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杭州老人倪雄豁刚度

过了自己101岁生日不久，他和三个

子女商定，两代人一起养老，全家四

口住进同一家养老院。近日，这个场

景出现在了杭州金色年华退休生活

社区，这也是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

持续照护养老机构之一。

早在2008年，倪老就成为该院一

期住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住进了

护养区。14年来，三个子女轮流来探

视，今年11月金色年华二期开园，拥

有三千五百多张床位，集居养、助养、

护养和颐养等于一体。

“爸爸在这里生活了14年，疫情

期间，我和妹妹也在园区里住了一个

多月。所以三兄妹决定入住，在父亲

身边‘抱团养老’，想想未来的生活，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在父母身边的

日子。”倪老女儿倪小秋说。

杭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2021年底，杭州市60岁及以上人

口近20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3.15%，

随着社会日趋老龄化，高质量的养老

服务成了社会迫切所需。通过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鼓励民间资

本投身养老服务事业，杭州一些养老

机构打造“医食住行乐”服务体系，构

建兴趣小组、文化活动、旅居基地和服

务保障，逐步形成了医养、康养、智养

相结合的服务体系，“让越来越多的长

者在这里得到全面照护，安享晚年。”

今年9月，浙江省召开老龄工作

暨“浙里康养”工作推进会，提出加强

“浙里康养”建设，积极应对“银发浪

潮”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强调

不仅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智慧养

老”的新养老模式，打造高质量多样

化养老服务体系，也要突出“预防、治

疗、照护”三位一体，强化老年人健康

管理，加强老年病医疗救治，推动医

养结合发展，着力健全全周期健康支

撑体系，打造“浙里康养”金名片，实

现富裕富有、普及普惠、尊老孝老、

乐活乐享。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 讯 员 蒋宇晓

南 浔

湖州市南浔区第十四届鱼文

化节近日在和孚镇荻港村举行，游

客看表演、品民俗、尝鱼味，体验千

年古村鱼桑丰收的景象。

千百年来，以“桑基鱼塘”为

代表的传统养鱼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在该区孕育了鱼文化、蚕桑文

化、桥文化、船文化等丰富多彩的

地方文化。其中，桑基鱼塘系统

所在的核心区千年古村荻港，一

直致力于鱼桑文化的挖掘与整

理。一年一度的鱼文化节已成为

当地展示桑基鱼塘文化遗产的重

要节庆活动，每年吸引游客近80

万人。图为村民在水上举行欢庆
丰收的民俗表演

陆志鹏 文 沈勇强 摄

水乡古村
鱼桑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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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探索打造“浙里康养”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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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携三子女住进同家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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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传颂江南韵
“旖旎耳畔，缭绕眼底，江南戏曲跨越

了白墙黛瓦、烟雨黄梅的地域边界，支撑起

了中国戏曲史的半壁江山，承载着塑造着

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江南文脉。”开场专

题片《江南文脉 ·戏曲》通过江南戏曲的发

生、发展脉络，彰显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及

其精神价值。

论坛以“文脉传承与长江文化”为主

题，举办1场主论坛、2场高端对话、8场分

论坛、1场专题会议，并推出一系列文化展

演展示活动。专场文艺演出《戏韵 ·江南》

集结吴歌、扬剧、评弹等江南地区广为流传

的戏曲剧种，名家名角演绎诠释江南“戏

脉”。此外，“无处不江南——长三角三省

一市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展”展出湖笔、徽

墨、宜兴紫砂等非遗制作工艺，《江苏文库》

珍稀文献展将22本清代版刻带到论坛现

场，让江南韵走近大众、走近生活。

大咖共话江南情
“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起源？判

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开幕式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

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从考古发现

角度，论述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形

成，以及长江下游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

的重要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我的家乡在

江南》为题，深情讲述自己与无锡的情缘。

他提到，江南人重视家族传统，“富不癫狂，

穷不失智”的家规家训对自己影响很深；江

南人崇尚教育，办私塾、兴义学，奠定教育

基础，更孕育了以钱家为代表的一批书香

世家。“思想文化的交融推动了经济社会的

发展，江南人团聚力强、延续性强，足够参

加公共事务，也足够参与地方的工业。”

论坛名家荟萃，思想碰撞。《阳明心学

的江南气质》《江南儒学与中华文明》《〈世

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杜维

明、吴晓明、程章灿等史学、文学名家发表

演讲，近60个海内外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参与论坛，形成近百篇参会论文。

一体推动江南脉
江苏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省份，依托

总长约1169公里的长江岸线，描绘生态保

护、经济发展、文脉赓续的画卷。2018年、

2019年，江苏连续两年举办江南文脉论坛，

首届探讨“文脉传承与精神家园”，第二届

则探讨“文脉传承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审

视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价值。

今年，“重启”后的第三届江南文脉论

坛将目光投向了长江，进一步提炼和展示

江南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升江

南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助推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唱响新的“长江之歌”。

“探寻数千年中华文明史，滚滚长江，

亘古奔流，造就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锦

绣江南，赋予了江南文化包容开放、革故鼎

新、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无锡市委书记

杜小刚表示，无锡以活动为契机，继续精心

呵护江南文化风貌、精细雕琢江南文化风

韵、精致熔铸江南文化风骨，“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无锡现

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范洁 吕倩雯

近日，以“畅通合作、共赢未来”为

主题的第四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暨

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盐城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首次采用双会

场模式，分别在盐城、首尔设置会场，

进行开幕式实时连线直播。

盐城与韩国隔海相望，是中国较早

开展对韩经济合作，也是韩资最为密集

的城市之一。盐城和首尔，隔着黄海，直

线距离775公里，两地“海空走廊”相连，交

流密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家韩

资项目落户至今，盐城已吸引近千家韩资

企业。现代集团与江苏悦达集团历时20

多年的携手并进，奠定盐城汽车工业的基

础，成为中韩经贸合作的生动典范。

作为中韩产业园地方合作城市，

盐城始终把韩国作为对外开放合作的

主要方向。盐城所有县（市、区）均与

韩国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今年是中

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韩（盐城）产业

园成立5周年。“这是中韩（盐城）产业

园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活动，也是

中韩两国一直以来践行的友好之约。”

盐城市委书记徐缨介绍，中韩（盐城）

产业园建园5年来，已集聚起亚、摩比

斯、京信等韩企近千家，总投资超130

亿美元，形成汽车、新能源装备、电子

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园区获批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中日韩(江苏)产业合

作示范园区，韩国已成为盐城最大的

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10月，园区实际使用韩

资5.4亿美元、同比增长212%，对韩进

出口2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0%。

自2019年起，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已连续举办三

届，累计贸易成交额55.5亿美元，成为中韩经贸合作中一

道亮丽风景。本届博览会共签约项目21个，总投资约473

亿元。作为中韩（盐城）产业园产城融合核心区，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在会上签约项目6个，总投资共约270亿元。

与往届相比，本届博览会在展出形式、龙头企业、产

业类别、供需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又有新提升，共设中

韩产业园形象主题展区、友城及商贸展区、中韩餐饮体验

区和户外汽车展区等4个展区，SK、MBS、起亚等韩国龙

头企业，法国佛吉亚等世界500强跨国集团，以及比亚

迪、通威、韩国IA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参展。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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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文脉唱响
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开幕

滚滚长江万里绵延，悠悠江
南文脉深厚。近日，第三届江南
文脉论坛在无锡市举行，聚焦
“文脉传承与长江文化”主题，汇
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在江河“故事”中追溯文明
源头，探寻江南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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