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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绍兴 2 月 12 日电 （记者 陆乐） 11 日
至 12 日，省长刘捷在新昌县、嵊州市和绍兴市
越城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新
春第一会部署要求，始终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切实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这篇大文章，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增势赋能。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刘捷先后来到三花控股、京新药业、灵巧智
能、陌桑高科、弗迪电池等企业，进厂房、下车
间、参观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自
主创新、节后复工复产等情况。几家企业分别围
绕精密智造、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现代农业、
新能源电池等行业，以大力度的创新投入驱动产
业优化升级、产品提质增效。刘捷充分肯定企业
创新发展取得的成绩，勉励他们专注核心主业，
加强研发创新、拓展应用场景，努力形成创新研
发、场景应用、迭代提升的良性循环，在各自细
分赛道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希望他们借助产业
联盟等载体，与创新生态圈深度融合互动，在借
势借力中加快做大做强。在绍兴低空经济综合
服务中心，刘捷听取了绍兴低空经济平台发展情
况的介绍，明确要求做好顶层设计，严守安全底
线，坚持市场导向，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
试，积极探索安全、高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低空经济发展路径，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捷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提供政策支持、助
企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和
企业发展壮大同向互促。要积极探索产学研融
通创新实施路径，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
用，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

绍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产业和事业发
展空间广阔。在嵊州市越剧博物馆和浙东运河文
化园，刘捷分别了解越剧文化传承创新、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情况。他
强调，越剧文化和大运河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瑰宝，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树牢“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坚定不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要
把握市场规律、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创新引领，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有机结合，让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更加具有生命力传播力。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创造更多文旅新产
品、新场景、新需求，进一步提升“诗画浙江”吸引
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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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杭 州 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郑亚丽 王凯艺 通讯员 周肖贝 郭子寒）
浙江重点项目、企业赶在元宵节前开
工，劲头十足拼经济。记者从省经信厅
获悉，截至 12 日，全省 534 个制造业重
大续建项目已陆续恢复建设，规上工业
企业全面开工。

这几天，甬台温改扩建宁波南段项
目从“节日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方
门大桥路基、梁板预制场、水稳站建设等

施工点全面铺开，机械轰鸣；常山江航电
枢纽天马枢纽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大型机械设备开足马力进行施工⋯⋯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浙江各地不
少项目已掀起开工生产热潮。”省经信
厅投资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扎实推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
今年 1 月底，省经信厅还发布做好服务
制造业项目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的通知，
从十个方面保障制造业项目投资。比

如全力做好在建制造业重大项目春节
期间不停工和节后快开工的服务保障
工作，全面做好制造业项目要素保障的
协调工作等。

春节期间许多企业没有停工。全省
1330家“不停产”重点工业企业日均用电
量2.80亿千瓦时，占全省高压工业用电
的87.6%；平均生产保持率93.2%，高于
面上工业61.4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
比，用电量增长14.3%。 （下转第四版）

重点项目、企业元宵节前纷纷开工生产

浙江新春全力拼经济

本 报 杭 州 2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张留） 12 日，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王成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一号文件和全省新
春第一会精神，深化研究建强“县城—
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的支持政策、
重点任务、工作节点，推动各项工作早
启动、快推进、出实效。

王成指出，建强发展轴，县城是
关键支撑，中心镇是桥梁纽带，重点
村是重要节点。要深入研究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大场景下县城功能定
位、中心镇和重点村定义内涵，创新
探索片区组团形态和模式。要坚持

“统一标准+分类指导”，既明确人口
规模、产业基础等共性标准，又尊重
交通区位、历史文化等个性特色，鼓
励各地因县而异、因镇制宜、因村施
策，加快确定第一批中心镇、重点村
和片区组团名单。要坚持“抓两头带
中间”，既做到全省面上覆盖，打造一
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典型样板；又
以山区海岛县为重点，选择一批最薄
弱的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加大支持
力度、加快补齐短板。

王成强调，要坚持规划布局和建
设实施高度协同，加快出台发展轴空
间专项规划指南。深入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着力提升产
业平台集聚力、基础设施支撑力、公共
服务保障力、生态环境承载力。要充
分发挥中心镇分担县城功能、支撑县
域发展重要作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增强服务群众功能，通过强镇扩权改
革赋予特大镇相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要选择一批资源禀赋较好、发展
空间较大、乡村治理有效的行政村，

“一村一策”进行重点培育，以村级党
组织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带头人。要
坚持党建引领片区组团融合发展，以
产业为纽带、以利益为联结，发挥政府
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作用，在规
划共绘、产业共富、设施共建、服务共
享中实现利益共赢。要加大要素保障
和倾斜力度，注重规划一体性、政策集
成性、资金精准性、项目撬动性、干部
匹配性、人才专业性，推动各类支持政
策能早则早、应出尽出。

省领导李岩益出席。承担牵头任
务的省直有关部门以及相关市县参加
会议。

王成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
王成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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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由省总工会
主办的元宵游园灯会在杭州
文三数字生活街区举行。来
自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
G1 现场表演了川剧变脸绝
活，还有 16 只身着红色舞狮
服装的机器狗表演《金蛇狂
舞》。这样富有科技感、互动
性的元宵节活动，吸引了更
多年轻人参与。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机器人
闹元宵

元宵节，春节的压轴大戏。
今年元宵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

首个元宵。一场场别出心裁的文化盛
宴，如繁星般在浙江各地绽放，营造出
浓郁的节日氛围。

元宵节，这一源自农耕文明的传统
节日，浓缩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情趣，寄托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盼，展现着现代
中国的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也是传播
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绽放传统之美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
迢。”上元佳节，一盏盏明灯点亮，恰似
传统文化的一次璀璨绽放。

在杭州西溪湿地，一场主题为“水
泊西溪·千灯启岁”的盛大灯会，引来众
多市民游客打卡。水上，莲花、水灯等
造型的花灯静卧；空中，鱼、龙等各色造

型的花灯随风轻轻摇曳。近 1000 只定
制灯笼，将景区点缀得分外璀璨，营造
出别具一格的东方美学意境。在河渚
塔广场，“花灯绽放”非遗盒子灯表演，
唤醒了不少人对“老底子”年俗的追忆。

“红灯照出全家福”，闹花灯不仅映
照出喜庆的氛围，更蕴含着中国人对团
圆和睦的向往。

今年 19 岁的周康磊在外地读大
学，元宵节村里要迎棚灯，是他一整个
寒假最期待的事。一回到老家诸暨岭
北镇岭顶村，他就帮亲朋好友做灯：“我
从小跟着爷爷和爸爸做灯，家人团聚、
灯火可亲，那种感觉，始终难以忘怀。”

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虎岩村，一条
由100多节板凳组成的“板凳龙”在夜空
中舞动。随着鼓点起落、盘绕、穿梭，远
望好似真龙飞舞。村党支部书记王基林
介绍，板凳龙巡游活动经费由村民自筹，
大家自带板凳和灯笼。一些在外工作的
村民，特地请假回到村里参加抬板凳龙，
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也油然而生。

每年正月十四，台州人都会回家喝

一碗热腾腾的糟羹。“家家糟羹门前喝，
苦在前头福有余。”这一风俗的由来可以
追溯到戚继光抗倭时期。人们品尝的不
仅是一方味道，也是对一段历史的追忆。

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走来、浓缩了祖先
智慧的传统节日，化成了一碗汤圆、一盏花
灯、一个灯谜⋯⋯浸润着醇厚的文化味道。

展现科技之力

当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相遇，又将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今年央视春晚上，来自浙江的人形
机器人“0 帧起手”转手绢，让人们见证
了传统民俗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这样
的“玩法”也延续到了元宵节。

在“黑科技”的加持下，传统佳节不
仅更具生机活力，也被演绎成一场科技
高度与人文温度相融共生、文化生活与
科技应用相辅相成的盛宴。

路桥十里长街，3D 全息投影升降
纱幕、水景舞台及餐盘投影等光影效
果，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用餐体验，
让古典意境与未来感在老街交相辉映。

无人机“闹元宵”，让放灯祈福的仪
式更加有声有色。在嘉兴，第二十六届
秀洲区新塍元宵民俗文化周·鳌山灯会
上，数百架无人机搭载孔明灯腾空而
起，煞是壮观。绍兴镜湖边，2500 架无
人机以夜空为幕、光影为笔，在空中绘
出水乡的桥、乌篷船等形象。

（下转第二版）

文化味科技感国际范，浙江各地欢庆元宵佳节

一夜鱼龙舞，之江共此时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林 婧

（详见六~七版)

当前，浙江正站在破解高质量发展
新的“成长的烦恼”的重要节点。

放眼世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新材料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教育、科技和人才
进一步成为奠定大国竞争力的基础。

立足国内，中国式现代化正进入爬
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明
确要求浙江“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
优势上走在前列”。浙江要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省域先行，离不开教育、科技和
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
体改革，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作出的关键
抉择。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抓住
人才和平台两个关键。一方面，通过着力
破解人才有序流动等瓶颈制约，真正实现

“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院所、平
台都能使用”；另一方面，发挥高能级科创
平台的创新策源作用，按照“该不该、行不
行、好不好”要求，统筹推进“建、管、用”，
提升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质效。

打开格局打破壁垒

以 往 政 策 框 架 下 ，科 技 、教 育 、

人 才 工 作 分 散 归 口 于 不 同 的 部 门 ，
浙 江 将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工 作 统 筹 考
虑、整体部署，体现出站在更高层面
谋划全局工作的系统性布局和战略
性思考。

越是爬坡过坎，破题越需要打开格
局、打破壁垒。

不能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撒胡椒
面”。我省切实加强对科技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把教育科技人才等各
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在探索新型举国
体制浙江路径上实现新突破，真正掌握
竞争和发展主动权。

不能形融而神不融。在今年 1 月
召开的 2025 年全省科技系统工作推进
会上，省科技厅刀刃向内，剖析了我省
人才共享流动不通畅、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偏低、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质效
不高等堵点卡点问题。当前，浙江一体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探索人才
流动制度等相应改革措施，比如淡化全
职、户籍、社保等方面要求，允许项目、
经费、团队、编制等跟随人才流动；深化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单列管理和横向科
研经费管理等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改革，
双聘、兼职人员科研成果可在高校、平
台、企业互认，合理分配科研成果转化
收益等。

明晰改革的路径。据悉，2025 年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工作已初步形
成年度任务清单，我省将重点抓好人
才流动、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高能级
科创平台提质增效等 10 个方面重点
改革任务，健全季度、月度任务分解
机制，推动全年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力争以“小切口”实现“真突破”。

打破壁垒，为科技创新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发展。“我们团队的成功，正得益
于体制机制一体改革。”2023 年度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浙江理工大学
教授吴金丹深有感触。作为一名双聘专
家，过去几年，她可能上午在学校科研，
下午在企业一线实践，晚上又到高能级
平台验证问题。近年来，随着成果互认、
人才共享等政策的出台，教育、科技、人
才之间体制机制的壁垒逐步被打破，我
省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也逐渐消除。

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
展中，人才是“关键变量”。

在浙江，有这样一个现象：浙江大
学每年毕业的上千名硕博生中，超过半
数选择留在杭州创业就业。这种人才
浓度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原浆”效应：当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需要开
发脑电信号处理算法时，能在 24 小时
内组建起一支由浙大教授牵头、在读博
士参与的攻关团队。

这得益于浙江推进教科人一体改
革的大胆试验——近年来，浙江积极探
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省级创新深
化试点，引导各试点单位、区域跳出舒
适圈，推进教科人融合发展。

“面对新时代新需求，传统人才培
养、引进、评价、使用、流动、激励等方
面的‘小梗阻’，逐步演变为阻碍人才
创新创造的‘大问题’。”省科技厅人才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进一步对用
人单位和科学家放权、赋权势在必行。

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有
序流动共享通道，健全人才有序流动共
享政策体系，创新人才有序流动共享激
励机制。亮点之一便是科教融合学
院。2022 年起，由浙江大学衢州研究
院牵头，联合衢州学院、巨化集团有限
公司等成立的绿色低碳化工新材料科
教融合学院，瓯江实验室与温州医科大
学联合举办的温州医工科教融合学院
等在之江大地上落地开花。这些学院，
目前已成为教科人一体化最直接的反
应炉。

（下转第二版）

“创新浙江加速度”系列观察②

教科人一体化，破题关键何在
本报记者 何冬健

走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新路子
绘就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新图景

——访绍兴市委书记施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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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厘之间谋利润到抢滩入局新赛道

台州眼镜，看见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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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灯火最美时 火树银花不夜天
——之江大地异彩纷呈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