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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台德清洛舍钢琴送往四川小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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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休宁县，曾因

产生过19位状元而获誉

“中国第一状元县”。日

前，休宁首届状元文化大

会暨第四届发展大会举

行，唱响新时代“百业魁

星”“行行出状元”新曲。

“休宁县是徽文化的

主要发祥地、徽商的重要

发源地，有跨越千年的历

史文脉，自古文风昌盛、

崇文重教，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中国状元文化。”休

宁县委书记吴云忠介绍，

在今天，状元文化依然激

励着今天的人们奋发有

为、勇攀高峰，为建设美

好幸福的新休宁增添志

气、骨气和底气。

现场，休宁县推出12

处状元文化地标，包括状

元博物馆、状元阁和瑯斯

状元村等，并发布两条研

学旅游线路发布。休宁

县还推出由19道地方特

色美食组成的状元宴菜

肴，让人们在品味美食的

同时，体会到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和生动趣味。

“状元”是传统文化

的独特标签，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背景下，休宁县

中国状元博物馆与上海

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

国科举博物馆、杭州西湖万松书院管理处和苏

州市狮子林管理处结成长三角状元文化联盟，

共同推进和深化文化领域研究。

近年，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到打造全国状

元文化体验基地，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到加快

文化与旅游、经济、科技融合创新，文化引领社

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正成为推动休宁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其中，人才是发展的第一

资源，休宁正吸引俊杰英才携手合作，唱响“行

行出状元”。

其中，休宁县紧盯智能制造和绿色食品两

大产业，借助一区多园承接格局，和智能制造

产业基金、合工大共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平

台，向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开幕式期间，依托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平台，合肥工业大学分别

与3家企业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时，会上

签约项目18个，总协议投资额达21.5亿元。

本报记者 吕倩雯

“7台钢琴已经安全抵达这里，谢

谢洛舍的企业们！”近日，在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挂职的浙江湖

州市德清县洛舍镇干部陈巧华打来电

话，在电话里，他兴奋地说，加上前期运

送到达的，目前已经有19台钢琴抵达

这里。

2021年开始，根据中央、省市新一

轮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要求，德

清县结对小金县。小金县是少数民族

聚居区，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各

族群众。为助力该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动各族

人民奔小康，“琴（情）定小金 共富未

来”计划应运而生。

据陈巧华介绍，他们在前期帮扶过

程中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孩子大多能歌

善舞，但很难有机会接触到钢琴等乐

器。“得知情形后，我们开展更多的两地

文化合作，进一步满足小金县人民的精

神文化需求。”洛舍镇党委书记金斌介

绍，送琴计划将持续三年，让更多钢琴

“走”进当地的中小学、文化馆及文化院

坝，助力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送琴的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大

家赞同。湖州华谱钢琴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是赠琴企业之一，总经理潘鸿凯表

示，通过赠琴能进一步满足小金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

事实上，这已不是洛舍镇第一次向

四川赠琴。2020年开始，洛舍镇已先

后向凉山州木里县、阿坝州小金县等结

对地累计赠送钢琴近60台。

洛舍镇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

该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利用

“以工代培”实训平台，引导一批小金

县务工人员来洛舍的钢琴企业就业，

学习钢琴制作流程。同时，在洛舍为

一批有钢琴技术基础的“小金人”举行

钢琴乐师培训，让他们带着技术回乡反

哺，从而为小金县培育发展钢琴产业打

下基础。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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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名城”打造“新能源之都”
2022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博览会在常州举行

以“产才共融、青创未来”为主

题的2022中国 ·绍兴“名士之乡”人

才峰会近日举行。会上，一批院士

专家项目、重点人才平台签约，发

布高技能人才助力先进制造业强

市行动计划、绍兴青年英才“30人”

榜单，颁发创新之城友谊纪念章，

绍兴人才之家和国际青年人才社

区启用。

绍兴是浙江人才生态的生动

缩影。近年来，绍兴主动融杭联甬

接沪，坚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首

位战略不动摇，聚焦四大“万亩千

亿”产业，布局创新链、资金链、人

才链，积极搭建“浙里工程师”平

台，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工作保

持强劲势头。

近三年，绍兴累计集聚国家级

领军人才470人，省级以上领军人

才970余人，尤其是入选2022年度

国家引才计划数在全国同类城市、

全省均居第1位。目前，绍兴全市

人才资源总量超140万人，在最新的中国城

市人才指数排行榜中，绍兴位居全国第27

位，“名士之乡”正打造各类人才大有可为、

大有作为的热土。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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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博览会（以下简称“工博会”）日前在常州举
行，酷炫黑科技、应用新场景轮番登场。紧扣“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
枢纽”城市定位，常州正推动传统产业蝶变升级、新兴产业裂变发展、未来产
业前瞻布局，建设引领长三角、辐射全国、全球有影响力的“新能源之都”。

世界首艘140米级打桩船启航

世界首艘140米

级打桩船“一航津桩”

近日在振华重工启东

海洋工程码头启航，

将赴浙江舟山参与大

桥建设。该船桩架高

142米、最大作业桩

重达700吨、最大作

业桩长达118米+水

深、最大作业桩径达

6米，可用于大型桩

基施工、群桩式基础、

风电导管架桩、风电

单桩等施工，在大型

港口、跨海大桥、海上

风电、人工岛快速成

岛等建设中发挥中流

砥柱作用。

许丛军 摄影报道

启 东

新能源 形成产业闭环
本次工博会以“双网赋能新智造 数实

融合向未来”为主题，21个投资规模大、带

动作用强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470亿

元，其中新能源产业项目8个、工业与能源

互联网项目3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项

目8个、产业基金项目2个。

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江苏二分之一，动

力电池产销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太阳能光

伏电池片及组件产能约占全国10%，变压

器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工博会开

幕式上，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细数新能源

产业发展。预计，今年常州全年新能源领

域产值超过5000亿元。

从百亿元项目到千亿元产业链，再到

万亿元产业集群，常州正打造一片国内领

先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形成“发电—存储

—输送—利用”产业闭环，彰显出新能源带

来的“龙城之变”。

新智造 构建生态框架
常州拥有37个工业大类、工业企业超

6万家，产业覆盖度全国领先，在全国先进

制造业城市中列第16位。以新能源汽车及

汽车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新材料为核心

的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常州智造”

产业名片。

目前，常州已建成长江智能制造研究

院、航天云网、华为云创新中心、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中心，拥有省“互联网+先进制

造业”特色产业基地3个，省级特色工业互

联网平台23个。超1.3万家企业使用云服

务，1127家企业获评江苏省星级上云企业，

其中五星级58家。

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产业

转型的“主方向”，常州正积极推动“十链突

破”，重点支持40家链主企业提升本地化配

套率和数字化协同能力；开启“百企领航”，

支持120家重点企业定向创建智能工厂、智

能车间；实施“千景应用”，面向经济社会各

领域形成1000个场景推广案例，构建具有

常州特色的“十链带百企、百企育千景”的

“数实融合”生态框架。

新赛道 绘制产业宏图
工博会现场，运用祼眼全息、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等全新技术，聚焦新能源汽车、智

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专精特新、

智能制造、重大装备等领域，集中展示161家

企业、200件新产品以及新技术、新方案。

绘制“新能源之都”产业宏图，常州目

标实现“两个超万亿”：到2025年产业规模

超万亿元、资本市场新能源常州板块市值

超万亿元，到2035年产业规模在2025年的

基础上再翻一番，“发、储、送、用”四大环节

深层次、高浓度的融合发展，新能源在生产

生活中的渗透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深耕新能源赛道，常州加大研发力度，

依托龙城实验室、中科院长三角物理中心、

天目湖储能研究院、中创新航研究院、蜂巢

能源研发中心等研发平台，深化“揭榜挂

帅”，融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共性关键技术

供给；推广场景应用，超前布局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无人驾驶、打造“常州氢湾”、大力发

展储能产业，让儿时科幻的梦想变成现实；

深入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加

快数实融合，引领智能生产新变革；加快人

才、团队和项目引育，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与

人才链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赵菊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