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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对外开放重大机遇
扎实推进海岛共同富裕

——访舟山市委书记何中伟

〉〉2版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本报推出专栏——

《代表委员风采》
〉〉2版〉〉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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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近年来，浙
江文艺工作者围绕时代所需、人民所
盼，在戏剧、影视、出版等领域取得一系
列喜人成果。特别是 2024 年第十七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中，浙江有 12 部作品上榜，覆盖所有 8
个门类，入选作品数量、总得分等排名
均居全国第二，创下奖改后我省历史最
好成绩。浙江省委宣传部也蝉联“组织
工作奖”。

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离不开全省
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持续深耕，更得益于
浙江近年来持续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培
育人才、汇聚人才，促成文艺人才和文
艺精品不断涌现。

文艺舞台，含“浙”量颇高

2025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
欢晚会上，浙江共有 80 名演职人员参
与 6 个节目的演出，参演人数创下历史
新高。《如意舞步》中的临平滚灯，展现
古老技艺和现代活力的激情碰撞；浙江
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何青青、王

金洪参演的小品《借伞》，让全国观众看
到了越剧的温婉细腻；戏曲节目《声动
梨园》中，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演员吴心
怡《牡丹亭·游园》一段念白，传递着昆
剧的曼妙柔美⋯⋯

密集亮相的浙江文艺元素，是近年
来浙江着力打造文艺精品的缩影。浙
江文艺精品迭出的秘诀是什么？细究
第十七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浙江获奖名单背后的故事，不难找
到答案。

深入生活，紧扣现实，是文艺作品
的生命力源泉。只有从现实生活中寻
找灵感，才能展现人物之真、情感之
切。越剧现代戏《钱塘里》的灵感便来
自于一个外来务工者骑电瓶车撞伤老
太太，进而引发的一连串故事和冲突。
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正是当下城市生
活的切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正如编
剧谢丽泓所说，生活的富矿，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细节往往最能打动人心。由浙江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仰望星空：共和国
功勋孙家栋》一书，作者黄传会拜访孙

家栋时，通过深入挖掘，了解到这位共
和国功勋从学生时代到投身导弹研制
期间的一个个感人细节和生动故事，进
而还原了孙家栋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

真情实感尽显家国情怀。由华策
集团出品的电影《万里归途》，剧组通过
查阅大量撤侨资料，再现了赤手空拳的
外交官不顾艰难险阻穿越战火和荒漠，
带领同胞走出了一条回家之路的故
事。通过故事性的表达，传达守望相助
的同胞情谊和朴素真挚的爱国情怀。

脚踏生活大地，我省广大文艺工作
者用心用情，不断打磨、萃取出一个个
动人情、润人心的精品力作。

紧扣时代，给观众带
来新意

日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精心打造
的大型原创越剧《我的大观园》首演。
导演徐俊表示，《我的大观园》与其他

“红楼”主题作品不同的是，文本非常具
有现代性，“时代要求我们拥有现代性
的审美意识，所以我们想采取一些不一

样的舞台手段，希望给观众带来一种新
意”。

“时代要求”四个字，道出了打造文
艺精品离不开呼应时代所需的真谛。
打开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获奖名单，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题
材上都有一个共同点：观照当下。

关注社会热点。由浙江和安徽、北
京共同推出的电视剧《县委大院》，就是
这样的代表。该剧从时下人们热议的
干群关系问题出发，在棚户区改造、招
商引资、水源地保护等事件的矛盾冲突
中，揭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性
问题，引发观众广泛共鸣。

展现时代风采。电影《热烈》以亚
运会新增比赛项目霹雳舞为题材，在传
递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的同时，也展现
了杭州的城市风貌，营造出精彩迎亚运
的氛围；广播剧《遇见良渚》则以良渚古
城遗址的发现、保护和申遗为主线，用
细腻的故事表达、身临其境的音效，向
世人展现这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的圣地的当代风采。

（下转第四版）

文艺精品力作迭出 文艺人才不断涌现

浙江文艺，何以姹紫嫣红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本报讯（记者 郑亚丽 夏丹 通讯员
殷玉明 严梦玲） 记者日前从省经信厅
获 悉 ，2024 年 浙 江 汽 车 整 车 产 量 达
174.2 万辆，同比增长 14.4%；完成销售
168.3 万辆，同比增长 11.8%。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首超90万辆。

“新能源车产量占比大幅提升。”省
经信厅高端装备处（汽车产业处）相关
负责人分析，2024年新能源车产量占比
达53.7%，较上年度提高13个百分点。

浙江汽车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得
益于本土企业的有力支撑。过去一年，
吉利汽车实现快速增长，新产品获得市
场认可。2024 年，吉利控股集团全球
汽车销量达 333.7 万辆，同比增长约
22%；零跑汽车销量达 29.4 万辆，同比
增长超 100%，尤其是 2024 年第四季
度，月平均交付超 4 万辆，实现净利润
转正，提前一年达成单季度盈利目标。

在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

设中，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集群是重点
培育的 15 个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形成
了杭州市钱塘区和宁波前湾新区两个
核心区，以及长兴县、桐乡市、金华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 13 个协同区。在这一省
域梯度布局和协同联动格局下，2024
年该集群营收首破万亿元。

在汽车智能化这一新赛道，浙江也
有布局。

（下转第二版）

2024年汽车整车产量劲增14.4%，新能源汽车产量首超90万辆

浙江汽车产业迈上新台阶

2 月 16 日，一个融合文学、展
览、音乐、市集等七大板块的艺术
节在杭州西湖区三墩镇东巢·碾
米厂当代艺术中心举行。高耸的
储粮筒仓、斑驳的水泥墙与当代
先锋艺术装置形成鲜明对比，吸
引了众多文艺青年和附近居民前
来参观打卡。碾米厂的前身是始
建于 1908 年的朱泰和粮油仓库，
后改建为三墩粮管所，承载着杭
州城北工业文明的集体记忆。如
今，碾米厂旧址的7栋历史建筑经
改造升级，变身融合现代生活、传
统文化与自然文明的可持续人文
艺术空间。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碾米厂变身
艺术街区

民宿别致的院落里，一架无人机
“嗡嗡嗡”降落，送来一筐还带着泥土的
萝卜，引来住客围观；

不远处的飞行营地里，飞手们正操
控无人机在空中翻转、穿越，一连串动
作让人眼花缭乱；

村间地头不时有无人机掠过，“空
中巡查”发现问题自动上报，成了村干
部治理村庄的好帮手。

这些颇具未来感的场景，正成为
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永红村村民的日
常，也让这座江南小村蜕变成人气网
红村。

以前永红村是一个养猪村，当地生
态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后来经过生
猪退养、转产转业、环境整治，村里走上
转型之路。然而村庄自然禀赋一般、资
源有限，虽然引入农家乐、烧烤、采摘等
业态，但特色不鲜明，吸引不了几个城
里人。

“想要出圈，每个村都很拼。我们

只有找到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路径，才
可能更胜一筹。”村党总支书记王翔和
村班子下定决心。

2023 年，王翔偶然遇到了嘉兴天
旭航空营地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昱彤。一边是苦苦寻找发展出路的
村书记，一边是深耕无人机行业多年
谋 求 新 发 展 的 企 业 家 ，双 方 一 拍

即合。
当年 8 月，天旭在永红村落户。村

里一栋三层楼建筑被改造成了天旭的
实训大楼，大楼前的几十亩空地变成了
训练场，大楼北面则规划了 300 米跑
道，再加上 45 平方公里空域，一个飞行
营地成形。

（下转第四版）

无人机带火嘉兴南湖区永红村——

借“机”起飞的小村
本报记者 李 茸 通讯员 徐佳雨 杨胜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千万工程”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
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从实施“千万工程”算起，浙江的乡村
已历经2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在村民收
入、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生产生活等方面
已有了质的飞跃。

而要在高原之上筑高峰，确实很难。
永红村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关键
在于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一个资源禀赋平平的乡村依靠积极拥抱
新业态、新质生产力，并与乡村的生产生活、现
实需求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无中生有之路。

可见，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而是
百花齐放。期待浙江千千万万的村庄，都
能找到自己的特色发展路径，并将特色转
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最终实现乡
村与城市的携手共富。

找对路子，
小村也有大IP
找对路子，
小村也有大IP

短评

本报讯（记者 应磊 通讯员 郑婧）
春节一过，象山泗洲头镇墩岙村已满弓
上弦，加快推进稻田小火车项目，按照
节前“村民说事”会确定的思路，启动项
目建设运营。“投资1000多万元的乡村
治理研学基地已经建成，另外稻田农文
旅综合体项目也要实施了。”这是在节
后“村民说事”会上，村党支部书记鲍英
钱通报的两个喜讯，村民们踊跃发言、
献计献策。

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象
山打造基层自治模式“村民说事”。新
年前后，记者两次走进“村民说事”发源
地之一的墩岙村，听村民们“说”项目，
看村干部带着大伙将蓝图带进现实。
日前的一个夜晚，在“村民说事”会上，
村民黄西考首先发言：“乡村治理研学
基地是村里前所未有的大项目，村里缺
乏运营的实力，应该找专业团队来运
营。”他建议，基地运营也要和村民的民
宿结合起来，在村里形成一个以培训、
住宿、休闲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链。

“‘千万工程’带来好环境，推进带
动产业振兴，让村民有事做、有钱赚，我
们的发展不能停下脚步，必须往前走。”
鲍英钱干劲十足，忙着实施“云‘稻’这
里来”田园综合体项目，按照“村民说
事”会的建议，对接项目丰富业态。

“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将改变我
们村里的游客结构。”为了“村民说事”
会，在村里经营民宿的返乡投资者鲍继
利写了满满两页纸的发言内容，“云

‘稻’这里来”田园综合体是一个很好的
契机，将带来更加年轻的客源，把游船、
小火车、咖啡馆等项目融入进去，让整
个综合体实现一站式吃喝玩乐。

一场“村民说事”夜话，村民讨论热
烈，持续到深夜。笔记本上，鲍英钱原
原本本记满了村民的发言。来自基层
的建议，正在转化成墩岙村新一年发展
的新动能。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协商形
式，是基层治理“群众唱主角”的生动注
解。近年来，象山“村民说事”制度累计
解决群众议题超5万项，解决率近97%。

象山“村民说事”提升基层自治

村里的事，大家议一起办

“区域经济新看点”系列报道②
也许大家很难想象，收入水平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三、

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第 24 年和
第 40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的浙江，仍有部分县（市、区）
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

最近，省发改委发布消息，经过努力，2023年浙江居民
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的8个县（区）中，衢江、庆元、景宁、松阳
居民收入2024年已超过全国平均。

接下来浙江计划在“2027 年前力争推动所有县（市、
区）居民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

四县突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4131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5.1%。

2024 年，丽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015 元，迈
上 5 万元新台阶，比上年增长 6.0%。从县（市、区）来看，松
阳县为41863元，比上年增长7.0%；庆元县42213元，比上
年增长7.8%；景宁县41980元，比上年增长7.7%。

同期，衢州市衢江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694元，
比上年增长7.2%。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艺博
士长期跟踪浙江山区海岛县发展。他告诉记者，衢江、松阳、庆
元、景宁四个山区县（区）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是以缩小“三大差
距”为主攻方向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突破，也是山区县
实现“县县破百亿”之后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效。这也充分证明
浙江“一县一策”精准施策、山海协作结对共富等一系列政策举
措是行之有效的，也说明山区县具备内生发展的动能与潜能。

以景宁为例，近年来，景宁积极利用“飞地”优势，发展
生态工业。如今，在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景宁“飞地”丽景民
族工业园，吸引了包括娃哈哈等知名企业在内的64家企业
落户。去年，总投资高达 120 亿元的富乐德半导体产业项
目成功落地，景宁首次在引进百亿级单体产业项目上实现
突破。产业的发展，为景宁居民收入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加把劲

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支持省内基础相对薄弱、发展相对靠后的山区海岛县发展，早在2021年，

浙江省委、省政府就专门组建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其中一项重要抓手，
便是为山区26县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和支持举措，称之为“一县一策”。此后，“一县
一策”又复制到省内部分海岛县。

“一县一策”是根据山区海岛县各自特色，为其量身定制的发展方案，是缩小山区海
岛县与全省发展差距、推动全省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一县一策”实施下，山区海岛县
落地开工了一大批带动力强、民众参与度高的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此后，浙江又不断微调方向、迭代政策，于 2023 年陆续精准迭代“一县一策”，
推动山区海岛县做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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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红村的飞行营地，飞手们在练习操纵无人机。 通讯员 吴振宇 摄在永红村的飞行营地，飞手们在练习操纵无人机。 通讯员 吴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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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