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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0日从浙江省全域“无废

城市”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年全省372家大中型商超、餐饮、电

商平台企业使用的塑料购物袋中，

可降解塑料袋占比约73%，大中型

重点场所已基本扭转不可降解塑

料购物袋占据主流的局面。

为持续推进塑料污染治理，日

前浙江已列出十大重点“治塑”任

务，其中尤为关注电商、外卖等新

兴领域。今年，浙江将聚焦生产企

业、外卖平台、消费者、回收处置企

业等多方主体，按照“绿色供应—

减量消费—集中回收—循环利用”

的思路减少新兴领域白色污染。

生产和回收环节，浙江将开展

电商专项治理，鼓励电商企业通过

产地直采、原装直发、聚单直发等

模式，实现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

比例达到90%；推进可循环快递包

装规模化应用，全省可循环快递箱

（盒）应用规模达160万个，鼓励寄递

企业在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

回收装置。

提升环保意识，联合消费者也

至关重要。浙江将开展外卖餐具

使用减量及回收试点，联合美团、

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企业，选取部分

高校、商圈、写字楼等地开展外卖

塑料制品减量及回收试点，推动外

卖餐具等回收利用。在“浙里办”

开发上线的浙江碳普惠应用中，居

民使用塑料制品替代产品或不使

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已纳入绿色

低碳行为，并给予积分和权益激

励，共同营造绿色低碳社会氛围。

此外，浙江将在江河湖海等塑

料制品泄漏的重点场所发力，以八

大水系干流、县（市、区）母亲河等主

要河流，宁波、温州、舟山和台州等

地海湾为重点，全面开展环境积存

塑料垃圾的清理。去年，台州海洋

塑料治理“蓝色循环”模式创新形成

海洋塑料制手机壳产业链，今年浙

江将推广这类可持续发展模式，加

之清洁海滩行动、“海上环卫”机制

等，到年底全省主要港口和中心渔

港生活垃圾收集率达95%。

可降解塑料袋不再“非主流”

一大早，磐安县双溪乡礼府

村村民陈兰菊将条凳搬到门口，

拿起一根红绳，就着凳子一端固

定的模具，开始编织中国结。“一

个4毛钱，编一天可以赚20多元。”

陈兰菊说。

13年前，陈兰菊突发脑出血，

此后长期吃药、足不出户，视力变

差，手脚也不利索。自从去年加

入“巾帼共富新匠人工坊”，用红

绳编织起家门口就业的梦想，让

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家里的负担。

以产业带动，就近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磐安坚持

以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目

前已规范化建成来料加工、电商

直播、农旅融合、产业赋能、定向

招工、品牌带动等6类53家工坊矩

阵，带动残疾人、农村妇女等近万

名赋闲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2022年平均每人每月增收2500多

元。

走进安文街道花溪村“花溪

客厅”，花生、笋干等农特产品，五

彩缤纷的花样草鞋和草鞋针织挂

件等文创产品，令游客爱不释手。

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及花溪风景区

和花溪村“景村融合”，安文街道打

造了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

“工坊立足花溪本村村民，辐

射带动周边村庄农户，重点面向

低收入群体。”花溪忆舍旅游服务

公司工作人员黄昀天介绍，工坊

鼓励花溪村低收入农户和老人在

家种植瓜果蔬菜等生态农特产

品，由“花溪忆舍”对产品进行质

量把关、统一包销，打造低收入群

体农副产品专属品牌。

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工坊开展“红色代办”，由联系

党员帮助申请微信号，并提供上

门取货、帮助售卖等服务，每月结

算收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

收。2022年，花溪“共富工坊”共

带动农户增收18.06万元，目前已

有5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

直播带货，在山乡磐安也已

不是新鲜事。由各乡镇（街道）主

导建设的13家电商直播“共富工

坊”，面向社会开设电商直播培训

班，打造直播销售、产品展示、打

包发货等一站式服务平台，引导

山区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农户“触

网”增收。如“远航播坊”创造168

个就业岗位，农产品、手工艺品月

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

500余名农户增收。

针对本地企业规模和市场容

量较小、供应链条较短等实际问

题，磐安还将“共富工坊”建设纳

入金华全市“百镇共建强基”行

动、“山海协作”工程等框架协议，

促成全县14个乡镇（街道）与义

乌、东阳和永康等相关镇街产业

对接，城乡要素跨县域流通，农村

闲置劳动力就地消化。

近万名“闲劳力”家门口上岗
磐安打造“共富工坊”矩阵

一段时间以来，杭州被网友调

侃为“美食荒漠”。比如经典名菜

“西湖醋鱼”，就是网友争议最多的

浙菜之一。

如今，西湖醋鱼有了为自己

“正名”的新动作。记者获悉，杭帮

菜名店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换鱼了。

近日，杭州楼外楼餐厅开始供

应一人份西湖醋鱼，并把原材料从

传统的草鱼换成了衢州开化清水

鱼。

中国烹饪协会特邀副会长徐

步荣表示，西湖醋鱼这道菜看似做

法简单，实则非常考验厨师水平。

一定要用1.5斤至1.6斤、“条杆儿好”

的草鱼，为去除土腥味，往往还需

要将它们饿养3天。在调味时用的

醋，一定要用双鱼牌米醋。“这种名

菜，最需要政府统筹管理，对厨师

进行统一指导培训。”徐步荣说。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吴顺初告诉记者，现

在的草鱼大多是人工养殖，土腥味

重，肉质松，就算用同样的传统方

式烹饪也难以达到西湖醋鱼的巅

峰口味。而开化清水鱼的生长环

境干净，只吃天然青草，能极大提

升西湖醋鱼的口感。记者在采访

期间看到，很多餐桌上的西湖醋鱼

都光盘了。看来，换了鱼的西湖醋

鱼，食客们还是颇为认可的。

据了解，最近为了“吃”这件

事，浙江动作频频。除了西湖醋鱼

换鱼，我省还组团到江西、湖南研

究美食推广，举办“味美浙江”浙菜

经典争霸赛等，以期进一步促进餐

饮业发展，拉动消费。

西湖醋鱼，换了“主角”
从传统草鱼变成开化清水鱼

用开化清水鱼烹制的西湖醋鱼用开化清水鱼烹制的西湖醋鱼。。

浙江今年将实现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90%

近日从浙江图书馆获悉，位
于杭州西湖区的浙江图书馆之江
新馆将在近期试开馆并向公众开
放。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总建筑
面积约为8.5万平方米，投入使用
后将成为浙江图书馆主馆，是浙

江省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区域
图书馆网络中心。

据了解，浙江图书馆是国内
创办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
一，从创建至今，浙江图书馆已经
走过了123载春秋，现有杭州孤山

馆区、湖州南浔嘉业藏书楼、杭州
大学路馆区、杭州曙光路馆区。

图为4月10日，从空中俯瞰位
于杭州西湖区的浙江图书馆之江
新馆。

超“百岁”浙江图书馆即将“上新”迎客
为做好亚运村

水 电 燃 气 服 务 保

障，保证赛时用水

和安全用电、用气，

亚运村运行管理中

心于4月8日至10日

进行配电设施全负

荷试验，并于10日

下午进行了供水全

压力测试。

亚运村是杭州

亚运会最大的非竞

赛场馆，将为一万

余名运动员和随队

官员提供住宿、餐

饮等服务。此次测

试工作是对运动员

村、技术官员村和

媒体村三村赛时电

力、供水等设施运

行进行的一次实战

化演练，以此评估

运行团队的基础保

障能力和水平，也

为亚运正赛的顺畅

运行打下基础。

据悉，全负荷

试验是模拟赛时用

电情况，通过核查

各类用电设备在满

负荷工况下的电压、电流及接头温

度，排查过温、低电压等安全隐患，

从而确保电力设备在满负荷运转时

状态良好。

“本次三村联合电力全负荷试

验共涉及12条20千伏线路、15座开

闭所、94座配电房、200台配电变压

器、8726个供电用户。”国网浙江杭

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钱江供

电所所长周锋表示，试验期间，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试验方案开展不

间断巡检，全方位掌握全负荷条件

下设备运行的发热稳定性和安全

性，定时记录供电线路与设备的运

行情况、负载情况和接点温度，重

点对变压器、配电箱、开关柜等进

行排查和监测，分析可能存在的异

常和缺陷情况。

供水全压力测试，则是测试赛

事期间供水系统能否满足客户群

体在高峰期的用水需求。亚运村

运行团队供水保供专员何俊杰介

绍，需要测试最不利点的水压和流

量是否达标，并通过测试对赛时的

供水系统进行清洗消毒。最终测

试结果显示，压力、流量、水质等各

项指标都符合赛事要求。

此外，在杭州中燃城市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及管廊中心的支持下，

亚运村小区管廊也于10日正式通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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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长兴县台基山公园樱花树下，长兴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
正在用手中的画笔绘出春天美景。眼下春暖花开，当地学校通过开设
自然课堂，进一步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绘春天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9日在

上海宣布加码投资，将在沪新建

储能超级工厂。这座布局“未来

赛道”的工厂计划于2023年第三

季度开工，2024年第二季度投产。

当日，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

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据悉，工

厂将规划生产特斯拉超大型商用

储能电池，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

能电池1万台，储能规模近40吉瓦

时（GWh）。

特斯拉公司介绍，新建储能

超级工厂将帮助企业不断丰富能

源整合解决方案，优化全球布局。

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开工，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

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

2019年至今，特斯拉在临港

新片区的投资持续增加，不仅提

升了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还投

建了超级充电桩工厂等。

2022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交付超71万辆电动汽车。这里

已成为特斯拉在全球主要的出口

中心，电动汽车热销亚太、欧洲等

地。

特斯拉的加码投资是全球企

业竞相看好中国的缩影。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1.2

万亿元。今年1至2月，实际使用

外 资 达 268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在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

“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依然

非常富有吸引力。”上海美国商会

会长郑艺说。

特斯拉将在沪
新建储能超级工厂

因桐庐经济开发区规划

调整和企业改造提升需要，桐

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

托浙江中衡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坐落于

桐庐县凤川街道洋洲滩头村

地块的不动产及设备搬迁进

行了评估，产权所有人为桐庐

华中面料复合厂。评估对象

建筑面积1269.71平方米，土地

面积1333.5平方米（2亩），土地

用途为工业。

经评估，不动产及附属物

的价值为314.1761万元，设施

设备搬迁补偿为12.1751万元，

总价值为326.3512万元，现特

向社会公示。在公示期间，若

对以上评估结果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反映至浙江中衡房

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或桐庐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本公示期为三天。

联系人：柯晓梁

地 址：桐庐经济开发区

洋洲南路199号725室

电 话：0571-64217117

浙江中衡房地产土地资
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桐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3年4月12日

关于桐庐华中面料复合厂
不动产及设备搬迁评估结果的公示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

看潮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

新燕啄春泥”……千百年来，杭州

之所以被文人墨客们歌颂、被市

民百姓喜爱，诗情画意的气质里，

树是“灵魂点缀”之一。日前，浙

江省林业局公布了第一批浙江省

古树名木文化公园名单，杭州14

家公园上榜。

一直以来，杭州市都十分注

重挖掘古树的历史人文底蕴和内

涵。如余杭区溪口村银杏古树文

化公园，相传最早的杭宣古道就

穿园而过，若有考中进士、状元的

学子，古道驿站门口就会立一块

旗杆石挂旗报喜，而现在古树公

园口还留有一块旗杆石；茅塘景

区古树公园，5棵古树相邻分布在

不到1亩的小山坡上，当地称其为

“四世同堂”，只因5棵古树自明朝

起就按照茅塘祖先所传规矩，隔

百年栽树一棵，最老的树龄已有

四百多年，因而得名；富阳区湘溪

村银杏古树文化公园共有古树28

棵，其中千年古树2棵，百姓称其

为“江南银杏王”，每年都会举行

祭“银杏王”活动；杭州云栖竹径

枫香古树文化公园面积约15万平

方米，公园内古树种类之多、树龄

之久，在杭州市区可谓独占鳌头，

网友赞叹的杭州最美古枫香、杭

州最美浙江楠古树群、千年古银

杏都在此处。

杭州市林水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说，杭州这批古树公园里，最老

的古树有1000多岁，“古树名木点

缀在绿水青山之间，是城市发展

变化的见证者，是历史自然赋予

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挥之不去

的绿色乡愁。”“截至目前，杭州市

共有古树名木29020株，其中300

年以上的国家一级古树1000余株

……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古树资

源，皆因杭州一直以来都在多措

并举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杭州

市园文局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2022年8月，杭州审议通过了《杭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决

定》，为古树名木立法，同时还通

过数字化赋能，为古树建立档案、

智能监测、更新复壮、配备设施

等，让建成区古树名木“树树有档

案，棵棵有人管”，让古树名木“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

此外，杭州还开展“古树守护

计划”系列活动，让朝气蓬勃的孩

子守护树大根深的百年古树，同

时鼓励孩子们在认养周期内践行

认养责任，包括生物防治、树干刷

白、树叶画制作等，以共建共享的

形式守护城市的“活文物”和“绿

色乡愁”。

杭州14家公园上榜
浙江首批古树名木文化公园名单出炉

杭州现有300年以上树龄古树1000余株 最老古树1000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