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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翠 汪峰
立 通讯员 徐振宇 王佳敏）近
日，浙西南装机规模最大抽水蓄
能电站——国网新源浙江缙云
抽水蓄能电站 3 号机组顺利投
产发电。至此，该电站投产机组
数量已达半数，投产装机容量达
90万千瓦。

作为丽水首个单体百亿级
投资项目，缙云抽水蓄能电站是
国家能源局“十三五”规划重点
建设项目和浙江省重点工程项
目，也是丽水打造“华东绿色能
源基地”示范项目。

该电站位于缙云县大洋镇
和方溪乡境内，于 2017 年 12 月
开工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180万
千瓦，安装 6台单机容量 30万千
瓦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电动机
组，设计年发电量 18亿千瓦时、
年抽水电量 24 亿千瓦时，以两
回 500 千 伏 出 线 接 入 华 东 电
网。根据测算，电站全面投产
后，每年可节约标煤 23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46万吨。

华东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

速领先、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
一，电力消费持续保持高位运
行。国网新源浙江缙云抽水蓄
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缙
云抽水蓄能电站可以发挥华东
电网“稳定器”和“调节器”功能，
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区域
电力协同调度等方面，为电网安
全稳定、能源转型升级提供有力
支撑。

眼下，缙云抽水蓄能电站的
4 号机组正在进行整组调试，5
号、6 号机组的安装工作有序进
行，计划于今年内实现全面投产
发电。

该电站作为区域能源建设
的重点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有
效增强区域电力保供能力，同
时也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引擎。据测算，电站全面
运行后每年可新增地方财政税
费约 2 亿元，有力促进区域旅
游、科普教育等多元业态发展，
培 育 区 域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新 优
势，进一步助推“双碳”目标实
现。

浙江缙云抽水蓄能电站
3号机组投产发电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叶春笼 余自强 王晓蕾）4 月
26 日，2025 年“骑迹千峡·问道伯
温”环湖自行车赛在青田县北山镇
张坪村鸣枪开赛，吸引了全国各地
近 500名骑行爱好者参与。

当日 9 时 35 分，随着鸣笛声
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过起点，
在赛道上飞奔骑行。

“我们一路骑行过来，没想到
青田有这么美的湖。”来自温州苍
南的陈先生第一次来青田参加自
行车赛，他这次带着朋友一起参

赛，当谈起参赛体验，给他印象最
深的便是沿途的风景，以及主办方
的周到服务和沿途村民的热情好
客。

来自上海的金先生，是第二次
参加青田的自行车赛。他说，千峡
湖的山地条件适宜，风景优美，是
一处骑行的绝佳之地。平时他也
经常向朋友推荐青田，邀请朋友来
青田游玩和骑行。“这么好的骑行
胜地，我们今后肯定还会继续来青
田的。”他表示。

据了解，此次环湖自行车赛是

青田举办的第三届骑行类娱乐竞
赛活动。比赛共设置 2条路线，其
中骑行路线全程 93 公里，从张坪
村出发，经过北山大桥、石赤岭，最
终抵达万阜乡，随后经过石柱码
头、黄岭头码头，回到张坪村；竞赛
路线全程 36公里，从张坪村出发，
经过北山大桥、石赤岭，最终抵达
万阜乡。

相比往届比赛，今年的竞赛
赛 道 在 去 年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提
升，对原有的路基进行拓宽，增设
了安全防护栏与观景平台，并首

次引入“骑迹千峡”标识导视系
统，同时做了骑行墙绘的氛围布
置，深度挖掘千峡湖挂壁、峡湾、
湖景等自然景观资源，融入刘伯
温相关历史元素，选手们在骑行
期间既可挑战陡坡，又能品味人
文韵味。

赛事还延续了“轮渡+骑行”的
特色模式，今年新增一艘接驳轮渡，
接驳频次提升至 40分钟一班。选
手们在 5公里的轮渡行程中可饱览
千峡湖的峡湾奇景，享受“湖上穿
行、山水入画”的独特体验。

2025年“骑迹千峡·问道伯温”环湖自行车赛在青田举行

一路“骑”进湖光山色

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叶春笼 余自强 摄 本报讯（记者 管丽芬 通讯
员 刘婷 叶鹏）近日，在景宁标
溪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银发
工坊”里，10 余位老人围坐在一
起，熟练地穿绳制作手工艺品。
这一场景，是标溪乡探索“养老+
增收”新路径的生动写照。

据了解，标溪乡以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为试点，创新推出“来
料加工+银发工坊”模式，通过对
接本地来料加工点，将组装饰
品、包装配件等低技术含量的手
工活引入养老服务中心，让老人
实现“坐着板凳挣钱、守着家门
养老”。

为确保老人就业顺利，标溪
乡工作人员精心筛选安全操作简
单的加工项目，采用“原料直供+
成品回收”运作模式，实行弹性工
作机制：老人可自主选择是否参
与，根据身体状况灵活安排工作
量。岗前还提供“手把手”技能培
训，优先分配粘贴、编织等轻松工
序，确保老人可轻松上手。

这一“养老+增收”的创新模
式，将为参与老人每月增收约900
元，既缓解了加工企业的用工压
力，又为养老中心注入活力，形成

“企业降成本、老人得实惠、养老
增动能”三方共赢格局。

景宁标溪“银发工坊”助增收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孟令启）近日，“就在浙丽·想
创就创”共富服务社中广未来城
站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丽水经
开区首个商圈“一站式”就业创
业服务阵地正式落地运营。当
天，现场同步开展了商户合规经
营培训和公共法律服务推介活
动，吸引 120 余家商户代表参
加。

作为丽水经开区重点打造的
商业综合体，未来城商圈日均客
流量超万人次，入驻商户 200余
家 ，其 中 初 创 企 业 占 比 超 过
40%。凭借其资源集聚优势，该共
富服务社站点融合“大企帮小店”
行动，以“嵌入式”服务模式，集政

务、法律、金融、培训等多功能于
一体，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精准的
创业服务体系。

据介绍，该站点还创新推
出“五大助创服务”，在就业招
聘方面，设立“共富招聘角”，实
时发布岗位信息与用工需求；
在金融支持方面，携手商业银
行推出“巾帼共创”助跑计划，
提 供 公 益 性 创 业 项 目 贷 款 支
持；在场地支持方面，对各类特
色项目提供入驻扶持；在技能
培训方面，面向咖啡、美甲、烘
焙等热门行业，开设实操课程；
在项目指引方面，结合商圈资
源发布创业机会清单，为初创
人群提供参考路径。

未来城共富服务社站点启用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
员 李德洋）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蓬勃发展的当下，充电桩作为关
键设施，其计量准确性关乎广大
市民的切身利益。市质检院积
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计量检定工
作，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今年
以来，全市已累计完成 429台充
电桩的检定，合格率达 100%。

计量检定，技术标准是关
键。市质检院紧跟新能源汽车充
电计量领域的发展步伐，不断提
升检定能力和服务质量，建立了
非车载充电机检定装置、电动汽
车交流充电桩检定装置两项计量
标准，做到新增充电桩检定动态
清零，存量充电桩检定有序推进，
优先对充电量大、交易频繁的充
电桩进行重点检定，例如高速服
务区、加油站等充电密集场所。

同时，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市质检院通过“线上+线下”
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以科普视
频、社区讲座等形式，向公众讲
解充电桩的工作原理和识别充
电桩安全性的实用技巧等。例

如，检定合格的充电桩粘贴绿色
合格标签，检定不合格的则粘贴
红色禁用标签。让“专业术语”
变“百姓常识”。

“通俗地说，充电桩就像汽
车充电的‘智能电表’，它能精
准记录电动汽车充入的电量。
我们会在充电桩投入运营前进
行首次检定，充电桩的检定合
格有效期为 3年，在有效期届满
前会安排检定，确保显示的度
数真实可靠，让消费者充得放
心、付得明白。”市质检院充电
桩检定工作人员说。

为加强技术支撑，市质检院
将重点推进充电桩强制检定技
术与防作弊技术研究，全面提升
计量检测水平，确保充电桩计量
数据精准可靠。同时，发布丽水
市地方标准《诚信计量管理规
范》，推行诚信计量公开承诺制
度，促进产业规范发展，组建专
家团队为企业提供专业化计量
指导，以更严标准守护市民“安
心充”、赋能绿色出行“高效化”
发展。

429台充电桩
检定合格率达100%

计量监管护航“绿色出行”

（上接第一版）
与此同时，丽水还举办首届浙西

南革命老区发展论坛，以革命精神化
育城市精神气质，为城市发展搭建引
智创新的重要平台。论坛期间，380
多位丽水籍精英和关心支持丽水发
展的各界人士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成功签约7个重大产业项目和一系列
战略合作协议。

遵循文化脉络，激活一城烟火。
深入推进处州文明溯源工程，瓯江流
域考古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重大进
展。云和显圣湾遗址、庆元小熊山考
古发掘项目斩获 2024 年浙江省“十
大”考古重大发现。云和近年来的考
古发现将瓯江文明拉伸至 8000多年
前的跨湖桥文化时期，形成了从跨湖
桥到好川再到夏商周的完整历史轴线。

非遗资源在创新融合中实力“出
圈”。丽水发布了《“世遗之窗”文化
标识工程规划》，加快打造莲都古堰
艺术之窗、龙泉青瓷文创之窗等文化
新地标。庆元“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
技艺”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龙
泉青瓷文化、缙云黄帝文化入选现象
级省域文化标识建设项目。在埃及
开罗举办的联合国第十二届世界城
市论坛上，松阳向世界讲述古村落保
护的创新实践模式，拯救老屋带动乡
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被国家发展改革
委推广。

文艺原创精品展现文化繁荣新气
象。丽水持续实施文艺原创力提升计
划，培育莲都油画、龙泉陶艺、青田国
画、云和儿童文学、庆元村晚、缙云书
法、遂昌音乐、松阳戏剧、景宁网络文
学等“一县一品”特色艺术门类，形成
百花齐放、万枝吐绿的生动局面。

动画片《青田小田鱼》获得韩国
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特别奖，交响乐

《金声丽水》在省人民大会堂倾情上
演，《老妈有喜》《他从火光中走来》等
多部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云上的云》引发广泛关注。
这一年，丽水荣获中国民间文艺

最高奖“山花奖”、中国摄影最高奖
“金像奖”和“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等系列奖项，折射出丽产文艺精品的
创作实力。

文化赋能，提升城市品质

文化消费既创造经济价值，更充
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在高质量发展
道路上，人文经济为城市新经济发展
注入更多的温情和力量。

以文兴业，激活人文经济新引
擎。这一年，丽水着力提升文化产业
平台能级，建成缙云文化用品创意
园、景宁幼教装备产业园，出台历史
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加快剑瓷、木玩、石雕、文体用品、
数字影像五大文化产业发展。一年

来，全市新增 1家省级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2个省级文创街区、2家省级重
点文化企业、5家省级成长型文化企
业，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同
比增长13.6%。

“丽水山风”作为我市创新培育
的区域公共文创品牌，“山风优选”产
品频频亮相深圳文博会、长三角文博
会，吸引全国各地文创爱好者的目
光，累计实现营收超1300万元。

在龙泉市的窑望青创园里，年轻
的创业者们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
在“龙青回归”“龙漂涌入”工程推动
下，手工艺人不断推出具有现代设计
美学的时尚新品，让龙泉剑瓷产业焕
新发展。

文旅融合，绘就“诗和远方”新画
卷。这一年，丽水召开全市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会议，加快建设现代文旅
产业体系。云和梯田成为全市第二
个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缙云仙都、莲
都古堰画乡等4个景区入选全省千万
级核心大景区培育名单和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推荐名单。龙泉市溪头村
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
村”，“不灭窑火”获评长三角人文经
济典型案例，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文旅 IP。

当下，跟着电影、微短剧等去旅
行，成为年轻人的出游新选择。丽水
敏锐捕捉爆款作品的“流量红利”，让
一众网红景点走进大众视野。《黑神
话·悟空》带火了景宁时思寺；仙侠剧

《与凤行》让缙云仙都行云小院成了
剧迷打卡点；作为《庆余年》的取景
地，仙都多次登上微博热搜……独特
的山水人文底蕴和“天然影棚”的资
源优势，正源源不断地吸引游客前往
丽水畅游。

这一年，刘祠堂背重新开街。作
为丽水城区唯一留存的一条明清古
街，刘祠堂背如同一本雕刻时光的典
籍，五百年的商肆烟火凝结在青砖黛
瓦、古楼旧巷中，镌刻着丽水人珍贵
的城市记忆。丽水以绣花功夫实施
活化更新，在“不大拆大建”的原则下
修旧如旧，既最大限度保留古街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又悄然植入智慧导览
系统、无障碍设施等，让游客透过漫
游品读千年处州府的历史文化。

一个个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正在
重塑城市的文化品质，变“流量”为“留
量”，从“网红”到“长红”。2024年，丽
水共接待过夜游客1899万人次，全域
旅游综合收入增长6.9%，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精神富有，点亮共富底色

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是
群众所望所盼，也是创建全国革命老
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必答题。

文化地标让城市亮起来。这一

年，丽水推动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
合，建成国际会展中心、摄影文化中
心、古堰画乡艺术中心等文化设施。

建筑形态犹如廊桥的丽水国际
会展中心，是浙西南首家综合型会展
场馆，与浙西南科创产业园、南城运
动综合体等相互呼应，为丽水发力会
展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坐落在万
象山脚的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形如一
台拍摄城市风景的相机，标志着“国
际摄影名城”建设迈入了新阶段。顺
利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丽水市博
物馆，通过沉浸式剧场与非遗夜游，
让文物在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海
德黑胶音乐收藏馆让黑胶音乐的魅
力走进大众视野。

文明新风让城乡美起来。这一
年，丽水以推进全域美丽大花园品质
提升专项行动为抓手，大力实施“精
神家园”夯基提效和全域文明提升工
程。通过“拆围透绿”还景于民、“厕
所暖心”让群众暖手更暖心。一件件
文明实事、一个个“文明微阵地”将文
明和谐的种子悄然植入群众心田。

最美的风景是文明丽水人。这
一年，丽水广泛开展“浙丽新风”文明
新实践，“礼让斑马线”成为流动风景
线，“公筷行动”培育餐桌新风尚，3人
获评“中国好人”、8 人获评“浙江好
人”、1人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超百万人次参与文明实践和志愿服
务。

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
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这一年，丽
水深入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182名
特派员扎根乡村，保护传承乡土文
脉，弘扬乡风文明。

在松阳县松庄村，文化特派员打
造的山民剧场与编织美术馆项目，将
村民的手绘作品融入农特产品的包
装设计，让村民成为艺术赋能乡村振
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今，丽水形
成了 13个文化特派员发展联盟、182
个特色文化项目，创成20个省级人文
乡村，打通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的“最后一公里”。全市所有行政村
均完成村规民约修订，农村操办红白
事费用减少近 30%。“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的实践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从“盆景”变为“风景”。

媒体融合，记录城市精彩

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再稀缺，缺
的是老百姓喜爱的精品内容。

以受众思维让城市叙事深入人
心。这一年，丽水主流媒体坚持内容
为王，深入开展“政治三力”提升行
动，推出一大批见人见事见精神的新
闻报道。

全市新闻战线聚焦习近平总书
记给景宁各族干部群众回信、新中国
成立 75周年、“奋斗实干、担当争先”

效能建设等重大主题，开设“奋进强
国路 阔步新征程”等专栏，组织“追
寻”全媒体新闻行动，推出《感恩奋
进 踔厉笃行》等特别报道。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景宁各族干
部群众回信重大主题报道中，市县两
级媒体记者深入梧桐、大均、澄照等
基层乡镇，采写以茶富民、基本公共
服务一体化改革等鲜活案例，多角度
展示景宁建县40周年的沧桑巨变，全
网阅读量突破 1亿人次；在庆元防汛
救灾中，推出《49个村民的“守村记”》

《暴雨中的坚强柱石》等极具画面感
的现场报道，用一组组图片、一个个
视频，再现党员干部和群众抢险救灾
的身影。

以开放思维让丽水故事传扬四
海。这一年，丽水成立了国际传播中
心，统筹实施侨连四海提升工程、特色
文化擦亮工程等国际传播六大工程，
精心组织中央媒体“文化中国行”“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丽
水灵山未来社区、特殊教育学校变迁、
云和木玩产业等帖文被外交部向世界
推介。一年来，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共
刊发报道 1.5万余篇（条），其中《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
大央媒刊播1500多篇（条）。

这一年，丽水还举办了一系列文
化交流活动。2024FIAP世界摄影人
大会共有来自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56名摄影师报名参展，展出摄影作
品 10087幅。摄影师报名人数、作品
数量均创新高。“侨乡中国年”活动累
计邀请 30余个国家、580余名外国友
人、华侨华人体验传统节日文化，各
类报道浏览量超3000万人次。

以改革思维让主流媒体应势求
变。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坚持移动
优先，构建以“源新闻”为龙头的全媒
体传播矩阵，深入推进“大部室制”改
革，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中
心先后策划推出《今日观察》《深读丽
水》《源视界》等一批重点栏目，改版
提升《丽水日报》《老白谈天》《秀山丽
水·每日一图》等经典栏目，全媒体粉
丝数达1060万，累计推出点击量上亿
的爆款作品 13 个，千万级作品 168
个，充分发挥了新闻工作主力军主渠
道主阵地的作用。

山崇岭秀，凝为风骨。河长水
悠，化成人文。今天的丽水，一幅山
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绚丽画卷正在
徐徐铺展。

2025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提出 20周年，也是丽水撤地
设市 25周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将紧紧围绕“迈好三大步、实现三
个新”奋斗目标，更好担负起新时代
的文化使命，高水平建设山水文化名
城，为实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
任务”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勇担文化使命 奏响奋进强音
为开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汇聚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