开幕后好
奇的市民游客不断向展位靠拢、驻足停
留，甚至排起等待盖章的长队，我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个老灶头太漂亮了”“看到灶
画，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很惊
喜”⋯⋯听到大家的点评，我觉得，灶画
传承保护这篇文章，开了个好头。

最近，我和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大运河“灶画”体验馆建设，展示老底子

的灶画，重拾承载着无数记忆的烟火
气。这个体验馆建成后，将是一个集参
观、体验、研学于一体的文化阵地，成为
今后大家来石塘社区的“第一站”。

我也意识到，灶画的传承保护，需
要跳出既有框架，让思路变得更开阔。
灶头和饮食文化密切相关，我便策划举
办了“灶画美食节”。征集“灶画”传承
人、打造半山石塘文创产品、绘制半山
石塘非遗文化体验游览地图等都已在
我的计划表里。同时，我将发挥自身所
长，围绕灶画推出纪录片、宣传片，并用
一篇篇报道积极为灶画鼓与呼。

在推进文化特派员文化项目的过
程中，灶画非遗传承人胡云峰、半山街
道党工委委员王乔松、文化公司负责人
等都是我的好战友，我相信，在我们的
努力下，曾经沉睡的老底子烟火气会逐
渐苏醒，灶画的美能展示给更多人。

杭州日报区县（市）新闻中心采编许卓恒——

唤醒沉睡的老底子烟火气
文化特派员日记

本 报 舟 山 1 月 15 日 电 （记 者
沈晏 共享联盟·嵊泗 孙恬恬 通讯员
孙武） 15日上午7时多，我来到嵊泗县
黄龙乡临时菜场，这里甚是热闹，“马大
嫂”们三三两两涌向菜篮子惠民店。“这
芹菜怎么卖？”“每斤 2.8 元。”“西红柿
呢？”“每斤 2.9 元。”家住南港社区的赵
秀芬在菜篮子特惠菜区挑了一把芹菜和
两个西红柿，上秤后一算，总价不到 4
元。“价格比以前便宜了三分之一左右。”
她笑言，“最近黄龙岛菜篮子的特惠菜实
现和嵊泗菜园城区同价了，好足嘞！”

“来，给我也来点！我看今天屏幕
上显示的优惠品种菜又多了不少嘛。”
在赵秀芬装菜间隙，刘永芬边挑菜边嘀
咕，“在大城市随时可以吃到的平价蔬
菜，在阿拉小岛可不容易，阿拉的蔬菜

都是外面运进来的，运输成本高，价格
自然也高了。”

“喏，阿姨，你要的小青菜和茭白都
帮你装好了。”菜篮子惠民店工作人员
将刘永芬的菜刚装好，电子秤上又是满
满当当。“我们平均 2 天就要从嘉兴进
一次货，最近基本天天都是忙碌状态。”
工作人员边说边抹去额头的汗。

在菜篮子惠民店里，我遇见了嵊
泗县黄龙岛菜品零售有限公司经贸办
副主任陈海红，最近他常会来转转。
见一些“马大嫂”想囤货，他挥挥手提
醒：“过年期间菜价都有优惠，特惠菜
品种也已从 24 种增加至 32 种，想买啥
可以随时来。”

海岛菜价高的“病根”，在于受地理
位置制约。地处海岛的嵊泗一直面临

耕地资源稀缺、鲜蔬外运保供等难题，
物价普遍偏高。“菜品从其他地方用船
运过来，产生的交通费、人工费等折算
起来，菜价肯定是偏贵的。”陈海红这样
告诉我。

契机发生于一年前。嵊泗县谋划
由县属国有企业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并对经营方进行财政补贴，推动对
外岛乡镇蔬菜价格进行平抑。嵊山镇、
枸杞乡、洋山镇、花鸟乡先后实现“菜篮
子”同城同价，花鸟乡还建了冷库保鲜
库，进一步提升应急储备及保供能力。

这回，在其他外岛乡镇的成功经验
上，黄龙乡也迈出了“菜篮子”同城同价
这一步，设立乡属企业嵊泗县黄龙岛菜
品零售有限公司，菜品由保障市场供应
的县“菜篮子”公司代购并运送，全年预

计特惠菜及损耗补贴40万元。
“今后大伙的‘菜篮子’还能拎得更

轻，完全可以实现蔬菜自由。”陈海红对
大家说道。

陈海红有底气，是因为泗礁岛上的
生态农业产业园已于去年底投用，这是
目前浙江海岛地区规模最大的单体玻
璃温室项目，今后每年可为海岛群众提
供总量400吨以上的新鲜蔬菜。

“‘家门口’能种菜了，相信再过不
久，还能有更多的优惠落在我们头上。”
前来买菜的群众笑眯眯地说。

上午 10 时许，我随着返家做午饭
的人们走出菜场时，只见陈海红拨通了
一个电话，与县“菜篮子”公司联系，沟
通次日蔬菜配送事宜：“明天，再给我们
来1350斤蔬菜。”

记者登上嵊泗偏远小岛问菜价——

阿拉的菜篮子拎得更轻松了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
义乌 余依萍） 戴上 VR 眼镜体验用
过期食材生产食品的安全隐患，扫码
学习各种预包装食品标签的知识⋯⋯
近日，位于义乌“工业重镇”苏溪镇的
义乌市“AR+”食品安全教育培训中
心正式对外开放，科技感十足，吸引
了不少市民和餐饮店主前来学习食
品安全知识。

走进该中心，只见近 1000 平方米
的大厅，分为数字化科普大厅、食安沙
龙、食品扫码溯源等七个板块，俨然是
一个“贩卖”食品安全知识的“大超
市”。在这里，通过声光电融合的 AR、

VR 等数字技术，参观者可直观地了解
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义乌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义乌现有4万多家食品生产和经营
单位，其中仅餐饮店就有约 1.9 万家，
从业者达 10 多万人，食品安全领域监
管压力巨大。

“中心的设立，就是为了激发大家
的学习热情，提升从业者在食品安全领
域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义乌市苏
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方便大家
前来参观学习，他们还通过“苏食通”微
信小程序等在线方式，开通 24 小时免
费参观预约通道。

义乌打造食品安全教育培训中心

本 报 杭 州 1 月 15 日 讯 （记 者
唐骏垚 通讯员 徐颖） 浙江迎来 2025
年首家 A 股上市企业。15 日上午，思
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科 创 板 ，股 票 代 码

“688583”。
思 看 科 技 来 自 杭 州 市 余 杭 区 ，

于 2015 年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成立，
是开展便携式三维检测设备研发和
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 业 。 目 前 ，该 公 司 产 品 已 广 泛 应

用 于 航 空 航 天 、汽 车 制 造 、工 程 机
械、轨道交通、绿色能源等工业应用
领域。

根据公开资料，思看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数量 1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
格 33.46 元，募集资金净额 4.93 亿元。
此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3D 视觉数字
化产品及自动化检测系统产能扩充项
目、研发中心基地建设项目。

随着思看科技成功上市，余杭境内
外上市公司达到35家。

“小巨人”思看科技登陆科创板

浙江迎今年首家A股上市企业

本报宁波 1 月 15 日电 （见习记者
王妍妍 记者 李华 通讯员 王灵柯
陈妤） 15 日，记者从宁波海关获悉，
2024年宁波市进出口总值达1.42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1%，居全国城市外
贸排名第 5 位，较 2023 年又进一位。
其 中 ，出 口 945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1% ，进 口 474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

据悉，2024 年宁波对前三大贸易

伙伴美国、欧盟、东盟进出口分别为
2443.6 亿 元、2389.2 亿 元、1876.9 亿
元，分别增长 15.3%、11.4%、20.7%，合
计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47.2%，拉动全
市进出口增长7个百分点。此外，宁波
对拉丁美洲、非洲分别进出口 1296.5
亿元、732.5 亿元，分别增长 7%、21%。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6748.3
亿元，增长 11.3%；对中东欧国家进出
口561.3亿元，增长11.2%。

进出口总值达1.42万亿元，增长11.1%

宁波跻身全国城市外贸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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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唐高山 张以成
记者 钱祎） 1 月15日，为保障春运安
全，温州边检站与温州公安水上分局开展
水上联合执法行动，3艘执法船艇在瓯江
水域有序巡航。执法人员对过往船只进
行信息核查，确认船员身份，全面排查各类

水上安全隐患，确保春运水域平稳有序。
巡航过程中，两家单位执法人员重

点加强对春运期间重点航线及码头周
边作业密集区域的检查力度，严查非法
载客、超载运输等行为，严防涉水违法
犯罪活动。

温州开展联合执法护航春运水上安全温州开展联合执法护航春运水上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朱银燕 通讯员
任煌华 共享联盟·上虞 冯洁娜）“在
卧龙（浙江）海事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
设计部门实习期间，我对游艇推进器装
置的设计与机电原理有了更为深入的
了解。”近日，在上虞·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伙伴计划的成果交流会上，拉曼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大四学生李婉宁作了发
言交流。

三个月前，上虞·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伙伴计划启动，14 名拉曼大学的学
生在上虞生活、实践、学习，他们将访学
经历用日记的形式进行了展示。

“与上虞区政府的合作，是我校组
织化程度最高、实践时间最长、承接单

位最多、生活保障最优的一次合作。”拉
曼大学校长尤芳达告诉记者，访学之旅
让学生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
这些实习项目也进一步巩固了拉曼大
学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为双方未来
的深入协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下一步，上虞区将组织用人单位与
海外人才进行定期沟通和反馈，了解人
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鼓励人才对所在单位的管理和发展提
出建设性意见，促进用人单位与人才共
同成长。“我们还将深化战略合作，积极
搭建政企校合作平台，着力提升海外引
才质效，提高留虞转化率。”上虞区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马来西亚大学生历时三个月深度访学

上虞携手海外高校开启伙伴计划

本 报 宁 波 1 月 15 日 电 （记 者
陈醉 通讯员 翟宝峰 苗云梦） 15日傍
晚 6 点不到，夜幕刚刚降临，记者跟随
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临山供电所高压
班班员沈军，在宁波余姚大岚镇隐地龙
潭村调试路灯。只见沈军用脚扣缓缓
登杆，调整好最后一盏新路灯，下杆，拍
了拍绝缘手套上的灰尘。

“这两天气温低，就怕新路灯受冻，
特意一盏一盏检查！”沈军正说着，两侧
十几盏崭新的 LED 路灯瞬间亮起，照
得路面亮堂堂。

沈军细心呵护的路灯，也是他和同
伴一个月前亲手安装上的。去年6月，国
网余姚市供电公司启动“点亮乡村路”光
亮行动公益项目，由大城小爱公益服务
中心志愿者分批进入四明山区，更换改
造路灯，隐地龙潭村便是改造对象之一。

“今年能过个敞亮年咯！”住在路边
半坡上的 70 多岁村民王忠灿探出半
身，一脸欣喜地朝沈军说道。以前夜
里，他怕出门、怕摔跤，现在新路灯照到

他家门口，路是看得一清二楚。
王忠灿家门口这条村道，路灯本就

稀疏，多年下来，有的亮度降低，有的干
脆“掉链子”，村民常常摸黑回家，这也
是山区的通病。

“四明山区覆盖区域广，村落相对
分散，像鹿亭乡北片的高山村，区域面
积 2.3 平方公里，分散着 290 个住户，全

村却只有四五十盏路灯，再加上山区自
然状况复杂，路灯易损、年久老化、技术
维修人员少等问题，路灯成了村庄的心
病。”作为“点亮乡村路”光亮行动公益
项目的领队，沈军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摸
排走访，如数家珍。

说话间，沈军已来到巡检的第二个
乡村——高山村，他笑称这里是“大

户”：“半年多时间，我们在这里改造了
110盏路灯。”

眼前，村道一眼望不到尽头，路灯
虽时密时疏，但灯光均匀地洒在路上，
似乎经过缜密的“排兵布阵”。“有些地
方人来人往频次高，我们就每隔五六米
装一个路灯，而一些村民不太走动的角
落，路灯就间隔远一些，节约成本。而
考虑到普通路灯用电费用高等问题，我
们换上 LED 节能路灯，还选了 30 个合
适的点位，安装光伏路灯⋯⋯”沈军的
话匣子打开了。

小路灯照亮大民生。短短半年多
时间，沈军这支志愿队伍已经在四明山
的两个村庄改造了 123 盏路灯，今年将
加速在整个四明山区推广路灯改造。

转眼，夜幕透黑，新装的路灯下人气
渐旺。“你到我家去聊聊天，我到你家去
谈谈心，回家不用摸黑了”“晚上出门终
于不用带手电筒了”“天气好的话，晚上
还可以出来散散步、聊聊天”⋯⋯这两
天，新路灯是村民间聊不完的“热话题”。

一盏盏路灯，点亮乡村的夜晚，看
着路灯下玩耍的孩子和互相串门的村
民，沈军的嘴角微微上扬⋯⋯

在四明山区，记者随电力工人一同检测调试新路灯

123盏灯，点亮山村的夜

电力工人在余姚市鹿亭乡高山村进行路灯安装前零部件组装。 通讯员 吕洪波 摄

1月15日，市民正在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市场街选购灯笼、春联等新年饰品，喜迎新春佳节。
通讯员 蒋友青 摄买灯笼 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