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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原乡人”
竹笛是何时出现的？制作的核心工序

有哪些？在余杭区紫荆村的中泰竹笛展示

馆，近距离了解笛子的历史、竹笛的制作工

序、笛子演奏名家等。

竹笛产业是紫荆村的支柱性产业之

一，年产竹笛300万支，是国内著名的“竹笛

之乡”。近年，当地扶持竹笛产业化发展，

鼓励培育笛竹用材林，推广标准化制作技

术，建设竹笛文化产业园，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打造全产业链条，全年产值3.5亿元，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如今变成了宽敞

的双向柏油马路，原来的砖瓦房都盖成了

三层小别墅，前两年评上了国家级的‘亿

元村’。”黄卫东在紫荆村生活了五十多

年，是中泰竹笛制作技艺余杭区非遗传承

人。竹笛产业带动乡村远近闻名，他让女

儿也加入竹笛厂传承文化，成了村里的

“笛二代”。

如何激发“原乡人”动力？活动中，余

杭区白云村党委书记朱永兴说：“让老百姓

参与家乡的建设，让他们能赚到钱，改变他

们的生活，美丽富裕的村庄会越来越多。”

唤回“归乡人”
新乡贤，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

资源，余杭区全力吸引新乡贤人士“资智回

乡”，凝聚新乡贤力量，激活新乡贤资源。

陈百生就是“归乡人”的代表。他曾在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梦想小镇创业，首批入

住人工智能小镇，主要为智慧城市提供数

字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关注到家乡的村庄变美了，业

态也慢慢形成了。”陈百生说，中泰街道定

位为南湖科学中心，也是未来科技城重要

的区域，“我自己对农业、农文旅就很有情

怀，而我们公司的产品与技术刚好可以助

力一些行业发展”。

他怀揣对农文旅的一腔情怀回到家

乡，将坐落在山顶的一间闲置的茶室打

造成中泰街道首个无人自助、智能共享

茶室——“云野会客厅”，不仅扮靓村庄

“颜值”，还给游客和村民带来了新的休闲

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探索未来乡村

旅游“新卖点”，为乡村振兴贡献了一份科

技力量。

吸引“新乡人”
“今天的中桥村，青山重重，草木葱茏，

离城市很近，离自然更近，但在以前这里是

以石矿产业为生的‘石头村’，遍地荒山，漫

天尘土。”“新乡人”农村职业经理人肖萃，

在中桥村的朱桥映月公园里讲述“石头村

如何丢掉石饭碗”的乡村变迁史。

原来，这里原是个漫天粉尘的“石头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石料的开

采加工。2016年，余杭区旅游集团作为开

发主体介入该村，通过挖掘中桥村的“石

头”资源，助推中桥村从“卖石头”走向“卖

风景”，实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千万工程’发源于浙江，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

实践，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

民群众。”今年以来，余杭区举办情景式、交

互式等各类宣讲活动以及宣讲走亲活动

500余场，一村一景，边走边讲，通过场景转

换和交互提问等接地气的方式，让村民对

“千万工程”的历史和内涵有了不同角度的

感悟。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推进乡村共富对话，激活振兴发展的内

生动力。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讯员 徐颖

近日，湖州德清县武康街

道千秋社区东野书房，孩子们

正在享受假期时光。近年，德

清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

通过打造“悦读悦享书房”，建

立“志愿服务+”模式，不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生活

的核心区、休闲的核心地、公共

服务的重点区域内建设城市书

房，打造“悦”读新空间。

王正 摄影报道

“嘉兴正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

城市，全力建设智造创新强市，上海是长三

角的‘龙头’，嘉兴背靠上海、面朝大海，是

‘龙头带动龙身’的重要支点。”近日，第一

届沪嘉科技创新大会举行，以“沪嘉协同创

新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来自沪

嘉两地科技部门、高校院所、企业机构代表

齐聚，共享发展经验，探讨融合模式，促进

沪嘉两地高质量融合发展，支撑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城市，拥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聚集国

内外优秀科研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了一批兼具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成果，

嘉兴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一直积

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在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

许多创新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松林表

示，沪嘉科技合作为解决地区经济转型升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示范。

会上，“沪嘉科技协作联盟”成功揭

牌，6项沪嘉科技合作项目完成签约，范

围涉及信息化、新材料、生态环境、媒体合

作等领域，14家沪嘉科技协作联盟新会

员代表授牌。活动期间，沪嘉科技协作联

盟成员在南湖海创园（嘉科生命科技园）

和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开展了“双百千

万”行动之科技服务进园区的精准服务，

针对嘉兴当地企业开展行业难点答疑解

惑和技术问诊。

“嘉兴是上海的南大门，南大门发展的

好与坏，对长三角一体化来讲，影响显而易

见。做好沪嘉科技协作联盟，对上海和嘉

兴来讲是双赢的。”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主任王震说，联盟将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

针对嘉兴的重点产业，组织专家团队，通过

揭榜挂帅等形式，帮助这些企业解决产业

层面的难题。同时，作为联盟成员，上海的

高校也将在嘉兴尝试进行科技成果转移。

“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历来是个比较难的

题目，我们想通过这种模式进行一些尝试，

希望每年都有几项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在

嘉兴生根发芽，不断壮大。”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龙头带龙身”舞动硬科技
第一届沪嘉科技创新大会举行

盛夏时节，江苏连云港市

海州区，一幅干劲“满格”的图景

跃然眼前。位于新浦工业园的

连云港天邦科技有限公司组装车

间内，产业工人正在对多款鹤管

进行专业的整机调试。作为一

家专业从事流体储运装卸设备

及其控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公司以其精密度高、自动

化程度高受到行业客户的认可。

随着企业新产品的研发，

“智改数转”项目的启动，规模

不断扩大。“今年呈现产销两旺

的良好开端，销售额同比增长

36%，投入研发经费200余万

元，同比增长41%。新产品投

入市场后带来较好的经济效

益。”连云港天邦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吴立峰介绍。

推进制造业的信息化建设

成为龙头企业的常态。据海州

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让

企业着力于技术创新，该区搭建

一系列创新创业服务生态体系，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加快专精

特新、智改数转等方面银企对

接，多渠道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招商引资捷报频

传，举办浙江青田投资说明会及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专题招商等大中型推介活动近

20场，新增签约项目115个，总投资315.9亿

元……今年1—5月份，海州区新增市场主

体10524家、“四上企业”26家，分别增长

367%、420%。在此基础上，还对重点项目

采取“一企一策”细化工程节点，督促相关部

门按时间节点完善项目洽谈。“下一步，海州

区将突出以商引商、产业招商，加快政策、融

资、技术等政府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服

务水平。”海州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邵沛源 王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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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人”解码“千万工程”
杭州余杭区乡村创客话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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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依靠‘三乡人’，留住‘原
乡人’，唤回‘归乡人’，吸引‘新乡人’发
现家门口的黄金。”日前，一场“新时代
创客说”在杭州市余杭区开讲，竹笛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卫东、云野会客厅
创始人陈百生、中桥村职业经理人肖
萃，组成“三乡人”代表，共话“‘八八战
略’在身边‘千万工程’看浙里”。

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在浙江省启动，2021年起“千万工程”
转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20年
来，浙江万千乡村美丽蝶变，展开一幅
村容整洁、创业增收、乡风文明、宜居宜
业的画卷，探索一条让“原乡人”安居、
“归乡人”乐业、“新乡人”赋能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