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13505805555党报热线 2023年12月22日 星期五本市新闻 二版责编：李伟 版式设计：王英值班总编：徐祝君 一版责编：李伟 视觉 /版式：王英 审读：黄婧

曾经，舟山海岛星罗棋布，如一把散落在东海

之上的璀璨明珠。曾经，舟山孤悬海外，非舟楫不相

往来。

如今，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甬舟铁路、甬舟高速

公路复线、六横公路大桥“两高一铁”项目扎实推进，

甬舟铁路接连攻克节点工程，六横公路大桥建设满

弓紧弦，一举将中国跨海桥梁最大跨度刷新至1768

米；投资超百亿的海上骨架路网南环快速路先行工

程开工建设；宁波舟山港主通道牵手舟山跨海大桥，

构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跨海桥梁群，在浩渺东海中铸就

海上通途，擎起百年梦想；526国道如一条黄金动脉，

让悬岛实现了由交通末端到枢纽的精彩蝶变……

2023年，市交通局强力推进交通强省13个重大项

目，全年综合投资预期突破2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桥连四方，路通未来，一个个重大交通工程在舟山次

第开花，助力海岛交通基础设施突破瓶颈制约，疏通

城乡融合发展血脉，共享交通运输发展红利，构建

“外畅内序、互联互通、综合立体”现代路网的背后，

是舟山交通人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

526国道是浙江省境内的重要国道，全线总里程

177.3公里，其中公路路段106.8公里，航运路段70.5

公里，跨越我市定海、岱山及嵊泗三个县区，是浙江

省境内串联岛屿最多的滨海国道。

526国道嵊泗段建成通车后，不仅有效缓解中心

区域交通拥堵的现状，更缩短李柱山码头到菜园城

区的通行时间，还便捷了沿途田岙村、马关围涂区、

南长涂片区等与外界的交通，助推海岛乡村共富。

今年元旦，526国道岱山段通车。它融合了历史

文化，串联起东沙古镇、双合石壁、鹿栏晴沙、秀山滑

泥公园等景区，形成了岱山独有的海洋、渔、佛教文

化特色景观带，同时衔接S6定岱高速和鱼山大桥，构

成了支撑岱山经济腾飞的“黄金链”。

通车那天一大早，岱山市民张璎自驾体验了526

国道岱山段，在崭新的长剑大道至双峰新城路段一

路驰骋，不出五分钟便抵达了岱东上船跳区域，她满

心欢喜地在东海郊野公园看了新年第一天的日出。

位于岱东镇涂口村最南边的宓家岙，原本是个

冷清的小山村，526国道岱山段建成通车后，这里一

下子变成了旅游热土，也成了涂口村对外展示的一

个窗口。“有了这条路，不仅村民出行方便了，到村里

来的游客、投资客也多了。”涂口村村委委员韩善益

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岱东旅游的“溢出效应”明

显，给海岛乡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高人气，也带动了

乡村振兴、产业崛起和村民致富。

这条沿海美丽富裕干线路，极大提升了周边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它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

的工程建设。

建设之初，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兼顾，充

分考虑经济发展、自然人文地理和服务功能，使国道

线路融入各个区域和景点的道路规划，将主要城镇、

交通客运码头、旅游服务区相互联通，推动各个区域

的开发建设，带动全域旅游快速发展。

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公路建设与沿线自然环境、

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整体相协调，最大限度地提高

老路利用率，为城镇发展预留足够空间。同时着力提

升国道沥青路面质量，实施桥梁维修加固工程和隧

道照明提升等工程，最终将526国道打造成沿海美丽

富裕干线路标志性工程，跻身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第

一批交通服务共同富裕试点名单。

从因海而阻到因海而兴，交通的变化无疑是点

石成金的关键，更是舟山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随着甬

舟铁路、甬舟高速公路复线、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

等相继投入建设，我市交通运输部门用好交通强省

重大项目推进机制，抓好项目统筹服务，加快前期、

加快开工、加快建设、加快达效。深入一线解读分包

管理、信用评价、农民工工资项目管理政策，确保项

目合法合规有序开展。

同时，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交通建设项

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全年累计开展安全检查 60余

次，出动检查人员140余人次，下发安全意见书58份，

督促整改安全隐患240余处。其中，对甬舟铁路、六横

大桥二期工程、526国道岱山段改建工程等重点项目

开展安全检查14次，督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常态化

开展项目安全质量专项整治“利剑”巡查，加大对施

工人员行为、设备设施、安全防护等六大方面 163项

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一条条通衢大道，一个个交通奇迹，见证了城市

沧海桑田的变化，也凝聚着无数交通人的汗水和心

血。一代代舟山交通人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陆海通途的开

放新格局，在一代代交通人的守正创新、接续奋斗

中，舟山交通已然呈现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

从舟楫时代一路走来的舟山交通，未来将继续

秉持可持续交通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继续秉持先行官交通理念，为现代海洋城市建

设导航；继续秉持一体化交通理念，为共同富裕海岛

示范领航。

大道如虹，山海为证，肩负着这座城市腾飞梦想

和希冀的交通建设，正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桥连四方 路通未来

跨越山海擎起百年梦想
□记者 陈颖丹 通讯员 江婵

“美丽生活·交通刻画”系列报道淤

526国道双合段

526国道嵊泗段中心渔港高架桥

本稿图片由市交通局提供

阴通讯员 余娟娟 陈昕蕙

本报讯 近日，普陀区税务局

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蚂蚁岛，面

对面为饭虾船业主提供相关税

收优惠服务。据悉，今年以来，普

陀区税务局设立“跨海税援站”，

为区内海岛 200余户渔农业生产
经营户、50多家海产品加工户、60
多艘从事捕捞作业的本地渔船

提供覆盖“生产作业—精深加

工—扩大销售”全环节的精准涉

税帮扶。

据介绍，为更好服务助力蚂

蚁岛饭虾和登步岛黄金瓜2家“共

富工坊”做大做强，针对种植户、

养殖户等海岛农村纳税人对税

收政策和办税流程不熟悉的实

际情况，普陀区税务局组建党员

服务团队，深入开展跳岛税宣、

跨海服务，汇总整理出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及发票开具、办税流程

等便民纳税手册，充分宣传辅导

利用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农林

牧渔销售免征等税费支持政策，

将跨海税源站转移到田间地头、

海岛渔镇，通过“面对面”“手把

手”进行政策解读和操作辅导，

确保渔农业生产经营户政策应享

尽享。

阴记者 陈妤 通讯员 李开国

本报讯 近日，甘肃和青海发

生了地震，我市爱心单位和数位

爱心人士通过市红十字会向灾

区捐款，市红十字会已开通了专

项捐款渠道。

昨天，舟山丰宇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从莉，专程来

到市红十字会办理捐款事宜。此

次公司向甘肃和青海地震灾区捐

款5000元。完成银行转账后，市红
十字会向舟山丰宇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颁发了捐赠证书。

为方便更多人参与捐款，市红

十字会开通了专项捐款渠道。市红

十字会银行账号：397471852521，
中国银行舟山自贸试验区支行。

捐款请备注：甘肃和青海地震灾

区捐款。

“舟山丰宇”向地震灾区捐款
市红十字会已开通专项捐款渠道

普陀建“跨海税援站”
助力“共富工坊”建设

面对寒潮大风来袭，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的门机司机们随“风”而动，迎“寒”而上，合
力为门机设备安装防风拉锁，保障码头设备安全稳固 摄影 通讯员 曾益铭 王奕喆

上接第1版
这些城市公共空间在展现城

市美学和自然生态价值的同时，

极大满足了城市居民休闲游憩

的需求，散发着城市温度，并沉

淀为城市气质。

山海为伴、鸟语花香，城市建

设把人的感受作为最根本的衡

量标尺，人城共享共融，让这座

滨海新城更具人文魅力，也使城

市内核愈加饱满。

城市的气质需要自然风景，

也需要人文内涵的加成，更需要

城市居民共同缔造。

如今的城市，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城市文明程度

和人民文明素养同步提升。

“礼让斑马线”蔚然成风，

“光盘行动”“公筷公勺”逐渐普

及，公共场所不吸烟、吸烟入岗

亭，一抹抹“志愿红”穿梭在大街

小巷、社区楼群，“东海渔嫂”“城

市啄木鸟”等志愿服务品牌亮点

纷呈，爱流涌动……文明，成为

这座城市蝶变跃升、阔步前行的

丰厚滋养。

当文明因子融入城市血脉，

便能全面激活文明细胞，催生

出向上向善的热望，孕育城市

新的风骨与气质，焕发新的光

彩与活力。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一幅现代海上花园城市的“锦绣

图”已奋力绘就。

海上花园，“城”势而上焕发新魅力

阴记者 葛高蓉 通讯员 李定胜

本报讯“从颜色来判断，现在
种子基本成熟了。”最近，来自市林

业科学研究院的采种队伍赶在寒

潮之前再次来到普陀山岛，开始采

集濒危物种普陀鹅耳枥的种子。

据了解，普陀鹅耳枥系中国特

有树种，原生母树全世界仅有1株，
长在普陀山岛，树龄 250余年，被誉
为“地球独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已将该树种列为“严重濒
危灭绝（CR）”等级。1999年经国务
院批准，普陀鹅耳枥被列为国家玉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普陀鹅耳枥的种子一般每年

十一月底可以开始采集，我们上个

月底也来过一次，但种子都还是绿

的，只能再等等。”手里捧着一颗棕

色的鹅耳枥树种，市林业科学研究

院科研所所长陈叶平告诉记者，种

子成熟的时机和温度关系较大，今

年冬天气温整体较高，所以种子成

熟也比较晚。

为了确定树种采集的具体时间，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采种队伍几乎

每天都在关注天气，陈叶平更是一天

看几遍天气预报。陈叶平介绍，普陀

鹅耳枥的种子十分“娇贵”，采种时风

一定要小，不然种子会到处乱飞，寒

潮也会导致种子大范围脱落，所以

必须在大幅降温前完成采集。

矫健地爬上原生母树，陈叶平

开始用高枝剪小心地剪断种子和

树枝的连接，其他队员则在树下铺

好大大一张塑料布，不断收集掉下

的种子。剪完位于最高处的鹅耳枥

上层的种子，陈叶平又辗转腾挪到

另一个枝杈，开始采集位于树木内

膛部位的种子。

“我们会分别采集位于鹅耳枥

上层、内膛、中层和下层的树种，然

后对种子的饱满度等指标进行分

析，来进一步补充对于这种濒危野

生植物的了解。”一名队员用牙咬

开一颗种子，里面白色而饱满，但

之后一连打开几个，则大多是空的

或者干瘪的。队员告诉记者，能看

到一颗饱满的种子已经是“中了

奖”，通常来说，普陀鹅耳枥的树种

完好又饱满的概率很低，可能只有

1%~2%。据悉，这批种子采集之后，
将被先堆放10~15天，再经过筛选、
消毒、贮藏等多道环节，最终在明

年春天开始培育。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自20世纪80
年代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普陀鹅

耳枥的抢救保护工作。通过多年的

科研攻关，在种苗繁育、野外回归、

迁地保护、促进天然更新、致濒机

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目

前已成功突破育苗技术和野外回

归试验，建设普陀鹅耳枥专类园1
处、繁育基地2处，累计繁育普陀鹅
耳枥苗木4万余株，在普陀山岛野
外回归种群数量已达4000株，为缓
解普陀鹅耳枥濒危现状奠定了良

好基础。

原生母树全世界仅1株 林业采种队抢收树种

守护“地球独子”普陀鹅耳枥

迎“寒”而上 保障设备稳固

阴记者 朱丽媛

本报讯 昨天下午，2023年“我要上村
晚”系列选拔活动———省农村文化礼堂小

品大赛在朱家尖樟州文化礼堂举行。

全省10支队伍聚焦“八八战略”“千
万工程”20周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
主题，以小品表演形式同台“过招”，展现

新时代农村风采和农民精神风貌。

一个个既有笑点，又蕴含深意的小

品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我市嵊泗县枸

杞乡龙泉村文化礼堂选送的小品 《七

色花》，讲述了一个海岛老师退休后患

上老年痴呆，却依然记得在岛上上的

第一课———《七色花》。小品以喜剧的方

式，展现了海岛渔农村留守老人多等现

实问题。

最终，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

村文化礼堂选送的《家有喜事》摘得桂

冠，登上省“我要上村晚”舞台直通车，

《七色花》取得第3名的好成绩。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主办。

省农村文化礼堂小品
大赛在朱家尖举行

我市选送的小品
《七色花》获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