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工作就是要脚踏实地，把高大上的政策、制度转化为实实在在服务群众的
行动。嵊泗县菜园镇东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孙丹妮———

“老城厢”里的90后社区书记

着力破解海岛地区杨梅“出水”难题

废弃贻贝壳让杨梅不再“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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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我造血功能提升和助推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

我市持续提升科创平台建设
阴记者 虞仁珂

本报讯 记者从近日市政协

举行的重点提案督办中获悉，

我市将进一步整合提升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自

我造血功能提升和助推产业创

新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培育、

发展和提升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我市已累

计培育打造各类创新服务平台

82家，其中国家级16家、省级47
家、市级19家。按平台性质区
分，研究中心11家、实验室18
家、合作基地 5家、科技园区 9
家、众创空间及孵化器 23家、
科研院所8家、科技综合服务平
台8家。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科创平

台功能类型，着力推动环高校

院所创业生态圈建设，不断推

进全市科创公共服务平台资源

整合，不断激活科创平台动能

推动能级跃升。

我市将大力支持浙江大学、

东海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配

建高质量孵化载体，积极推动

在舟高校院所关键核心技术实

现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推动海

洋生物产业中试研发基地创建

高水平孵化器，探索“成果建

园”模式，通过“研究院 +产业
园”的方式，推动省海洋开发研

究院等在舟院所积极参与孵化

载体建设。

在推动平台能级跃升上，以

支持“985”行动为核心，积极构
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

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

新联合体。同时拓展各类科技

创新平台，向更高层级的创新

孵化平台转型。

我市还将探索科技创新平

台大综合一体化的管理和运用

机制，开放平台聚集技术、人

才、设备、设施、成果优势资源，

构建集技术服务、科研创新、成

果转化和产业培育为一体的科

技资源共享新模式。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阴记者 胡园园

一头齐肩发，戴着一副边框眼

镜，形象清爽文气……初识孙丹

妮，很难让人想到，眼前这位年轻

的90后姑娘，会是一个社区的党总
支书记。

东海社区是嵊泗县菜园镇四大

城市社区之一。由于地处“老城厢”，

人口多且集中，加上很多区域道路

狭窄、交通拥挤、建筑陈旧，基层治

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年轻的社区书记如何管理好

“老城厢”，并带领团队提升社区综

合服务能力？孙丹妮说，社区工作

就是要脚踏实地，把高大上的政

策、制度转化为实实在在服务群众

的行动。

从社区“小跟班”到“领头雁”

对于孙丹妮来说，东海社区与

她似乎有不解的缘分。从一开始的

东海社区普通工作人员到东海社区

专职干部，再成为东海社区党总支

书记，孙丹妮的每一次成长蜕变都

在此完成。

2020年10月，从上一任书记手
中接棒时，孙丹妮内心有些惶恐。

“不要害怕，再难的事尽力而为

准没错。”她不断鼓励自己。正是这

种遇事不怕难、敢啃“硬骨头”的干

事魄力，让社区群众对这位年轻的

“掌门人”刮目相看。

东海社区老街巷1号和3号是两
栋散楼。两栋楼的一楼公共房为出

租房，租金归楼上44户业主和该两
幢楼的开发商共同所有。此前，该开

发商将楼上住户的租金作为卫生管

理费支付给物业。但从2017年起，该
开发商停止支付这笔租金，之后几

年两幢楼的卫生费一直由社区垫

付。2023年前，社区与该开发商沟通
多次，但迟迟没有结果。

2023年1月，孙丹妮又将这个问
题排上了工作日程。几个月里，她一

次次与该企业法人进行沟通，可得

到的回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新人管不了“旧账”。在这过程中，多

名股东还曾冲进孙丹妮的办公室，

试图阻挠社区对这两幢楼周边的公

共环境改造。

经过近一年的拉锯，孙丹妮决

定通过乐和多方联席会来处理这个

问题。她奔走联系镇里领导、社区律

师、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兼合式党

支部代表、企业代表和业主代表，成

功促成多方联席会议的召开。当天

经过2个小时的沟通、协商，最终所
有股东同意支付业主自2023年起的
租金收入。

“这件事已经拖了好多年了，真

没想到阿拉孙书记替阿拉解决了！”

每每谈起这件事，楼上的住户就竖

起大拇指夸赞。

化“年轻”特质为创新动力

东海社区全体工作人员的平均

年龄为31岁，是一支年轻的基层队伍。
“有人说，年纪轻不适合做社

区工作。社区工作琐碎又繁杂，

年轻人生活阅历少，缺乏处理经

验……”孙丹妮却不这样认为，“年

轻人的优势在于思路更开阔，更敢

于创新。阅历可以慢慢积攒，但有

干劲、敢创新的阶段一旦过去就很

难找回来了。” 下转第2版荩

阴记者 虞仁珂 通讯员 於斌

本报讯 投资四川·达州市

“双招双引”投资推介会暨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能源化工专场近

日在杭州举行。会上，浙江大学

舟山海洋研究中心与四川四众

玄武岩纤维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就“海洋工程中玄武岩纤维增

强地聚物的研发、示范及产业

化”项目合作进行签约。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洋工程中玄武岩纤维增强

地聚物的研发、示范及产业化”

项目为两市签约的重点合作项

目之一，项目利用达州丰富的

玄武岩纤维资源和浙江大学的

海洋工程材料研发能力，开发

一种全新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低碳排放、抗腐蚀、抗裂短

切玄武岩纤维增强地聚物复合

材料，形成一套简便快速的施

工工艺，从而实现玄武岩纤维

在海洋工程中的高值化利用。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以来，我

市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一“牛

鼻子”，将达州的特色产业、生

态资源与舟山的科研、人才、平

台等优势叠加组合，大力推动

科技创新赋能西部产业提质增

效，积极探索科技助力产业精

准扶贫的有效途径。

投资四川·达州市“双招双引”投资
推介会在杭举行

我市科研机构签约一重点合作项目

阴记者 陈逸麟 通讯员 俞梦卡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统

一战线2024年“同舟汇·同心月”
正式启动。全市统一战线将凝

心聚力，重点围绕助力“985”行
动和推进“同心共富”工程开展

多层次的纾困帮扶活动，为高

质量高水平服务中心大局贡献

统战力量。

活动现场，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侨联、知联会代表上台认

领小岛共富需求清单（见图），统

一战线各界人士将发挥自身优

势特长，用心办好“暖心小岛一

件事”。

据介绍，2022年，市委统战
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
周年之际，将每年的 7月份确定
为“同心月”。两年来，全市统一

战线聚焦省市委决策部署和省

委统战部工作要求，积极开展

一系列活动，培育了包括“主委

进小岛”、“同心共富”积分赛等

在内的一大批品牌活动，取得

了丰硕成果。

据了解，舟山统一战线各单

位在去年的积分赛中奋勇争先，

累计投入资金近1亿元，惠及群
众15万人次。今年积分赛共收到
申报项目248个，包含乡村文化、
公益环保、科技助农、扶贫帮困

等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领域。

今年，市委统战部还进一步

广泛动员全市统一战线成员特

别是民营企业家、教育专家、医

疗专家，结对行政村、学校、基

层卫生院，担任名誉村委会主

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助力

当地特色产业、民生项目和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

发展。活动现场，有 3名统一战
线成员与 3个村、学校、医院完
成结对。

聚焦“985”行动，推进“同心共富”工程

“同舟汇·同心月”活动启动

阴记者 陈逸麟

本报讯 昨天凌晨3时刚过，舟
山登步杨梅基地负责人郑胜华，打

着手电登上了杨梅山。围着试验田

上的57株杨梅树，郑胜华采摘了一
小篮杨梅后细细观察起来，带着台

州音的普通话透露着喜悦：“这是今

年最后一批了，解决了‘出水’问题，

明年的杨梅肯定更好！”

从篮子里拿出1颗，从其他树上
摘下1颗，郑胜华让记者左右手分
握，先辨别其硬度，再品尝其不同。

“是不是一颗硬、一颗软？味道也不

一样？”得到肯定答案后，郑胜华揭

秘，“硬的杨梅，用了舟山贻贝壳提

炼的养料。”

获悉试验成功，提供养料的浙

江海洋大学食品与医药学院科研团

队很开心。负责人郭健认为，此举不

仅有望破解海岛地区杨梅“出水”难

题，更为舟山废弃贻贝壳找到了新

出路。

16年前，郑胜华带着仙居杨梅
来到舟山登步岛。受海岛的气候土

壤影响，种出的杨梅果肉软烂，轻轻

一捏就有汁水渗出，常温下保质期

不超过1天。如何破解杨梅“出水”难
题，一直困扰着他。

去年12月，郭健团队对登步杨
梅基地的土壤进行检测。针对土壤

酸化板结、缺乏微量元素的症结，团

队提取贻贝壳中富含的钙、铁、锶等

微量元素，定制了一款高钙土壤调

理剂，对57株杨梅树进行试验。
“原理就是缺啥补啥，营养跟上

了，‘体质’就好了。”郭健笑道，现

在常温下杨梅保质期提高到 2至 3
天了。

“贻贝壳属于固体废弃物的一

种，自然环境下难以降解，大量堆积

对海洋和滩涂环境造成破坏。”对市

生态环境局土壤固废与辐射监测处

处长郑攀峰而言，他更看好废弃贻

贝壳的再利用。

“以前贻贝壳不晓得咋处理，要

么直接倒大海，要么堆到山里……”

嵊泗枸杞是全国贻贝之乡，嵊泗县

勇顺贻贝壳处理中心责任人陈永海

对此记忆深刻。

据嵊泗县海洋经济发展局统

计，去年嵊泗贻贝养殖总产量达

23.2万吨，占全国产量的40%以上，
加工后产生的废弃贻贝壳在6000吨
以上。

近年来，嵊泗县着手研究废弃

贻贝壳的再利用。2019年，由郭健团
队研制的初代贻贝壳土壤调理剂面

世，2021年后陆续在台州、温州等地
应用，为当地茶园改善土壤，开发

“富锶茶”。

废弃贻贝壳再利用为土壤调酸

补钙，此举引起多方关注。省农业科

学院专家王强表示：“土壤酸化板结

是沿海普遍存在的问题，贻贝壳改

良土壤的效果如能通过更多验证，

推广应用后定能助推东南沿海农业

的发展。”

绿电“满格”助力迎峰度夏
截至今年6月，新能源装机达186.57万千瓦，占全市总装机比重45%

阴记者 王倩倩
通讯员 张帆 姚斯磊

本报讯 7月9日上午，烈日当
空。在岱山县大长涂岛南面滩涂上，

大片大片的光伏板整齐排列，源源

不断的绿色电能正通过国家电网输

送至千家万户。“应变器、箱变正常，

这里的光伏板有些灰尘，需要清理

一下……”国网舟山供电公司启明

集团运维人员郑艳超和同事冒着高

温开展运维巡视，检查水上光伏板，

保障企业光伏设备可靠运行。

据介绍，岱山滩涂光伏发电一

期项目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渔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采用“板上发

电、板下养殖”模式，充分发挥渔、光

互补优势，让渔业养殖与新能源产

业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绿色环

保的“双赢”（见图）。该项目自去年6
月并网以来，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

1.1亿千瓦·时，节约标煤 4万吨左
右，减排二氧化碳11万吨。
“一期项目产生的电能由华润双

剑涂110千伏升压站升压后，再输送
至国网舟山供电公司，把优质电能

送进千家万户，包括偏远海岛区域，

保障夏季居民用电和重大项目的稳

定运行。”郑艳超说，目前，该项目

建设和运营同步开展，一期发电稳

定，二期也在加紧施工中，预计 9月
底完工。

供给端输送端协同发力。当天

下午，在国网舟山供电公司电力

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对电

力负荷、电网及设备故障等进行

实时监测，根据数据精准研判度

夏期间负荷增长趋势，统筹检修

计划安排。

据了解，7月5日，我市全社会最
高负荷达308.39万千瓦。面对入夏
以来我市负荷需求不断增长，舟山

供电公司积极协调上级调度部门，

度夏前完成了宁波宁海—春晓 500
千伏双线工程及舟山电厂三期一台

66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投运，进一步
优化电网潮流，舟山主网供电能力

提升至280万千瓦；5月 28日，投运
110千伏曙光变，进一步优化普陀区
域电网网架结构，满足朱家尖岛及

周边重要交通枢纽、文旅综合体、生

态旅游区等重点用户的用能需求；6
月30日，完成普陀山机场一回10千
伏线路切割至110千伏曙光变，进一
步提升普陀山机场供电可靠性；6月
28日，投运110千伏万二变，极大缓
解新城、勾山片区供电压力。

“为确保新能源消纳，我们加强

新能源厂站送出线路巡视管理，做

好新能源厂站内部机组的日常运维

和保养，确保迎峰度夏期间新能源

电站正常运行，有力支撑度夏保供

电。”国网舟山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

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任李赢说。

截至今年6月，舟山地区新能源
装机达186.57万千瓦，占全市总装
机比重 45%。其中海上风电装机
107.4万千瓦，陆上风电16.25万千
瓦，光伏62.921万千瓦。7月15日，我
市还将在登步岛新投一座 110千伏
光伏站，装机7.6万千瓦。

摄影 通讯员 姚峰 汤志成

摄影 记者 姚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