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一条关于征集西施动漫形象设计方
案的抖音迅速在微信“朋友圈”里传播。8月9日，诸暨向
全球动漫设计爱好者发出了邀请，征集西施动漫形象设
计方案。征集发出后一周，得到了60多家国内媒体的极
大关注。征集方案英文版则被美国“CW”“FOX”官网，

“ABC News”等 400 多个境外网站转载，在国内外动漫界
刮起了一阵靓丽的“西施风”。

一位上市动漫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市场上没有成
熟的西施形象。他们打算结合时下青年人最喜欢的动漫
元素，深挖诸暨城市文化内涵，力争设计出能受到市场青
睐的西施形象。

诸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俞燕表示，希望用动漫的流动
创新表达带动西施文化输出，并赋予诸暨西施文化国际
化，走出一条文化助推县域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特色之路。

“近年来，诸暨市委、市政府一直积极推介西施品牌，
注重西施文化内涵提升，充分运用影视、戏曲、文学作品、
微电影等多种形式，加快推出更多高水准、高质量的好作
品、好产品，着力推动加深西施文化的魅力、传播力、渗透
力。”俞燕告诉记者，在当地的努力下，《西施传说》已成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西施断缆》获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奖”；《西施姑娘回故乡》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弹”特色节目。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徐潇青 徐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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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浙江实践
本报讯 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拥抱科创企业,拥有

强大创新能力的杭州企业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宠
儿。7月22日，杭可科技和虹软科技2家杭州企业，
成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这是杭州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的一个缩影。

8 月 16 日，杭州市举行 2019 年上半年科技创新
工作交流座谈会，晒出了上半年科技创新发展运行
的“成绩单”。

数据显示，上半年杭州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941.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5% ；新 产 品 产 值 率

38.5% ；完成技术交易额 123.41 亿元，同比增长
64.5%。此外，全国第一批 15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示范绩效评价中，杭州位列第一。

杭州市科技金融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年
上半年，该项工作进一步得到质升量增，科技金融扶
持的“杭州模式”更加鲜明。杭州市政府上半年新注
入科技金融资本金4.5亿元。截至6月底，杭州市创
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超过1000个，其中杭州本
地项目占 60%以上，5 个项目成长为独角兽企业，32
个项目成长为准独角兽企业，18 个项目上市，15 个
项目被上市公司并购。

同时，杭州市累计为2600多家企业科技担保98
亿元，平均担保费率仅1.17%；为近1300多家企业融
资周转近92亿元，连续6年保持零风险损失，担保和
周转两项业务累计为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6 亿
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

截至今年 6 月份，杭州在科技领域的成果转化
呈现出勃勃生机，引育和转移转化了一批原创科技
成果。记者了解到，上半年，杭州市技术输出 3919
项 54.61 亿元、技术吸纳 3633 项 93.84 亿元，累计技
术合同 5926 项 123.41 亿元，输出额、吸纳额和交易
总额分别同比增长44.43%、95.87%和64.57%。全市
获省科技成果奖 86 项，占全省近三分之一，近半项
目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对数字经济支撑作用明显。

会上，西湖区、拱墅区、萧山区等科技局主要负
责人作了交流发言。从区县市看，各区科技创新工
作成效显著，亮点纷呈。

杭州市科技局局长邵立春表示，科技工作面临
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接下来各区、县市科技局要
沉得下心来，结合自身特色，围绕“互联网+”“生命健
康”“新材料”三大重点产业推进工作。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金乐平
通讯员 姚炳兴 周瑾

杭州晒出上半年科技创新“成绩单”，科技金融成绩亮眼

5个项目成“独角兽”18个项目上市

本报讯 8 月 16 日，舟山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3.0版开始上线试运行。此举实现了所有非涉密投
资项目“统一收件、统一审批、统一出件”，用“数据跑”代
替“企业跑”。全市各县区、各功能区相关审批部门业务
人员培训于当日同步结束。

舟山是浙江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3.0第二
批试点城市。该平台实现了申报项目从立项、规划许
可、施工许可到竣工验收的全流程网上审批、全过程监
管、多部门协同和多层级联动，投资项目申报单位只需
在一个平台申报，改变了以前多个平台多头审批的状
况。

按照上线试运行的时间节点，舟山市建立了由发改
部门牵头，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信息中心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结合全市实际，梳理
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与相对应办理部门，确定了91项投资
项目审批事项，共涉及16个部门，同时完善投资项目审
批事项所涉部门人员的政务服务网账号及权限，并做好
相关的用户权限分配提交工作。 林上军

舟山启用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本报讯 8月16日，宁波舟山港集团与淡水河谷
在舟山岱山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签署谅解备忘录，
进一步深化双方之间的合作。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董事长毛剑
宏与淡水河谷首席执行官柏安铎见证签约。根据合
作谅解备忘录，淡水河谷与宁波舟山港集团将寻求
深化合作、协同增效的机会，向中国客户供应淡水河
谷出产的优质铁矿石产品。双方还将寻求深化在物
流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机会。

毛剑宏对柏安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淡水
河谷长期以来对宁波舟山港铁矿石业务的支持表示
感谢。他表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投产至今虽然
只有短短3年，但铁矿石接卸量增长迅猛，这一切都
离不开淡水河谷等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在淡水河
谷着力推进“接近中国市场”战略的当前，双方拥有

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希望双方以此
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共赢。

据悉，淡水河谷总部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业务
遍布世界五大洲，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金属和矿产品
公司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和球团矿生
产商以及镍金属生产商，同时还生产锰矿石、铁合
金、冶金煤和动力煤、铜、铂族金属、金、银和钴，并在
全球五个国家进行绿地矿产勘探。

柏安铎表示，宁波舟山港先进的码头设施、高效
的作业效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淡水河谷已与
中国建立了长达46年的商业合作，他为建立这一长
期合作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当天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强化了淡水河谷与其在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合作伙伴
之一——宁波舟山港之间的纽带，期待能继续探索
进一步的合作机会与合作途径，确保淡水河谷在中

国的客户能够获得世界上最优质的铁矿石产品。
签约前，柏安铎一行参观了可挂靠全球最大 40

万吨矿船的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以及堆场、控制中
心等地，登上了正在码头作业的 40 万吨矿船“青岛
海”轮，了解了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的作业效率、船
舶航行时间等相关情况，双方还共同在鼠浪湖矿石
中转码头种下了友谊之树。

据了解，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的宁
波舟山港，今年上半年以 55796 万吨的货物吞吐量
继续呈领跑态势。作为宁波舟山港的后起主力码
头，截至今年7月23日，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累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 1.2 亿吨，码头靠泊 40 万吨船舶 83 艘
次，其中 2019 年 28 艘次，今年前七个月达到去年全
年总靠泊艘次。

林上军 周洁玮

全球最大“港”携手全球最大“矿”
1～7月鼠浪湖码头靠泊船舶艘次达到去年全年总次数

诸暨向全球征集
西施动漫形象设计

本报讯 8月21日，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与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跨境零售平台速卖
通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共同开启名为“巨鲸计划”的
跨境电商发展计划，联合推出“杭州跨境电商‘国潮
出海’”项目，计划在杭州地区组织300家优秀的国内
品牌企业到全球速卖通上开店，助其开拓新兴的海
外市场。

据悉，速卖通将进行包括流量倾斜、定向营销
培训等一系列扶持策略，以帮助这些具备稳定的
供应链能力及优质的货源、资金抗风险能力的企
业扬帆出海。杭州综试区在给予这 300 家企业通
关退税外汇便利化支持的同时，还将提供跨境电
商培训、行业交流、人才培养、重点客户闭门会议
等方面的支持，优先提供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
台及 e-BOX 创新服务，给予海外流量推广等支持，

帮助企业提高线上交易能力，培育行业标杆、引领
“国潮出海”。

今年上半年，杭州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428.7
亿元，同比增长 23.7%；其中出口 294.1 亿元，同比增
长19.7%。截至2019年6月，杭州地区商家在速卖通
平台上开店达到4935家，同比增长37.19％。

阿里巴巴速卖通总经理王明强表示，速卖通将
利用现有优势，配合政府，帮助杭州境内的企业实现
在跨境电商领域的突破，扶持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
业品牌出海，国潮出海树立标杆，从而实现杭州跨境
电商的大发展。在现有的速卖通优秀商家评选之
外，速卖通还将携手杭州综试办，从商品能力（对应
交易额）、品牌能力（店铺海外影响力运营）、服务能
力（服务分指标）、运营能力（营销活动表现和综合运
营指标）等维度，评选出十大优秀出海品牌，树立出

海企业标杆。同时，很多品牌出海会遇到品牌发展、
品牌拓展的问题，速卖通也会跟综试区一起，帮助本
地品牌进行商标注册、境外品牌收购，打通链条各个
环节。

为了发现更多人才，给电商企业注入更强劲的
发展动力，速卖通将和杭州综试区合作，共同发起

“扬帆起杭”全球跨境电商创业创新大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或者在华外国留学生以及毕
业五年以内的海归留学生及华侨青年，凡有意参与
的跨境电商行业，均可以参加此次大赛，同时将首批
优选10家跨境电商企业作为在杭外国留学生跨境电
商实训基地。截至2018年底，共有超过49万名来自
于196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青年来华留学，其中浙江
有3.75万名。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王苏宁

杭州启动跨境电商“巨鲸计划”

助推300家品牌开拓新兴海外市场

8月13日，瑞安马蹄笋高效经营技术示范推广
会现场举办了瑞安市首个“马蹄笋王”评选活动。事
实上，这场活动得益于浙江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省马蹄笋团队科技特派员的科技支撑和全方
位实效帮扶。

省亚作所、省马蹄笋团队科技特派员首席专家
王月英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们按照外形、重量以及品
尝口感来打出参赛“选手”的综合分。经过一番称
重、试吃，瑞安市湖岭镇村民郑法弟带来的马蹄笋拔
得头筹。

据悉，马蹄笋又叫绿竹笋，因其形似马蹄，故称
“马蹄笋”，是我国中南亚热带地区优良的笋用竹
种。王月英介绍，温州马蹄笋在我国因生态区位独
特、品质上乘、笋用林高效经营技术研发水平与推广
应用走在前列、科技服务到位而在全国影响力深远，
声名远扬，在浙江可谓独树一帜，是浙南一大标志品
牌、效益林业的特色产业、公认的绿色森林食品。马
屿斡马蹄笋则是马蹄笋中的精品和“一亩山万元钱”
的种植样本。

“马蹄笋种植之后第二年就可以少量出笋，第四
年进入丰产期。”王月英说，在瑞安市马屿镇梅屿绿
竹专业合作社，一位种植户2017至2018两年的亩平
均收入达到1.37万元，这个产业因此成为瑞安市践
行“一亩山万元钱”的种植样本。目前马屿镇马屿斡
村已成为瑞安有名的马蹄笋专业村，周边乡镇农户
纷纷慕名前来取经学习。

瑞安是省亚作所、省马蹄笋团队科技特派员结对
县，自2008年团队入驻以来，以王月英为负责人的省
马蹄笋团队深入调研发现，虽然湖岭镇鹿木社区是马
蹄笋的传统种植区、瑞安马蹄笋之乡，全乡有马蹄笋
面积6000多亩，年均经销马蹄笋300多吨，但合作社
前几年在马蹄笋经营中存在系列问题：如竹林种植年
限较长，退化严重、鲜笋经销保鲜存在安全问题等。
为此，王月英和她的团队多次与合作社沟通，针对竹
林老化效益低的问题，她提出运用高效栽培集成技
术，提升改造低产竹林。在她的带领下，通过建立核
心基地作示范，应用推广马蹄笋专用肥和竹林结构调
整、扒晒等配套技术。同时，培养乡土专家作为技术

二传手，着手共建马蹄笋研发中心、帮助申报并共同
实施科技项目，举办技术培训班等措施，大大提升了
马蹄笋种植者的管理和科技水平。

马蹄笋的效益有了，产量增加了，那么如何保鲜
呢？如果鲜笋用化学方法保鲜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并不是长久之计。为此，王月英和她的团队主动与
相关人员联络并帮助落实部分改造资金，扶持合作
社新建低温冷库一座，改变传统的化学保鲜方法，推
广使用马蹄笋低温冷库保鲜技术，较好地解决了专
业合作社鲜笋收购与保鲜问题。瑞安市陶山镇荆谷
社区也一直是马蹄笋的传统种植区，但因为土地资
源紧缺等原因，马蹄笋种植面积越来越少，多以农户
田边零星种植自食为主。该团队为了提高农户种植
马蹄笋的积极性，在团队特派员项目实施过程中，通
过建立示范基地，培养有兴趣的农户进行种植示范，
以点带面扩大推广。

据悉，陶山镇涂头村一郭姓农户在王月英的建
议和指导下，于2012年开始在田边种植其提供的优
良马蹄笋竹种近1亩。运用其提供的马蹄笋专用肥

和集成技术，2014～2015 年，竹笋年亩均收入达
24798元；2017～2018年，亩均收益达33104元，其中
还不包括自家食用的笋，效益非常显著。而马屿斡
村也通过建立示范基地，实施精品化管理，主推“一
亩山万元钱”模式。经过几年的实施，马屿斡马蹄笋
已成为瑞安知名的优质林产品，种植效益大大增加，
目前合作社马蹄笋种植面积已发展到近2000亩，入
社农户由当初的7户发展到现在的63户，注册获批

“马屿斡”商标并在当地农贸市场设立专门销售区。
由于品质较好，挖笋规范，马蹄笋价格较周边产区笋
价高1～3倍，产品仍供不应求。

王月英和省马蹄笋团队成员始终怀着对农村、
农业、农民的一颗“爱心”，对科技服务工作的一颗

“用心”，用自己专业的技术真心为农民服务。她带
领省马蹄笋团队经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构建了从核
心基地示范到培养科技二传手乡土专家再到科技培
训的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模式，推进新技术、新品种
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为乡村振兴质量兴农提供技
术支撑。 本报记者 徐慧敏

打造“一亩山万元钱”种植样本
团队特派员助力瑞安马蹄笋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企业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规划
体系，如何有效进行科技项目申报？8月20日，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2019～2020 产业创新政策专题
解读在温州浙南产业集聚区举行。据悉，这一堂“政策
课”吸引了温州市 200 多位科技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进场
听课，解读相关政策“红利”。

据悉，活动由浙南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局、浙南产
业集聚区科技局主办，温州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温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家联合会、温州创新方舟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活动旨在结合温州当地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
使温州高潜力、高成长型企业站在更科学的角度，做好
企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规
划体系，为温州市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助力。
活动邀请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区域发展与规
划业务部副主任杨作范作主旨演讲，创新方舟集团祖象
欢作国家项目政策解读等。

此外，还举行了“科技创新运营与成果应用”圆桌论
坛，与会嘉宾们围绕优秀企业如何开展科技创新及成果
运用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徐慧敏

温州经开区
举办产业创新“政策课”

9号台风后，王月英（右）指导村民开展灾后自救

（上接A1版）
四是深化改革抓落实。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科

技管理部门“四个抓”（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
的新要求，按照机构改革后科技部门是宏观管理部门的
新定位，加快职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系统谋
划、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以“科技大脑”为
龙头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努力把创新主体的活力激发出
来，把创新主体的责任挺在前头。

五是谋划长远抓落实。既要认真做好创新资源
“引”和“育”的文章，也要抓紧启动“十四五”科技创新规
划的前期研究。

省科技厅副厅长宋志恒、曹新安、章一文、孟小军及
相关处室负责人分别参加有关片区会议，11个设区市科
技局局长分片区作了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张巧琴 通讯员 李孙达

本报讯 8 月 19 日，以“鲜甜三门”为主题的三门专
场活动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浙江园举行，这是三门县
第二次参展北京世园会。

北京世园会是经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国际展
览局认可的高级别国际性园艺博览会，也是继昆明世园
会、上海世博会之后，我国举办的又一次最高级别专业类
博览会。在这162天时间里，超过100个国家、国际组织
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参展。

此次三门专场活动展为期 3 天，通过展示《鲜甜三
门》《小海鲜》等宣传片、100多个小海鲜台签、书签、宣传
海报和书籍等形式，多方位展示三门县农特产品和文创
宣传品。此外，三门县对口帮扶的四川苍溪县也在三门
专场活动中一同参展。 朱曙光 陈瑛子

三门小海鲜
“游”入北京世园会

告 示

本报2019年8月6日刊发的以湖州汇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名义发布的“公章作废声明”，经
核实与事实不符，决定暂予撤消，待各方核实后将择
期重新公示。特此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