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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丽水撤地设市 25
周年。今天起，丽水市新闻传
媒中心联合丽水市档案馆，开
展“记忆 25 年·档案里的丽水
故事”系列报道，从档案里回
顾丽水发展、回望丽水脚步、
品读丽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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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近
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
（杭州）主场活动上，浙江省公布
了 100 名科技型企业家、100 名
青年科技型企业家名单。其中
来自我市的浙江金马逊智能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
程师林伟明，浙江臻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技术总监胡强
获评 2025年度浙江省科技型企
业家；浙江金马逊智能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研究院副院长
林姚辰获评 2025年度浙江省青
年科技型企业家。

据了解，浙江省科技型企业
家选育工作，旨在选育一批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人才，促进传
统产业升级焕新、新兴产业培育
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引育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形成产学研
用良好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构筑浙江经
济新发展格局。

2024年，浙江在国内首次推
出省级层面的科技型企业家推
荐计划。2025 年的选育工作从
3 月启动，共有 416 名企业家报
名参与遴选。经过评选，最终确
定了 10 名科学企业家、10 名青

年科学企业家，以及 100名科技
型企业家和 100 名青年科技型
企业家，并建立了千人级动态人
才库，为浙江科技创新储备人才
力量。

此次上榜的林伟明、林姚
辰，多年来瞄准技术产业潜心研
发，让浙江金马逊智能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从一个山区县企业，逐
步成为引领航空航天高端管路
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他们
的带领下，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
争力，致力于为我国航空航天、
高铁、核电等国家重大战略领域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胡强则致力于高温燃料电
池技术的研发，是新能源领域
的领军人才。2016 年归国创办
臻泰能源，带领公司研发团队
开发出国际首创、具有 100%知
识产权的 SOC 电池技术及其集
成应用系统，实现了制造工艺
全链条国产化。他研发的集成
应用系统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
断，获第七届全国创新创业大
赛新能源行业总决赛成长组一
等奖。

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名单公布

我市多人上榜

本报记者 谢孔伟 陈春

无运营，不乡村。
运营乡村的路有千万条，找准路

子是第一条。从浙江丽水的“乡村运
营合伙人”到湖北黄冈的“电商达
人”，再到四川绵阳的“产业运营官”，
各地通过引入专业化人才或团队，激
活乡村沉睡资源、重塑振兴动能。

看到乡村运营的火热面，也应看
到不同的侧面。有专家说，就现阶段
而言，乡村运营大多是呈现乡村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禀赋，主打差异感以吸
引城市人群，转化相对简单，对乡村
产业构建、发展思维重塑等具有长远
意义的深层次工程，尚缺少结构性探

索。那么，运营乡村靠谁挑大梁，乡
村振兴靠什么撑起一片天，乡村和城
市怎样握手拥抱？

人才从哪来？

运营乡村，人才是关键。
202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

《关于 2023 年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聘请农村职业经理人，引入懂
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
团队参与乡村运营。

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集中呈
现了对农村职业经理人的个体期待。

着眼于此，人才从哪来？外引内
育，联动提升，是一个方向。

以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创业技
能为核心，丽水自主创建、精心打造

“丽水农三师”乡土人才品牌体系，从
涉农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中选拔人才，加快培育具有新理念、
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新风貌等现

代化特质的“农作师、农匠师、农商
师”。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农村实用
人才近 10 万人，其中经系统培训的

“丽水农三师”近 4万人，已成为全市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领头人。

自“我在浙丽有个村”乡村振兴
共富合伙人活动开展以来，丽水累计
推介村庄 315个、招募合伙人 530名，
落地项目431个、资金10.1亿元，推动
143个村实现社会投资“从无到有”。

外引内育是基础，用好人才是重
点。

2017年，丽水立足山区实际，在
全省率先以乡镇为单位组建“强村公
司”，目前，全市 9县（市、区）和 173个
乡镇（街道）已全覆盖组建县乡两级

“强村公司”。依托乡镇强村公司，丽
水统一流转乡村闲置、零碎的山林田
地和房产资源，推动共富合伙人通过
资源资产资金入股、合伙经营等形式
与村集体开展深度合作。

此外，丽水全面构建“土地流转+

优先雇用+社会保障”“农民入股+保
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村企民”利益
联结模式，鼓励合伙人领建“共富工
坊”、担任强村公司经理人。

着眼推动合伙人“引得进、融得
好”，丽水持续健全完善“乡镇联村驻
村干部+村两委干部+三乡人”的协同
共治机制，引导合伙人依托“廊桥议事
会”“民情地图”“村民说事”等载体，积
极参与乡村治理各环节，推动进一步
提高村民认同感、村庄归属感。

产业怎样强？

运营乡村，产业是动能。
丽水不少乡村，存在要素散、布

局乱、规模小、渠道狭、主体弱等老问
题，同时又面临如何适应新的要素配
置方式、业态发展模式等新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性工程，需要系统性解法。以产业
破题，是一种选择。

（下转第二版）

运营乡村三问
——丽水乡村运营合伙人强村富民观察（下）

本报记者 邓其锋 蓝倞
通讯员 童燕红

说起丽水，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
青山绿水，殊不知，在山水间栖息的
鸟类，为静谧的画卷增添了无限生
机。而丽水人爱鸟救鸟护鸟的故事，
更是在这幅生态画卷上，绣上了人与

生态和谐相处的花朵。
在丽水市档案馆，一份由 939张

照片和 420 个视频组成的珍贵鸟类
影像档案，生动记录了 405种鸟类的
活泼身影。

“我们不仅仅是记录鸟类，更是
见证我们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
之美。”丽水市鸟类生态保护协会秘
书长唐战胜表示。这批档案由协会
23 名会员共同捐赠，囊括了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 14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
类 73种。

“最难拍的是白颈长尾雉。”视
频档案主要捐赠者、协会会长谢伟
回忆道。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颈长
尾雉习性隐秘，胆子奇小，为了一睹

“庐山真面目”，他提前半年在山里
面安置红外线摄影机，了解其习性，
最终选择它经常出没的地点，整整
在山里蹲守了七天七夜，才拍摄到

珍贵的影像资料。
这些影像资料，让人们看到，在

丽水，青山绿水不再只是静态的风
景，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家园，也
激励着更多人共同守护这片山水。

蓝喉蜂虎，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身披蓝、绿、棕、红相间的羽毛，被誉
为从国画里跳跃出的“中国最美小
鸟”。近年来，受环境改变和人为干
扰影响，它们家园遭破坏、数量减
少。2022年 7月，在丽水观鸟人推动
下，市生态环境局与市公安局协调多
家单位，设立繁殖栖息地保护区域、
成立志愿守护队，保证了小鸟依然在
瓯江边飞翔。

彩鹮，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羽毛五
彩斑斓，仿佛紫霞仙子。2023年5月，
一只受伤的彩鹮牵动了市民的心，来
自莲都、云和、庆元等地的群众自发成
为“鸟保姆”，与林业部门配合，在野外

组成保护小队，看护了这只受伤的小
精灵整整49天，直到它康复高飞。

中华秋沙鸭，已连续 11 年到丽
水九龙湿地越冬。为了保护好中华
秋沙鸭在碧湖的栖息地，2023 年 2
月，观鸟爱好者、人大代表、政府各职
能部门通力协作，最终丽水市重点工
程——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专门在绿道设计中改道而行，绕开了
它们栖息地……

万类霜天竞自由。如今，丽水的
鸟类记录档案还在不断丰富，这是丽
水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故事，也是美丽
家园看得见的未来。

【档案资料】

鸟类影像档案是丽水市档案馆
收 藏 的 珍 贵 档 案 ，有 939 张 照 片 、
420 个视频，共记录了丽水 405 种鸟
类的生活，并在不断丰富。

1359份丽水影像档案里的护鸟深情——

鸟鸣声声响山间

本报讯 根据市委关于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市县两
级 22个督导组完成对 49个地方
和单位进驻工作。

进驻见面会上，各督导组组
长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
求，通报督导工作的职责任务、
总体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
教育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
督导工作。

各督导组组长指出，在全党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
重要任务。市委决定派出督导
组开展督导工作，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
求的重要举措，是帮助推动学习
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更好解
决突出问题的有力抓手，相关地
方和单位要切实增强抓好学习
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推动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各督导组组长强调，督导工
作将坚持强化问题导向，突出实

绩实效标准，对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学
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情况加强督
促指导，特别是聚焦违规吃喝、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
益、不担当不作为等四方面突出
问题，针对性做好督导提醒、校
正纠偏工作。坚持同题共答、分
类指导、解剖麻雀、敞开大门，加
强市县联动协同督导，以点上突
破牵引带动学习教育质效整体
提升，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
改有成效、促有实绩。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上来，从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切实扛起学习教育主体责
任。将全力支持配合督导组开展
工作，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推
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全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督导组完成进驻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蒋王杰

桥是跨越阻隔、连接时空的纽
带。在莲都区碧湖新城的建设浪
潮中，总投资约 2.5 亿元的碧湖大
桥改扩建工程正以“百米冲刺”的
姿态，奏响项目建设的激昂乐章。

近日，记者走进施工现场。在
悬浇梁作业面上，焊花飞溅，“滋滋”
作响。一旁的高空区域，斜拉索安

装组的工人们穿梭于复杂的索具之
间，专注地进行着斜拉索安装工作。

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那精密
配合的挂篮推移班组。挂篮作为
悬臂施工的核心设备，其结构复杂
且庞大，每一次的推移都需要班组
人员全神贯注、紧密协作。只见他
们有的手持操作杆，眼睛紧紧盯着
挂篮的移动轨迹，精准地调整着方
向；有的则在一旁时刻关注着各个
部件的运行情况，确保挂篮安全、

平稳地向前推移。
据悉，碧湖大桥设计全长约

780米，设计时速 50千米，定位为城
市主干路，规划建设双向六车道。
这座承载着区域发展希望的大桥，
建成后将有力优化碧湖新城的交
通路网格局。

项目施工负责人周剑宏介绍：
“我们将采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的方式，持续加快施工进度。施工
过程中，严格落实质量安全双管控

机制，全力确保大桥于今年 10月顺
利合龙。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桥面
铺装等配套附属工程建设，确保项
目尽快实现全线通车目标。”

对碧湖人民来说，不久的将来，
全新的碧湖大桥将带来生活的便
利，承载发展的重量，更托举千万个
家庭的向往。当人们踏上桥面，脚
下是连通四方的路，眼中是新城崛
起的景，心中则是对“更美好碧湖”
的笃定与期待。

碧湖大桥冲刺合龙碧湖大桥冲刺合龙

■“记忆25年·档案里的丽水故事”系列报道

■“项目一线看发展”系列报道

近日，由新民晚报社与松阳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老外看松阳·
相约乡村建筑”活动举行。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建筑专家探访松阳
老街及古村落，感受乡村建筑魅力。近年来，松阳坚持“活态保护、有
机发展”理念，吸引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参与建设，打造出众多兼具匠心
与美学的建筑新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记者 贾恒 通讯员 叶梦雨 摄

记者记者 陈炜陈炜 摄摄

新、深、亲

我国海洋经济三大新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