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第五届体育大会在台州启幕

把赛事办成全民嘉年华

点绿成“金”释放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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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泗泗洲塘村探路海岛共同富裕

昔日“无人村”蝶变“网红地”

全国首单“涉海VEP贷”落地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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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台州市体育中心网球馆，华
灯璀璨、人潮涌动。7月12日晚，浙江省第
五届体育大会在此开幕。来自全省11个地
市代表队、8个省级行业体协（系统）、有关
省（部）属企业代表队共赴“山海之约”，30
项精彩赛事点燃夏日激情，五大主题嘉
年华同步绽放，一场全民体育盛会开启。

体育盛会
掀起全民运动热

浙江省体育大会是浙江省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每
四年举办一届，本届大会于6月至10月在
台州举行。大会秉持“开放、创新、融合、
共享”的办赛理念，旨在满足不同年龄、不
同性别、不同运动水平人群参赛需求，享
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进一步营造“人人爱
体育、人人会体育、处处可体育、健康靠体
育”的氛围，呈现一场全民体育嘉年华。

情境舞集《曙光》、沉浸戏剧秀《天台
问道》、时代舞曲《沧海千帆》……开幕式
现场，文体展演轮番上演，让观众置身光
影变幻、古今交融的时空舞台。点火仪式
上，奥运冠军、台州籍射击运动员黄雨婷
站在射击台前，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
响，子弹轨迹贯穿冰屏，点燃了舞台另一
侧的火炬，将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
本届体育大会设置了30个比赛项目，

涵盖传统体育项目，如游泳、篮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等；包含一些具有地方特
色和群众基础的项目，如跳绳、棋牌、气排
球、桨板、武术、广播体操（工间操）等；同
时增加了如匹克球、电子竞技、健身瑜伽、
健美操、定向等新兴时尚项目。
嘉年华活动是本届体育大会的一大

特点。赛事举办期间，将同步举办时尚
（科技）体育嘉年华、沙滩嘉年华、丰收嘉
年华、银龄嘉年华、亲子体育嘉年华等5个

体育主题活动，针对不同人群，融入承办地
台州的特色文化，让运动员和观众在参与
体育赛事的同时，领略台州的独特魅力。

山海迎客
展现特色“台州韵”
台州作为东道主，共派出近千名运动

员参与30个比赛项目、5个体育主题嘉年
华的角逐。而作为赛事承办地，一场以
“体育+”为核心的盛会早已在山海水城精
心筹备。

近年来，台州推进“一都两路”建设
（申创“世界美食之都”、打造“浙东唐诗之
路”与“台州1号公路”），今年又提出打造
黄金海岸5A级景区项目，这些将借体育
大会之机，通过“山海跃动，台州有请”特
色体育线路等方式，向广大参赛者和游客
生动展现台州的城市魅力。

台州特色文化也将在大会上呈现。

比如，大会奖牌设计灵感来源于国家级非
遗“仙居无骨花灯”。奖牌创新设计为三层
可开合结构：外层海浪纹呼应山海激情，
中层雕刻台州地标建筑，内层融入灯光与
蓝紫流沙，开启后光影流转如海洋涌动。
本届体育大会吉祥物“望潮”，源自生

活在台州沿海海滩泥洞中、潮水来时会站
立起来“张望”的小型八爪鱼，它是台州海
洋文化的象征，将其选定为吉祥物，不仅体
现了台州人“向海图强、踏浪而行”的垦荒
精神，更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高度契合。
“作为东道主，台州将以更高标准、

更佳状态、更暖服务，倾力打造一场有品
位、有活力、有温度的体育盛会。”台州市
委书记沈铭权说，希望通过此次赛事，让
每位参赛者和观赛者充分领略台州这座
运动活力之城的魅力，畅游山海风光、品
味东海食鲜、共享和合之美。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近日，沪苏嘉城际铁
路上海段（上海示范区
线）建设迎来多项新进
展——示范区线2标水
乡客厅站基坑结构施工
进入关键阶段；示范区线
4标西岑站钢结构吊装完
成；示范区线14标14米
级“申盾号”盾构机掘进
破千米，区间长2470米。

沪苏嘉城际铁路是
推进长三角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东
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南至浙江嘉兴市区，西至
江苏吴江区，包括上海市
境内的上海示范区线、江
苏省境内的水乡旅游线、
浙江省境内的嘉善至西
塘线和嘉兴至枫南线，全
长170公里。其中，上海
示范区线全长52.4公里，
途经闵行、青浦2个行政
区，全线共设10座车站。

上海示范区线2标
水乡客厅站1、3、5、7区
基坑结构回筑已进入关
键阶段，预计7月底1、5、7区基坑完成结
构封顶，9月中旬3区基坑完成结构封顶。

水乡客厅站是上海示范区线、江苏
水乡旅游线、浙江嘉善至西塘线的三线
交会同站换乘站。车站为地下二层三岛
五线车站，总长约1005米，是上海示范区
线单体最长的地下车站。车站主体基坑
开挖最深处为25米。目前，车站主体结
构已完成50%。

示范区线4标项目包含西岑站和相
邻桥梁区间等土建工程，长度约为3.75
公里。西岑站位于青浦区练西公路与
G50沪渝高速路交叉路口东南侧，为地上
三层侧式车站，车站总长220米，主体建
筑面积约19105平方米。目前，西岑站钢
结构吊装顺利完成，为后续车站装饰装
修及机电安装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上海示范区线14标项目建设
取得新突破。14标芳乐路站—徐乐北路
站盾构区间全长约2470米，隧道内部采
用全预制拼装结构。掘进过程中需下穿
河流及多处建（构）筑物，对地表沉降和
掘进参数的控制有很高的要求。目前，
国产自主研制的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
“申盾号”累计完成掘进超千米，项目建
设正全力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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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旅游旺季，新落成的浙江
舟山嵊泗县嵊山镇“绿野仙踪”景区游客
服务中心人流如织，咖啡香气四溢。
“这是您的‘绿野仙踪’海岛特调，请

慢用。”该服务中心咖啡店主理人吕萍将饮
品递到顾客手中。今年5月，这位年轻的
本土创业者租下服务中心一楼靠窗的摊
位，开始经营“村咖”生意。咖啡店对面的
共富工坊展示柜，工作人员正把冰箱贴、
海洋剪纸、香囊等文创产品码放上货架。
位于服务中心二楼的乡村地质博物

馆也已基本完成展陈布置，预计8月开
馆。该博物馆将微缩展示泗洲塘村海蚀
地貌及渔乡文化，借着“无人村”的流量，
与同景区内的渔村迁居实景、“百年渔场”
村史展区联动，组成具备海岛地理、人文、
自然风光多主题展示的研学点。上海游
客胡女士表示：“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渔村

特有的韵味。”
2015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绿藤

遍野的后头湾照片走红网络，令这个静寂
的小渔村变身网红。2016年起，泗洲塘村
对后头湾村旧址保护性开发，把生态资源
变为共富资本，将面朝大海、野植蔓延的
“无人村”奇景包装成为热门打卡点。依托
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在当地成立“绿野
仙踪”共富工坊，并进行景区化运营管理，
年均为村集体经济带来240余万元收入。
然而，近年来尽管靠着门票钱赚得

“盆满钵满”，但景区业态匮乏也限制着村
庄新一轮发展。“谁说我们的共富工坊只
能卖景色，我们还能卖咖啡、卖故事、卖情
怀！”面对瓶颈，泗洲塘村在探索文旅融
合、产业链延伸上下起了功夫。
“升级后的游客服务中心，融入了乡村

博物馆功能，还接入了咖啡和‘绿野仙踪’

系列文创产品等业态，是我们村破解‘门
票经济’依赖的一种尝试。”泗洲塘村党总
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陈永义介绍说。
作为浙江省“百村争鸣”文化剪纸村

之一，泗洲塘村积累了一定的剪纸创作团
队基础。“海洋剪纸是嵊泗的非遗金名片，
渔农村就是这张名片的文化起源。”嵊泗
海洋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陈士定介绍，“非
遗传统文化要靠宣传推广，也要研究能让
它‘变现’的方法。共富工坊的理念与我
们这些非遗工作者的初衷十分契合。”
坚持“授人以渔”，近年来，泗洲塘村

不仅通过共富工坊及其他村集体项目为
村民提供工作岗位，还不定期举办民宿管
理、电商运营等培训，传播新的致富理念，
引导创客入乡，青年返乡。“相信随着文旅
融合的深入，村里会迎来更好的发展。”陈
永义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全国首单“涉海VEP贷”近日在盐城
东台落地。邮储银行东台市支行向东台
市清淤造地有限公司智慧生态渔场项目
发放贷款1亿元，开辟了“点绿成金”新路
径，为地方生态保护注入了新动力。
涉海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

值）是衡量海洋生态系统所提供生态产品
价值的关键指标。该贷款不仅破解传统
渔业抵押不足难题，更形成生态保护、产
业升级、金融支持的闭环机制。此次获贷
支持的智慧生态渔场项目，是依托黄海湿
地生态资源打造的现代化生态养殖基
地。项目建成后，将主要养殖梭子蟹、脊

尾白虾、青蟹等高附加值水产品。
智慧生态渔场项目计划建设“生态

养殖—精深加工—滨海旅游”全产业链，
推动盐碱滩涂生态修复和渔业经济转
型，实现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总投资1.36亿元。根据VEP核算成果，
邮储银行东台市支行创新推出“生态权
益质押+绿色信贷”贷款模式，为项目发

放贷款1亿元。
东台金融监管支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涉海VEP贷”是全国首笔基于VEP
核算成果，以VEP核算权益作为核心质
押物，面向涉海领域发放的绿色金融贷
款，为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发展进行了有
益探索。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盛夏时节，位于
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
镇荷园的万亩荷花进
入盛花期，吸引了许
多游客前来观赏。近
年来，宝应县射阳湖
镇依托水资源优势，
将生态荷藕种植与文
化旅游融合，助力乡
村振兴。
周社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