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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芜湖

港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354.67 万吨，同比上升

8.12%。集装箱吞吐量

78.88 万 TEU，同比上升

10.9%。图为7月29日，

芜湖港朱家桥港区国际

集装箱码头，靠泊船只满

载集装箱，运输车辆川流

不息。 摘自《芜湖日报》

前不久，一支由合肥少年组成的“创想城镇”

队伍，在 2024年机器人世界杯上夺得团队挑战赛

冠军。这支队伍成员的平均年龄在 17岁，最小的

仅14岁。

在这群少年夺冠的背后，离不开合肥提升青

少年创新能力、厚植青少年创新沃土的努力。

近年来，合肥通过打造科普品牌、推出科普游路

线、举行科技创新赛事和让科学家成为副校长等举

措，在全市营造浓厚的科创氛围，不断激发青少年对

科技创新的热情，让科创的青春力量生机勃勃。

科技赛事激发科创热情
机器人世界杯已成为一项覆盖全球的国际科学

计划。“这是我们时隔几年后再次受邀赴海外参赛，

基于我们常年推广青少年机器人活动的成效，包括

此前参赛的良好成绩。”合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

学会执行会长、本次队伍的领队童宗兵介绍说。

合肥“创想城镇”队伍，是由合肥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教育学会组织成立，该学会由合肥市科协

领导，会员单位为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主要

开发科创课程，为青少年科创教育和科普活动提

供活动阵地。

7 月 26 日，合肥“创想城镇”队伍从荷兰回到

合肥。队员吴欣扬告诉记者，他热爱机器人已有

10年，而他最初“入行”的原因，就是看到身边有同

学加入学校的机器人社团，并在省市级比赛中获

得好成绩。

“玩机器人也能比拼出高下？”带着懵懂和好

奇，他开始迷上了机器人设计和制造。从市级创

客比赛到世界级机器人比赛，吴欣扬在比赛中屡

获佳绩，这也让他逐渐获得价值感，他的性格从原

先的内向少言变得外向健谈。

与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小伙伴们同台竞技，

让这群少年不断获得成长。可以说，一场场赛事

激发出少年们的斗志，更激发出他们钻研科学的

热情。

在世界级赛事落幕之际，另外一场赛事又在

合肥拉开序幕。

7 月 27 日，合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践

大赛本年度最后一项赛事——科学展演赛在合肥

一中开赛，合肥的小小少年们用科学思维和方法，

探究他们好奇的科学问题。

合肥市万慈小学三年级的同学徐木莀，在科

学展演赛上提出了“二齿猪笼草和弓背蚁是互惠

互利的关系”的假设。在他设计的五彩缤纷的展

演板上，徐木莀用画画、图表等方式，引经据典，通

过大自然生物链、植物与动物的共生关系等环节，

层层推演，证实了自己的假设。

“参加这样的比赛让我对身边的事物更加感

兴趣，促使我主动学习更多科学知识。”徐木莀告

诉记者，自己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小小科学迷”，在

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他利用课余时间拍摄了 80
多条科普视频。他创作的《猪笼草为什么可以分

辨猎物和朋友》《儿童电动车安全座椅》等科普作

品，曾获得省级、国家级奖项。

在合肥，还有许多像徐木莀一样的青少年，他

们把科学知识用在自己热爱和擅长的事情上。

记者从合肥市科协了解到，为让青少年有更多

充分展现的舞台，合肥每年都会举行全国科普日、合

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合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等活动，每年吸引超十万人次青少年参加。截至

目前，合肥已开展1000场以上创新竞赛和科普活动。

“合力而为”营造科创氛围
除了为青少年们提供舞台、绽放科创热情，如

何让科创的青春力量生机勃勃？合肥选择“合力

而为”。

合肥通过成立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集 32

家市直单位之力，共同推动市民科学素质提升。

这股“合力”也“点燃”了全社会的热情，社会各界

自发投身科普事业。

2021 年，合肥市科普产业联盟成立，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类社

团组织参与其中。合肥的科普设施建设也位居全

国前列、区域领先，现拥有126家市级、44家省级以

上科普教育基地。

合肥市科技馆、安徽创新馆、清华合肥院安全文

化体验馆……今年暑假期间，这些科普教育基地推

出了各具特色的精品科普活动，面向青少年开放。

除了让青少年在玩乐中感受科学魅力，合肥

还将科学素养培养融入到青少年日常当中，让科

学家成为副校长、让青年博士成为科学老师，让

“科学偶像”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明星”。

王永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同时也是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科学副校长。

有了“科学副校长”这一新身份后，他不仅走进中小

学举办科普讲座，还参与谋划校园科技节、科研实践

活动等，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科创色彩。

包河区是合肥市率先邀约“科学大咖”加盟中

小学的区域，截至目前，该区内中小学“科学副校

长”已经实现全覆盖，百余名科学副校长累计为师

生开展各类活动152场，惠及师生9.8万人次。

从科普展馆到高校院所，社会各界合力护航

青少年的科创热情。近年来，合肥市科协联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大

讯飞等高校院所和科技企业，将科技资源科普化，

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人造太

阳科普工作室，推动量子企业在合肥市一中、六

中、十中成立量子科学探究实验室，与科大地空学

院联合开展九章论坛暨院士科普讲堂活动，拉近

青少年与前沿科技的距离，让科技的魅力真正温

润少年心间。 摘自《合肥日报》

礼炮轰鸣、人头攒动，耸立的建筑主体上“封

顶大吉”的字样格外醒目……7月 29日上午，走进

嘉兴南湖机场主体工程施工现场，喜庆的气氛扑

面而来，随着最后一根钢结构件的起吊，机场航站

楼主体钢结构完成封顶。

作为嘉兴南湖机场最重要的单体建筑，航站

楼功能面积约2.59万平方米，分为三层：第一层为

到达层，设置远机位出发厅、远机位到达厅、行李

提取厅、迎客厅、贵宾区等；第二层为到达夹层，设

置连接登机桥和一层行李提取厅的通道等；第三

层为出发层，设置出发厅、办票值机厅、安检区、近

机位候机厅等。

在机场航站区工程项目部，技术人员采用

“BIM+三维扫描技术”辅助航站楼主体钢结构屋

盖花瓣造型完美实现，为后续幕墙及金属屋面施

工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前段时间，受梅雨季的

影响，航站楼主楼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为

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项目部采取“白+黑”工作

模式，同时加大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的投入力度。

此次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攻坚、冲

刺阶段。“为了抢占工期，航站楼区域400余名工人、

100多台机械设备白天晚上同时施工，预计 8月底

实现金属屋面满足避水条件，9月完成屋面施工。”

中建三局嘉兴南湖机场项目副经理陈海涛介绍。

作为浙江省实施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

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嘉兴南湖机场的建设

进度一直备受瞩目。据嘉兴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姚雷介绍，嘉兴南湖机场计划2025年6月建成，

目前项目的主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飞行区 3400
米跑道中 2200米已完成施工，剩余 1200米正在加

快水稳和土石方施工，停机坪部分正全面开展道

面混凝土施工；航站区 13个单体建筑全部完成封

顶，进入室内装修、外墙装饰施工阶段。

据悉，嘉兴南湖机场是嘉兴跃迁升级、打造全

球航空物流枢纽的强力引擎，建成后将助力嘉兴

加快打造“公铁水空”联运枢纽，为长三角区域高

质量协同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增强嘉兴面向全国

乃至全球的辐射能力。 摘自《嘉兴日报》

记者近日走进位于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的

“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在吉利年产50万套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

成系统项目现场，一期部分车间设备陆续完成安

装，正在进行调试；二期主体已结顶、外墙板安装

中，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另一边的旭升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项目现场，部分车间已完工，设备陆续

进场并进行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竣工交付……

新兴产业代表着区域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今

年以来，湖州市对标国家、省产业布局新调整，积

极推动八大新兴产业链迭代升级工作，优化链长

统筹、链主主导、多方联动的推进机制，迭代实施

八大新兴产业链链长制2.0版，助力新兴产业链项

目招引。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新开工入库3亿元

以上制造业项目160个，较去年同期增长15.9%；其

中“八大链”项目88个、占比达55%，包含三一高空

机械、深蓝精密等10亿元以上项目30个。

“八大新兴产业链是我市结合自身制造业特点，

面向未来提升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载体，全市突出做

好增量文章，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

促进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湖州市经信局表示。

随着近年来一批八大新兴产业链项目的持续

竣工投产，湖州市制造业产业结构向高新化发展

的信号十分明显。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

8.3%、15.3%，分别高于省均 0.2个、1个、4.7个百分

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持续

发力的影响下，已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湖州市将对照“两图两库”，用好“招商八法”，

围绕吉利 smart、孔辉、三一等重点企业供应链，梳

理三级供应商体系，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特别是

紧盯 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排定建设节点和入库

目标，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推动芯锐、德奥等 43
个 3亿元以上项目早开工，博奥铝业、华阳精机等

14个项目早放量，高聚光储、杰玛尔等22个项目早

升规。 摘自《湖州日报》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关系政府职责，也

关系居民生活。近日，由杭州市发改委等

部门联合修订的《杭州市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2024 年版）》（以下简称“2024 年版《杭

州标准》”）印发，这也是自2022年《杭州标

准》实施以来的首次修订。

2024 年版《杭州标准》在保持总体结

构与旧版《杭州标准》一致的基础上，对部

分服务项目进行了“增”“提”。修订后的

2024年版《杭州标准》共包含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军有所抚、文有所化、体

有所健、事有所便 11 个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具体包括26个类别126个项目，覆盖人

的全生命周期。

“结合杭州发展新情况，2024年版《杭

州标准》增加了服务内容、提高了服务标

准，让群众能享受到更高的福利水平，得

到更多的实惠。”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比如，“幼有所育”部分新增1项“增补

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服务”，即为准备怀孕

的生育妇女在孕前 3个月至孕早期 3个月

增补叶酸，并提供健康指导、追踪随访等服

务，争取目标人群增补叶酸知识知晓率达

到90%以上，叶酸服用率达到90%以上。

总的来说，2024年版《杭州标准》共新

增项目 5 个。还包括“老有所养”中的村

（社区）居家照料服务、探访服务、老年健康

与医养结合服务，文有所化领域中的“数字

文化服务”等项目。

此外，有16个服务项目提高了服务标准。

“学有所教”中，我市根据国家最新政

策提高了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补助标准，寄

宿制小学生和初中生每生每年分别为

1250元、1500元，非寄宿制小学生和初中生每生每年分别

为 625元、750元，寄宿和非寄宿学生每生每年比《浙江省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分别高250元和125元。

“住有所居”中，扩大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服务对象范

围，增加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创业人员。

“病有所医”中，基层医疗机构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

内门诊费用医保基金支付比例达到50%左右，住院费用医

保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5%左右，大病保险的基金支付比

例达到70%以上。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

依据。2022年 7月，杭州出台首个《杭州标准》。目前，原

有的 128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基本落实到位，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自《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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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对标先进，扛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产业

重镇责任担当，承接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溢出带动效应，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产业创新，加快集群

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加快转移转化，做好高质量招商引资

和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要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

代化新城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统筹抓好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水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数字赋能，

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建引领，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深化基层党建，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强化队伍建

设，提振“奋力一跳”的精气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常委、副区长刘福升参加调研。

又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挥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重要平台优势，承接好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溢出带动效应，做强做优商密信创产业等特

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打造高质量孵化器，加快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进一步强化招商和为企服务，做深做实

做细重点企业服务包，坚持“一企一策”，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坚持人民城

市理念，提高泗泾规划建设管理能级。增强规划引领意

识，主动拥抱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消费能级。古镇建设要进一步彰显特色，打造核心

品牌，精准引流。进一步加大城市更新力度，持续改善

民生福祉，不断实现泗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驰而不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切实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开展新兴

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为契机，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在基

层治理薄弱环节实现全覆盖。

区委常委、副区长周诚，区政协副主席金冬云参加。

扛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策源地产业重镇责任担当

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

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奋力一跳担当作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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