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6 人民政协 2024年9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伍 慧

唱好杭甬“双城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杭州、宁

波两地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杭甬在错位发展中各展所

长，在协同发展中湖海和鸣。

2022年9月，杭州、宁波两市政协签署《杭州、宁波

两市政协合力唱好“双城记”工作备忘录》，建立健全双

方工作层面常态化联络机制。两市政协聚焦“双城记”

中的重大问题、重点工作和民生关切，定期轮流举办协

商交流会，引导两地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建言献策、交

流互动，为唱好“双城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探索新举措，汇聚新合力。8 月 12 日至 13 日，2024

年合力唱好杭甬“双城记”政协协商交流活动在杭州举

行，协商交流会还邀请了绍兴市政协参加。两地政协相

关专委会、政协委员和相关专家围绕“携手推进杭甬种

业更高质量发展”“协同建设现代纺织与时尚服装世界级

产业集群”“共同推动杭甬城际列车便捷便民”“持续深

化浙东运河文旅资源发掘利用和融合发展”4个课题开展

协商交流。

共同实施科技创新是杭甬唱好“双城记”的
九大专项行动之一。作为农业生产的源头，被称
作“农业芯片”的种子是走稳走好农业现代化道
路的基石。政协委员和智库专家一致认为，加强
杭甬两地种业合作前景广阔。

“杭甬都将发展现代种业作为加速乡村全面
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可以说发展目
标趋同、发展进程同步、发展优势互补。”代表
宁波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发言的李千火委员
认为，目前，杭甬种业合作逐步进入深水区，但
也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竞争大于合作。杭州育种创新机构较
多，育种方向更加全面。宁波在水稻、西甜瓜、
青菜、草莓、芥菜等品种上具有较强的育种实
力，杭州在上述领域同样实力不俗，两城竞争明
显。二是失衡大于均衡。杭州拥有之江实验室、
湘湖实验室、浙江大学等大院大所，而宁波育种
创新大多处于经验育种阶段，非常渴望得到前沿
育种创新平台和人才的支撑，但杭州先进实验室

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李千火委员说，“三是分化大
于融合。杭甬两地种业企业都存在多、小、散等状
况，在水稻、瓜菜等种业领域同质竞争明显。”

李千火委员建议，杭甬两地联合实施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行动、种业科技创新攻关行动、种业
企业培育行动、良种推广能力提升行动、种业人
才队伍培育行动、种业发展保障行动，进一步提
升两地种业的竞争力。

“种业太重要了，希望杭甬在水果种业上也
要加强合作。”市政协委员王立如建议，杭甬要
加强科研合作，推进优新品种示范和推广，进一
步助推水果甜蜜事业的发展。

一个好的茶树品种能成就一个茶品牌，茶树
良种是茶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政协委员林伟平建
议，以茶树种业创新为驱动，打造“杭为茶都、
甬为茶港”茶产业发展两翼。

对茶产业有着深厚感情的林伟平委员对杭甬
两地的茶产业发展历史如数家珍。“‘茶为国
饮，杭为茶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奠定了杭州在茶行业的领导地位。而宁波自唐以
来，就是我国茶文化和茶产品最主要的输出港，
被专家确认为‘海上茶路启航地’，‘海上茶路、
甬为茶港’也是社会共识。”林伟平委员认为。

林伟平委员建议，进一步扩大龙井茶产区，
让宁波等更多区域分享龙井茶品牌发展的成果。
同时，加强两地茶树育种的合作，在宁波福泉山
茶场共建浙东茶树良种繁育试验场。

浙东白鹅作为优良地方品种，是助力低收入
群体增收的好品种。市政协委员陈淑芳长期在一
线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她立足浙东白鹅产业优
势，发挥政协委员“智囊”作用，以“鹅”为
媒，有效带动了省内外 3000 余农户增收致富。

陈淑芳委员在工作中深刻感受到，浙东白鹅
产业发展空间较大，但也面临问题，主要是科研
支撑持续创新的动力不足，而这正是杭州的长
处。陈淑芳委员建议，加大杭甬两地畜禽种业科
技合作力度，不断推动浙东白鹅乃至宁波畜禽种
业高质量发展。

“希望在宁波建立浙东白鹅孵化基地，建设
世界鹅品种基因库和展示园，深化省农科院、省
内外高校科研合作，同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陈淑芳委员建议，“希望省里及杭州的科研院所
能够在推动选育及建立浙东白鹅快速生长父系品
系方面给予支持。”

携手推进杭甬种业更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我国时尚产业加快
发展，正由时尚大国向时尚强国加速迈进。以纺
织服装产业为例，尽管在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尚
有差距，但我国在产品、材料、工艺、设计、装
备、研发、人才、产业生态圈等方面整体提升、
局部领跑，“中国风格”的时尚产业正步履坚定
地走向世界。

杭州是著名的“女装之都”，宁波享有“中
国男装之都”美誉，而绍兴是“国际纺都”，杭
绍甬在纺织与时尚服装产业发展方面各具特色。
在协商会上，杭绍甬协同建设纺织服装世界级产
业集群成为委员和专家的共识。

“力争将杭绍甬现代纺织与时尚服装世界级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成 为 我 国 ‘ 时 尚 强 国 ’ 的 主 阵
地。”代表宁波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发言的陈利珍
委员建议，以全产业链联动实现品牌升级为引
领，牢牢把握建设规模体量庞大、产业链齐备、
科技创新活跃、龙头企业集聚、产业生态一流、

区域高度协同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目标，聚焦高端
化、国际化、品牌化、生态化、数字化、绿色化

“六化”协同主线，大力实施高端面料研发、骨
干企业“出海”、自主品牌培育、产业生态优
化、产业数智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行动，
全力打造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现代时尚产业。

杭州是南宋故都，自古就有“丝绸之府”之
美誉；宁波则是海丝之路“始发港”，纺织贸易
在唐代就已熠熠生辉。市政协委员张亚佩建议深
入挖掘杭甬两地的纺织文化底蕴，把传统与现
代、艺术与科技融合创新，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打造成更具中国味的世界级时尚品牌。

“要把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技术创新、综合造
势等整合起来，进行多维度的阐述与推广。只有这
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杭甬两地悠久的
纺织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让区域特色品牌走向
国际。”张亚佩委员认为，要潜心“起势”，深入挖掘
文化底蕴，讲好品牌故事；要着力“合势”，古衣今

裳珠联璧合，打造品牌体系；要全力“造势”，提升
品牌吸引力，推动品牌出圈。

杭绍甬协同建设现代纺织与时尚服装世界级
产业集群，推动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融合化发展，缺不了强大的高质量人才培养
支撑。

委员和专家在调研中发现，杭绍甬纺织服装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基本形成完整学科专业体
系，创建了 20 余个省级及以上高能级科研创新
平台，在育人和服务区域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但他们也发现，对标建设现代纺织与时尚
服装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目标要求，人才培养与发
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一是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中高端人
才供给体量不足，二是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
的技能人才培养结构有所欠缺，三是支撑世界级
产业集群建设的学科专业引领性作用不强。”市
政协委员郑卫东在调研中发现。

郑卫东委员对杭绍甬三地合作培养纺织服装
人才提出具体建议，“提升学科专业建设质量，
保障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人才供给高地；提升
产教融合发展质量，打造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建
设的创新设计高地；提升三地共建共享水平，打
造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协同合作高地。”

协同建设纺织服装世界级产业集群

2023 年 8 月 1 日，杭甬城际铁路宁波站至杭
州南站开通，凭借“实惠便捷、安全舒适”等优
点及公交化模式，受到市民广泛认可，被称为

“长三角一体化的便民之举，杭甬‘双城记’的
又一有力举措”。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票价实惠，
宁波到余姚 9 元、到绍兴 16 元、到杭州 20 元，
70 周岁以上老人和杭绍甬在校学生还能享受半
价优惠；二是乘车便捷，实行非实名制，且站点
地处市中心，换乘便捷；三是票务形式多元化，
旅客可持绍兴和宁波两地市民卡、公交卡，乘车
码，单程票等直接进闸机乘车；四是乘坐舒适，
选用的城际动车组与高铁动车组相似，车厢宽
敞，座椅舒服且能充电。”代表宁波市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和城建委员会发言的胡增辉委员介绍。
不过，委员和专家在调研中也发现，在杭甬

城际列车运营中，还有不少工作待完善优化。
宁波市政协智库专家姚吉表示，“城市公共

交通+城际列车”的交通模式实现了宁波与杭州
的完美对接，只是每天仅开行 2 对列车，在时刻
表上支持宁波到杭州一日游，不支持杭州到宁波
一日游。“此外，河姆渡、丈亭老街、牟山等运
河主要文旅点没有停靠站，大部分车站也缺少去
景点的接驳公交车，杭甬城际列车支持沿线文旅
资源融合发展的能力尚显不足。”姚吉说。

委员和专家纷纷建议，杭甬城际列车每天加
密开行到 5 对，增加杭州至宁波早发晚归的班
次，在节假日和周末再适当加开班次，以满足群

众在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
委员和专家在调研中还发现，杭甬城际列车

运营一年来，从客流的流向来看，在宁波和杭州
之间往返的旅客，主要是前往两市中心城区的。

“然而，杭甬城际列车并未进入杭州中心城
区，相对于杭州东站、城站来说，杭州南站地铁线
路少，从杭州南站去杭州中心城区，需乘坐 1 小时
左右的地铁，出行便利度尚需提升。”杭州市政协
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委员们建议推进杭甬城际列车进杭州
东站、城站，以吸引更多客流。“杭州东站、城
站接驳条件非常优越，利于集散旅客，有效吸引
旅游、就学、就医等非通勤客流。”

市政协委员潘虹建议，杭甬城际列车进杭州
东站更友好，“杭州东站有地铁 1 号、4 号、6
号、19 号线，其中两条可直达萧山国际机场。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杭甬城际列车进杭州东
站，以更好促进杭甬一体化发展，提高载客量，
实现可持续运营。”

共同推动杭甬城际列车便捷便民

大运河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的水路交通系统。大运河浙东段流经杭州、绍兴、宁波三
个城市，是大运河整体终点、海上丝绸之路南起始端，也
是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和保存最好的运河。

悠悠大运河浙东段，一头连着南宋故都，一头牵着海
丝古港。近年来，通过文化走亲、文旅互动、客源互送，
杭甬两地的文旅合作在多维度深耕。

2021 年起，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和宁波市文广旅游局联
袂推出“同一条运河”杭甬对话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四届。通过这一平台，杭甬两地共谋运河文化发展新篇
章，交流运河保护经验，共享运河文化资源，共同唱响运
河文化新时代的优美旋律。四年来，“同一条运河”文化
品牌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影响力逐年提升，为杭甬两地运
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代表宁波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发言的严辉委
员指出，浙东运河流经不同的城市，由于缺乏顶层设计，
各地在资源发掘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各管一段”

“各自为政”，缺乏全局统筹，存在规划衔接不到位、管理
体制不顺畅、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形成了“只见枝叶
不见全貌”的现状。

她建议，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协作广度，深化浙
东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合作机制；通过有效整合资源、
共同开展研究，建立浙东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城市联盟；通
过拓展应用场景和技术应用，共同推进浙东运河遗产数字
化保护和展示利用；通过在公共服务中实现“共享”、在
合作渠道上不断“开源”，联动推进浙东运河文化惠民共
享。“向云端延伸、向观众靠近，让人气跟着文气、人流
跟着文脉，使全世界都能听到大运河川流不息的声音。”
严辉委员的发言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宁波市政协智库专家张亮认为，千百年来，运河深刻
地影响着甬城的空间格局、景观风貌和民生水利、市井风
情，她是润泽甬上百姓的水脉，更是传承甬城历史的文
脉。研究好、展示好大运河 （宁波段），让古老运河焕发
时代新风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当前，宁波
正在谋划建设河海博物馆，建议采取差异化的展示策略，
与杭州、绍兴的运河博物馆形成错位和补充，凸显出、展
示好海洋性视角下宁波及浙东运河独特的历史和价值特
征。”张亮建议。

“浙东运河流经杭州、绍兴、宁波三个城市，只有打
通城市地域壁垒，整合三地文化、科技、产业、交通、人
才、资源优势，才能让古老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余姚
市政协副主席朱卫东建议，成立市级层面运河城市合作机
制，整合运河资源，畅通合作渠道，整理合作清单，明确
合 作 项 目 ， 切 实 推 动 浙 东 运 河 城 市 间 的 交 流 合 作 。“ 比
如，宁波有河姆渡文化，杭州有良渚文化，二者都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地可以成立河姆渡—
良渚文明合作机制，宁波河海博物馆落户余姚，同河姆渡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项目一起系统、综合谋划考虑，并加
强同杭州良渚遗址公园的互动联系，未来广泛开展遗存保
护、文化研究、旅游精品线路设计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讲
好从‘五千年到八千年’的故事。”

朱卫东还建议，浙东运河沿线保留了大量相关文化遗
迹，包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 20 处，建议成立浙东运河专家组，综合分析运河各段的
地理特征和文化特质，研究各市差异性、突破性发展路
径，推动沿线文物保护、文化研究，为文旅开发提供文化
支撑。

委员和专家发挥优势，在协商会上献计献策，助力写
好城市提升发展能级、释放创造活力大文章，协力唱好杭
甬“双城记”。“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的蓝图，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聚焦体制机制改革、群众关心的问题、高质量发展
等中心大局建务实管用之言，为更多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提
供政协方案，把助力唱好‘双城记’拍成精彩不断的连续
剧。”市政协主席陈龙表示。

持续深化浙东运河
文旅资源开发利用

政协委员和智库专家为“双城记”再谱新篇共商良策

探索新举措 汇聚新合力

记者 何 峰

2024年合力唱好杭甬“双城记”政协协商交流活动在杭州举行。（项烨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