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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 新期待R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广大干

部 群 众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践

行“八八战略”，脚踏实地，苦干实

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亮眼的新

成绩。

经 历 了 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后，浙江重新振作，迈步向前。面

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变

化，不少浙江人开始认真思考：腾笼

换鸟的发力方向在哪里？

2013 年，浙江省成为全国首个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

范区”。 2014 年 11 月，首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在嘉兴乌镇召开。浙江选

择了发展信息经济，作为结构调整

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

没有先例可循，浙江人再次发

挥 自 己 的 聪 明 才 智 和 不 怕 吃 苦 精

神，拿出了一轮轮创新答卷：

移动支付、互联网医院率先在

浙江落地，跨境电商、共享经济风生

水起。认准“高”“新”产业发展方

向，从芯片到工业软件、物联网系统

集成，再到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

据、云计算……今天，数字产业成为

浙江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漫 步 西 湖 ，湖 水 更 清 澈 了 ，鸳

鸯、水鸭大摇大摆根本不避人；闲时

登山，偏僻处也设置路灯，上面的数字标签方便路人遇

到险情时呼救；石头砌成的古道，松动了有义工周末来

自发维修。生活在杭州，记者跟身边人一样，最大的感

受是：幸福！

2021 年全国旅行社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排名，浙江

高居榜首。无论城乡，浙江都保持接待高水准：便捷的

数字支付，优美的生态环境。到浙江各地走一走，一定

会对“高质量发展”概念有更切身的体会。

老百姓获得感满满：“智慧天网”遍布城乡，海量数

据迅速反应，助力找到嫌疑人、嫌疑车的行踪，2021
年，浙江群众安全感达到 99.19％；坐公交车可以预约，

点点交互式电子站牌，换乘中心就会派出公交车，让乘

客等待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宁波、嘉兴、绍兴等地越来

越多独居老人的床上安装了传感器，老人睡眠时的心

率、呼吸等数据出现异样，马上预警提醒；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37 年居全国省区首位，城乡差距越

来越小。

钱袋子鼓了，安全感有了，老百姓还渴望良好的生

态环境。浙江持续进行生态省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处

处可见绿水青山；全域景区化建设的概念深入人心，

“到哪里都像进入大花园”的市县越来越多，住在农村

成为令人艳羡的美事。

这就是浙江，一头不断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一头呵护承载悠远文明的农村留住乡愁。“快数字”

和“慢生活”构成的浙江魅力，让人来一次就很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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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市民黄先飞最近很开

心，第一天递交申请、第二天就拿到批复的餐饮店

营业执照。“我满意的不仅是批复‘加速度’，一天

时间，执法部门已经联合对我的选址、设备、排污

安装等进行把关，这让我开店特别有底气！”

几天前，当黄先生在“善膳汇”应用 APP上一递

交申请，嘉善县油污办、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生态环

境等相关部门便收到申请情况推送，当天下午便组

织人员成立联合踏勘小组，对其申请店铺的选址、店

招设置、设备安装等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实

地核实，并出具相关意见书，形成联合踏勘意见。第

二天下午，黄先生便通过“联考”，顺利拿到了营业执

照。此后，这支队伍将陆续对排水、排油烟、处理餐

厨垃圾、建隔油池等工作进行“保姆式”联合指导。

“把过去‘多条线’分散执法变为‘大综合’协同执

法，现有执法力量集中办公，形成‘一支队伍管执法’，真

正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查一次’联合监管。”嘉善

县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嘉善建立涵盖200余

项监管事项的“一张清单”，检查频次同比减少30.3%。

“一支队伍管执法”是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探索之一。浙江通过构建监管全覆盖、执法

全闭环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体系，将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多项执法事项归纳综合，通过梳理

职能事项、整合执法力量，令行政执法变为“进一次

门，查多件事”，破解重复执法、监管真空等问题。

按照相关部署，截至今年底，浙江的综合执法

事项将拓展到 60%以上执法领域，60%以上高频

率、高综合、高需求执法事项纳入综合执法范围，

60%以上行政执法量由综合执法部门承担，85%以

上的执法力量下沉到县乡。

精细管理 提升执法效率
本报记者 顾 春

偌大生产车间里，齿轮热前加工数字化生产

线上的机器人正自动完成工件安装。过道中，自

动驾驶的 AGV（自动导引运输车）将零件从智能

中央立库运送到智能生产线上。工人通过电脑、

手机以及 AR 眼镜，就可以掌握生产设备的运行

情况，哪里出了问题，动动手指，一目了然。

这是位于杭州萧山区的杰牌传动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制造车间里的一幕。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

实现智能齿轮减速电机智能制造的老牌民营企

业。去年，由 15 个主要信息系统和 100 条主要智

能产线构成的“未来工厂”，正式投入运营。

在齿轮热前加工数字化生产线旁，总经理陈

德木介绍，产品线上的工人从过去的 20 个缩减到

2 个。而原来产品生产需要 2—4 周，现在只需要 4
个小时，综合测算效率提升了 168 倍。

“ 规 模 的 扩 大 以 及 科 技 创 新 都 需 要 大 量 人

才，我们的用工并没有减少。”陈德木说。目前

企 业 研 发 人 员 占 员 工 数 的 15% ，“ 产 学 研 用 ”全

链条持续完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起的智能监测系统，让减

速机等智能传动方案从设计、生产、销售、运维

等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信息化，运行人工成本减

少 80%。

点上的“盆景”正在变成面上的“风景”。2021
年，萧山区新实施区级智能制造项目 110 个，数字

化改造项目 128 个，形成了点面结合、普遍推进企

业数字化改造的新局面。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认定未来工厂 32 家，打

造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423 家，累计实施国

家智能制造应用和试点项目总数居全国前列。

科技助力 引领制造升级
本报记者 窦 皓

村民自导自演，台下掌声不断……盛夏时节，

在太湖南岸的千年古村，好戏正轮番上演。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潞村文化礼堂，一场以“寻

找丝绸之源”为主题的话剧演出正酣。礼堂管理

员汤斌昌介绍：“现在平均每月举办 10 多场大小

活动，礼堂一年能吸引 1 万余人次，不光受到本村

村民欢迎，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和外国友人。”

2013 年起，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农村文

化礼堂”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截至目前，

农村文化礼堂总数已达 1.9 万余家，500 人以上行

政村覆盖率达 97%。

潞村村党总支书记费震祺告诉记者，礼堂落

成后，村干部走街串巷广泛征求意见，旨在充分发

挥文化礼堂作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如今，文化礼堂内文化讲堂、村民舞台、村史馆、

图书室等设施功能一应俱全，乡贤能人也开始献计出

力——礼堂管理员汤斌昌致力于搜集潞村红色史

料，书法家慎召民邀请海外学者前来授课，企业家慎

潺华通过普及刺绣技艺，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2022 年，浙江省提出将实施农村文化礼堂效

能提升十大举措，不要形式上的“日日开门”，而是

追求实打实的内容供给。

“潞村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

绸片，丝绸文化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费震祺介

绍，以文化礼堂为主阵地，潞村建起丝绸之源旅游

度假区，通过项目招引、壮大产业，丝绸手工坊、陶

瓷文化馆等一批文旅项目陆续入驻。去年潞村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50 万元，今年又张罗着引入

10 多家与丝绸文化相关的艺术文化类项目，开设

红色研学、精品游玩路线，不断丰富古村内涵。

古村新戏 丰富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窦瀚洋

群山环绕，竹海溪流相映成趣，在浙江绍兴上

虞区陈溪乡雪花潭景区内，民宿经营者王炜荣刚送

走一拨远道而来的外地客人，又接到老朋友的预订

电话，“我家 8间客房预订早就排到一个月后。”

2003 年以来，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搭乘“千万工程”快车，陈溪乡虹溪村乡

间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依托村庄特

色，通过小流域整治工程、美丽乡村升级版示范村

建设等项目，虹溪村大力提升村庄“颜值”和“气

质”，新农村整体风貌向景区化方向发展。

“2018 年民宿刚开业不久，不仅雪花潭景区

完成提档升级，乡里的盘山公路也提前竣工通车，

客流量显著增加，我家还被评为全区唯一一家省

级白金级民宿。”王炜荣自豪地说。

在距离虹溪村不远的太平山村，曾经因采矿

留下累累“伤疤”的棋盘岩被外地投资客看中，计划

改建为文旅综合体，“未来通往太平山村与虹溪村

的 6 公里道路贯通后，游客来往两地更方便，将带

动更多消费。”陈溪乡党委书记郑哲军说。

“两年多来，全乡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次超百

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亿元，基础设施投入超亿元，

解决本地就业近千人。”在郑哲军看来，串点成线的

新时代美丽乡村亮丽风景线魅力无限、机遇无限。

陈溪乡的蝶变正是浙江奋力打造“千万工程”

升级版的缩影。“十四五”期间，浙江将在坚持共同

富裕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持续深化“千万工程”，

打造 100 条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建

设 1000 个具有未来乡村品质的示范村，新增 1 万

个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着力绘就乡村大花园

“富春山居图”。

乡村旅游 绘就绿色画卷
本报记者 窦瀚洋

“丁爱珍老人家中用电情况异常。”杭州余杭

区径山村网格员吴礼宝的手机微信小程序中跳出

这样一条红码信息。吴礼宝立即联系国网径山服

务站副站长吴建青，一同前往老人家中查看情况。

原来，老人家里的插座发生故障，造成厨房停

电。“你们来得太好了，我这一个人都不知道咋办

才好呢。”丁爱珍老人连连道谢。

居 家 养 老 ，需 要 提 升 社 区 精 细 化 管 理 水

平。“绿码表示用电无异常，黄码表示用电量变

化幅度在 50%至 80%之间，红码表示用电量变化

幅 度 大 于 80% 。”国 网 径 山 服 务 站 负 责 人 介 绍 ，

从 2019 年开始，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运用电力大

数据和物联网技术，通过智能电表分析老人用

电情况，经过云计算生成用电“画像”和红、黄、

绿三色“电力关爱码”，协助社区工作人员上门

服务独居老人等。如今，“电力关爱码”小程序

也已上线，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实时掌握独居老

人情况。

智慧生活融入日常点滴。现在，余杭区为老年

人提供的安心就餐服务场景，集成了老年人身份证、

市民卡、长者卡、人脸生物信息的“脸码卡”，能够实

现多种结算。此外，“余杭一码通”打通多部门数

据，完善“多码融合”，打开数字身份码就能实现

公交地铁乘坐、水上巴士乘坐、政务办事、医院

就诊、公园游玩等多重功能。

截至今年 6 月底，浙江已上线运行

“七张问题清单”“外卖在线”“浙医互

认”等 107个应用，推动社会各领域

治理能力提升，打造更加智慧、

贴心的生活服务场景。

智慧服务 便捷居民生活
本报记者 窦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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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夏日的杭州富阳区场

口镇东梓关村村居外景。

李自纲摄（人民视觉）

图②：慈溪周巷镇天元实验

幼 儿 园 的 小 朋 友 正 在 进 行 足 球

比赛。 章勇涛摄（人民视觉）

图③：茶农在丽水松阳县三

都乡茶园采茶。

李增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舟山定海区南部诸岛。

徐复光摄（人民视觉）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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