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佳英

本报讯 昨天，平湖—清华长三
角科创机构共同体产学研交流暨科创
项目路演——智能制造专场活动举
行。活动现场，产学研交流、项目路
演、项目签约等一系列子活动，既吸引
了平湖本地企业热情参加，也吸引了
众多项目的眼光，昭示着平湖这座城
市和产业的吸引力。当天，共有6个项
目落地签约，这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平湖创新中心成立后，推荐引进
的又一批创新成果。

年产6400套航空航天金属零部件
建设项目，高度契合全市航空航天产
业定位，落户独山港镇；嘉兴立体秀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主要从事3D打印产
品生产，落户当湖街道……6个签约项
目，涉及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

料等领域，其签约将为平湖产业注入
新动力。据悉，包括这 6个项目在内，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平湖创新中心
自 2021年成立至今，已推荐引进落地
项目63个，总投资超20亿元。

今天的项目路演，就是明日的项目
储备。当天，共有5个项目参与路演，涵
盖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医疗等产业
领域。“我带来的项目是非粮生物质液
体燃料绿色工厂项目，主要从事将生物
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燃料的研究与生
产。”参加此次项目路演活动的李松翰
说，项目对“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希望能在平湖这块创新创业的土地上
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力争实现“双赢”。

“平湖创新中心成立后，始终聚焦
平湖特色产业，重点关注汽车及零部件、
智能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充分利用
海内外清华系院所机构创新资源，不断

将更多优质资源引入平湖。”浙江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平湖创新中心主任吴雨霏
说，此次路演项目也将成为他们下一步
项目招引的重点，力争推进更多创新型、
科技型项目在平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平湖创新
中心，上接清华大学在长三角区域的
创新资源，下连平湖地方产业，推动着
地方产业加速转型。除了坚定不移招
引项目之外，平湖创新中心成立三年
多来，还组建了嘉兴市首个“深根”科
创基金，总投资额超 6亿元，并且不断
助力平湖扩大创业人才“蓄水池”，赋
能全市企业创新发展。产学研对接活

动，便是赋能的生动实践。“我们组织
专家实地考察了部分平湖企业，面对
面进行了交流，也为下一步合作奠定
了基础。”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科技
创新部副部长吴谦说，平湖场活动是
他们承担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浙江）建设任务以来，联合清华在长
三角的科创机构在嘉兴县市区举行的
首场产学研对接活动。

作为一个创新引擎，浙江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平湖创新中心有效激发着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也加快着平湖创新驱动发展、加
速构建良好创新生态。

创新引擎创新引擎““马力十足马力十足””
平湖创新中心累计推荐引进项目63个，总投资超20亿元

■记者 居丹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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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荣怡婷

本报讯 驱车驶过蜿蜒的山路，
目光所及是千峡湖的旖旎风光；漫步于
红枫古道，耳边是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
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与微风的
旋律交织在一起，为这座百年古村增添
了一丝幽静……近日，记者走进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点——青田县北山镇张坪
村，感受“飞地抱团”下的喜人成效。

张坪村地处千峡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的核心地段，坐落于北山镇锦屏山
西北侧，庆景青公路穿村而过，村周环
绕锦屏山红枫林，左右山垅环抱，远处
可见碧绿峡湾。然而，就是这样一处
风景秀丽之地，却被常年囿于发展的

“孤岛”中。
“从前的张坪村位置偏僻、人烟稀

少，设施也非常匮乏，说白了就是个落
后村。”谈起村庄的“前世”，张坪村党
支部书记张土平打开了话匣子。曾
经，这里路面坑洼不平，线路杂乱无
序，老旧的砖混房和泥墙黑瓦老房子

混搭在一起，显得凌乱。这种环境下，
群众“搬出去、进城去”的意愿日渐强
烈，张坪村成了一座“空壳村”。

2017年，平湖、青田两地启动跨县
市“消薄飞地”项目，由青田265个行政
村“抱团”投资，在平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设立“消薄产业园”，共同打造“产业
落地在平湖、增收脱贫在青田”的双赢
协作模式。

“前期，我们投了50万元用于平湖
厂房建设，现在，每年可以返还10%的
固定收益，后续还能拿到租金收益和
税收分成。”张土平说。有了“飞地”红
利，张坪村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外立面
改造、村庄风貌提升等工作，并于2021
年成功打造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昔日
的“落后村”摇身一变成了乡村振兴

“样板村”。
如今，漫步在张坪村，道路干净整

洁，一个个别致的景观小品将村庄装
扮得更加靓丽，随行随处皆是美景。

“与平湖的‘飞地’合作，让我们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还在建设文

旅项目，计划打造乡村‘沉浸式’旅游
景点。”张土平说。沐浴着和煦的阳
光，村口传来机器轰鸣声，掀起冬日项
目建设的“热潮”，也蕴含着小村庄无
限的发展潜力。

“现在每逢节假日，就有不少游客
过来，大家都说这里漂亮得很！”在与
村民谢玉娥的交谈中，记者切身感受
到了“发展潜力”向“现实图景”的美好
转化。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
处的草坪上支满了露营帐篷，步道两
旁，十多个共富摊位整齐划一、商品繁
多。“游客多了，我们就去集市摆摊卖
土特产，也能赚不少钱哩。”在“家门
口”就能就业增收，这让谢玉娥直呼

“幸福感满满”。
据悉，2023年，张坪村实现村集体

收入 74.89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50.36万元，较 2022年上升 151.8%，全
村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8万元，飞
地“飞”出了乡村振兴致富路。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
庄美了、村民富了，也吸引了更多在外

务工村民返乡创业。村民张石荣原先
在外地“跑货车”，看到村子一天天漂
亮起来、游客一天天多起来，便萌生了
回村种杨梅的念头。“去年，我包了 50
亩地种杨梅，预计后年就能结果，到时
候生意肯定不错！”看着前方成片的杨
梅新苗，张石荣语气中充满了希望。

一块“飞地”种出乡村振兴好“钱”
景。张坪村的蝶变，映照出山海协作
下的累累硕果——

2017年，打造全省首个跨县市“消
薄飞地”产业园，累计为青田265个村集
体增收超过6000万元；2018年，首创低
收入家庭跨县市入股“消困飞地”，累计
产生收益分红资金1.08亿元，为经济薄
弱村年均村增收5万元以上，户均增收
1000元至 2000元；2022年，启动建设

“产业飞地”，目前，首个入驻项目——浙
大之光数字经济产业项目一期18幢厂
房已拔地而起并竣工……

而今，随着协作的不断迭代升级，
“飞地抱团”正澎湃起发展的新潜能，
“飞”出更多新风景。

“飞”出大山深处好光景
山海共赴·逐梦远方

（下转2版）

笔墨当随时代，方寸书写
风华。昨天，随着《三十而

“砺”·回响》的第30篇《“赛”出
人才向心力》与读者见面，本
报精心策划的平湖恢复办报
30周年新闻专栏画下句点。

三十篇稿件，五万余文
字，回顾三十年纸上荣光，再
现了平湖三十年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记录了平湖人民美好
生活的幸福轨迹。透过淡淡
的墨香，我们从中听见了怎样
的回响？又该如何砥砺前
行？答案就在字里行间。

这是一次回首与传承。
作为市委机关报，我们一路从
《平湖经济报》《平湖报》再到
《嘉兴日报·平湖版》，从周报、
周二报、周三报再到周五报，
从一“纸”风行再到全媒齐发，
这是平湖报业的发展史，也是
平湖新闻宣传事业的重要“版
图”。站在三十年的节点，我
们深情回望，看见了一张报纸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担当与
分量，更看到了传统纸媒求
新、求变、求实的勇敢实践与
铿锵脚步。看清来路，才能走
好前路。新闻人兢兢业业、笔
耕不辍的热情和激情我们记
下，新闻事业记录时代、凝心
聚力、推动发展的使命我们接

下。老报纸虽已泛黄，但是时
代的歌声正嘹亮，我们的青
春，更是正好！

这是一次对话与思考。
这是我们的故事，也是时代的
记忆。这一次，我们不仅是在
寻找办报的故事，更是在探寻
平湖攀高向强的发展轨迹。
纵览三十年三十篇稿件，我们
精心策划、精雕细琢，每一篇
都带你重回新闻原点，穿越到
那一年极具时代意义的新闻
事件现场，感受平湖创新前行
的胆识和气魄。从引进第一
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到开启
平湖商贸综合体建设，从管道
天然气通到居民家中到将社
区“一站式”服务送到居民身
边，每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
每一个民生幸福的温情瞬间，
我们都一一回访。从最初的
起点再出发，以文字的力量，
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让行动和
思想碰撞，在发展的纵深中感
受时代变迁，以新闻的鲜活度
激发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再话
平湖美好的蓝图和明天，莫不
是“回响”的意义所在？

这是一次检阅与磨砺。
如何让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更出彩，

写下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本报讯 昨天上午，全市
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动员部署
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周
军波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
劳动者工资支付重要指示精
神，以及省、嘉兴市治理欠薪
工作会议精神，以更严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更强的担当，
全力以赴抓好治理欠薪工作，
有力维护我市社会和谐稳
定。市领导戴振、陈之超出席
会议。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
市欠薪工作治理情况，专题部
署年底治理欠薪相关工作。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
济形势，全市各职能部门、各
镇街道协同推进欠薪治理各
项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全年未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
欠薪案件，劳动关系领域总体
平稳，安薪指数连续两个季度
排名嘉兴第一。

就进一步做好岁末年初
欠薪整治工作，周军波指出，
要深化认识抓欠薪。工资是
广大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重要物质基础，前期中央
和省里已经为我们做好根治
欠薪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答好这道必答题十分紧
迫、刻不容缓、义不容辞。要

明确目标抓欠薪。实现“在建
工程项目‘六项制度’覆盖率、

‘无欠薪’知晓率、拖欠工资行
为查处率”三个 100%的总目
标，做到确保劳动者按时足额
领取工资，确保不发生因欠薪
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确保杜
绝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拖欠
工程款导致欠薪问题发生。
要全面排查抓欠薪。在全市
层面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按
照欠薪案件不同类型实施综
合研判、分类管理、精准处置，
实现发现一起、整改一起、销
号一起。

周军波强调，要突出重点
抓欠薪。紧盯工程建设和制
造业两大重点领域，进行重点
排摸、预警，确保风险管控到
位；抓好重点项目，建立重点
项目工作清单，对于存在违法
行为的严格督促整改，确保问
题销号到位；抓好重点存量，
继续推进基层劳动纠纷综合
治理，提高欠薪纠纷的实质化
解率。要压实责任抓欠薪。
落实好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
企业责任，从源头上化解欠薪
问题。要强化打击抓欠薪。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条例
要求，对各类违法行为予以坚
决打击。要普法宣传抓欠
薪。各职能部门、各镇街道要
结合日常工作，采取多种方
式、多维度地宣传根治欠薪各
项制度，在全社会形成防范化
解欠薪的工作合力。

全力以赴当好
劳动者“护薪人”

我市部署治理欠薪冬季行动

■记者 李雨婷

本报讯 灰色的桥墩立柱换上新
衣，应急救援、安全出行主题彩绘点缀
其间；裸露的地坪地面青绿成妆，地被
植物、常见花木相映成趣……行至林
埭镇徐家埭村金海洋大道黄姑塘大桥
南堍桥下，这里的桥下空间焕然一新、
别有洞天。一个砖红色的崭新建筑格
外引人注目，这便是由市交投集团倾
力打造的平湖市应急救援（户外）基地
桥下空间部分。

作为浙江省首个集救援体验、培
训教育、应急演练于一体的综合性户
外培训基地，交投集团始终坚持高标
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品质运营。“目
前应急基地桥下空间区域已于今年 7
月底完成建设，秉承‘建成一批、启用

一批’的工作思路，该区域将于12月1
日对外开放。”市交投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沈华元介绍说，该区域包含
应急安全体验中心、应急安全培训中
心、桥下停车场等，将在安全知识普
及、应急救援体验、急救培训教育等方
面，为市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应急安全体验中心作为基地内兼
具“沉浸式、互动感、实用性”的场馆，
主要分为交通安全体验、消防安全体
验、工地安全体验、安全教学体验四个
不同主题体验区块。在这里，不仅可
以实景模拟体验驾驶盲区、真实感受
交通撞击，现场学习灭火器使用、心肺
复苏急救技能，还可以交互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比拼、消防救援VR体验、防
御自然灾害体验等。“场馆里涵盖的安
全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既能聆听精彩

讲解，还能实操体验，沉浸式的教学方
式，让学习安全教育知识变得更有趣
了。”日前，平湖市职业中专新疆班学
生在应急安全体验中心参观学习时发
出这样的感叹。

平湖市应急救援（户外）基地既是
满足群众安全知识普及、专业队伍应
急救援特训需求的一个重要平台，也
是交投集团向市场化转型的一次全新
探索。集团在运营上秉承“社会效益
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理念，多点发力，
一方面与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工
匠培训公司达成委托运营合作，依托
其优秀师资，选派专业项目团队入驻
基地，在场馆内容讲解、心肺复苏教
学、菜单化培训课程定制方面，提供专
业化、精细化服务；另一方面，主动对
接市应急管理局、教育局等部门，积极

谋划承接全市重点群体安全知识普及
和应急救援能力提升项目。此次开放
的桥下空间区域适宜全市专业应急救
援队伍、企业应急管理人员、工程项目
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适宜职工、学
生、市民群体开展应急自救、互救技能
提升活动，有利于“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的安全理念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应急基地已开通预
约电话0573-85168120，市民群众可通
过进入“平湖交投”微信公众号了解预
约时间等具体事项。眼下，应急基地
水域救援中心进入扫尾阶段，应急物
资储备库进入供地程序，未来还规划
建设高空绳索救援、有限空间破拆、航
空（无人机）救援等项目，将为公众打
造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综合性户外
应急救援培训场所。

平湖交投打造全省首个综合性户外应急救援基地
12月1日对外开放

■记者 纪晓岚 通讯员 顾永忠

昨天，在明湖科创文化园项目现场，几台吊机正在忙着主体钢结构吊装。据悉，该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及地下停车场等，截至目前，项目主楼钢结构部分已完成55%，建成后将进
一步推动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摄影 王 强

“项”前冲
本报讯 搭建交流平台，

共话未来发展。昨天下午，
2024浙江·平湖（上海）生命健
康产业专场推介会在上海举
行，与客商一道见证平湖生命
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壮丽图
景。市领导王建坤、管立松参
加推介会。

推介会现场观看了平湖投
资环境宣传片，平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仓镇和独山港经济
开发区作投资环境推介，现场
气氛热烈。“通过这次推介活
动，让我们认识到了更多行业
内的合作伙伴，给予了我们更
多发展启发。”参加此次推介会
的美藻生物CEO、运营负责人
王建说。美藻生物科技（嘉兴）
有限公司是平湖在融入长三角
的过程中从上海引进的人才项
目，通过这次推介会，企业更深
入了解了平湖，将加快投资平
湖进度，希望能与平湖一起携

手成长，共同发展。
生命健康产业涉及领域

广泛、产业规模庞大、发展潜
力巨大，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市
加快打造“3+3+3”现代产业体
系，将生命健康产业作为未来
产业重点发展。目前，平湖共
有相关企业 117家，其中规上
企业36家。

一场专场推介，就是一次
发展机遇。近年来，平湖市始
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紧紧跟
随时代发展的脉搏，坚定不移
地践行接轨上海的“首位战
略”，全力投入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璀璨“金南翼”的建设之
中，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创
新、包容的发展高地。今年以
来，我市已在上海、深圳举办3
场推介活动。下个月，还将在
上海举行专场推介，进一步向
外宣传平湖发展优势，让更多
企业认识平湖、了解平湖，扩
大彼此的合作与交流。

扩大合作与交流
平湖赴上海专场推介生命健康产业

■记者 林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