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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态
接诉即办不出店门，促进消费
纠纷源头和解

无锡推出60家
放心消费“微窗口”

日前，家住梅村的胡先生在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候

机出差，他点了一杯“茶颜悦色”，发现价格和市区门

店差不多；再到“江南特产汇里”买了些伴手礼，付款

后对一盒点心的口味不满意，工作人员现场给他调

换。“虽然是旅客抵离的场所，但消费购物体验感一样

很好！”他不禁点赞。

从无锡市市场监管部门获悉，即日起，无锡在全

市人口流动大、消费集聚强的机场、车站、码头、景

区等公共场所，打造 60 个城市高质量放心消费“微

窗口”，展现商家诚信经营、质好量准的优质服务，

并在最快时间响应消费者诉求，尽量做到消费纠纷

不出店门。

60 家“微窗口”单位包括 2 个机场、6 个高铁站、

3 个码头、8个客运站、41个3A及以上景区，各自打造

有质量保障、明码标价、计量准确、交易公平、纠纷快

处的放心消费环境。如消费者最关心的价格，做好明

码标价，承诺无价格欺诈、捆绑销售、强制消费等行

为；提升外地游客关注的退换货便利度，推广线下实

体店无理由退货，及时履行商品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

或赔偿损失等。

“我们大部分品类保持与市店同质同价。”在苏南

硕放国际机场的各品牌连锁店内，服务人员都会提到

这句承诺。机场投资经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候机楼

商业布局今年以品牌赋能商圈升级，推行品牌商品同

城同价，开设24小时服务热线，安排专人处理外地游

客的退换货问题。

在拈花湾景区，100多家商铺在显眼位置公示了

微信二维码以及景区游客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就

像‘店小二’，宗旨就是让每位观光的游客都能够满

意而归。”拈花湾景区商业管理板块负责人陈聪介

绍，在景区，如顾客买错商品且不影响二次销售的，

凭消费记录可以即时、就地、当场退换；离开无锡，消

费者可以联系商家或者游客中心寄回，或异地异店

退换货。 （周茗芳 据《无锡日报》）

眼下，“三夏”大忙，德清星晴家庭农

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沈煜潮却轻松管

着田，“小麦已经收割完毕，现在机械化插

秧很快，1300 亩农田本周能完成。”他说。

而这名“80 后”种田人，并非“科班”出身，

经历农田实践、课堂培训、导师帮带、院校

结 对 等 ，俨 然 成 为 高 含 金 量 的“ 新 农

人”：年初，他入选新一轮全国农机使用一

线“土专家”名单，又获评湖州南太湖乡村

振兴D类领军人才，享受的待遇等同博士。

今年以来，针对不同乡村人才成长规

律，湖州市不断创新农民培训培养机制，

通过分类开发培养，逐步完善乡村人才引

育留用全链条，打造“湖州金牌农人”人才

品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围绕乡村

优势产业，湖州市依托“1+1+N”农推联

盟，积极开展湖州市乡村振兴首席专家、

湖州农民专家等培育工作，推动各类人

才服务乡村产业发展。4 月以来，全市层

面的植保无人机驾驶员、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等 12 个“金牌农人”乡村能手大赛

项目陆续举行，为技能劳动者搭建专属

舞台。截至目前，该市已培育市级乡村

振兴首席专家（含后备人才）61 名，培训

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13.34 万人

次，培育“金牌农人”117 名，评定“湖州乡

村工匠”101 名。

在湖州市的“新农人”队伍里，还有一

批特殊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而是投身乡村振兴实践的农创客。

在南浔区善琏镇窑里村，一个现实版开心

农场为村里打开新的文旅市场。“窑里云

村民”等是农场打造的新业态，吸引游客

超 8 万人次。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彬彬是名“90 后”北京

大学学子，她和团队“接手”窑里村整村运

营后，陆续开出窑文化馆、乡村民宿、咖啡

馆、艺术家工作室等，使一度沉寂的村庄

“闪亮发光”。聚焦返乡“新农人”、本土

“农二代”等重点群体，湖州市深入实施乡

村新青年行动，创新“余村全球合伙人”、

DNA 数字游民公社等乡创模式，已培育

农创客6115名、创客团队602个。

湖州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底，该

市乡村振兴领军人才、专业精英、乡村创

客、能人乡贤、工匠能手“五类英才”有望

达到4万名。 （陆晓芬 据《湖州日报》）

南京市雨花台区绿洲社区

“微花园”推动居民
自治新模式

漫步于绿洲路的蜿蜒小径，视线不经意间便被那

宛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蔷薇花海所吸引。粉白相间

的花朵肆意绽放，仿佛是大自然最得意的画作，绚烂

而不失雅致，引得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用镜头定格

这浪漫瞬间。这一幕，正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

绿洲社区常态化推进“花园式小区”建设的成果。

绿洲社区党委联合共建单位在小区重点区域合

力打造社区“微花园”，改善居住环境，打造睦邻友好、

和谐相助的社区共同体，探索党建引领社区自治新路

径。这些小巧而精致的花园如同绿色的珍珠，镶嵌在

社区的各个角落，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空

间，也悄然间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

为促进常态化养护，确保这些“微花园”的持久生

命力，社区党委成立由党员志愿者、物业人员、儿童等

组成的“绿色家园”护绿队，推行“人人成为构建者，人

人都是管理者”理念，促进微花园长效管理。在社区

的努力下，居民自发改造绿洲新村 59 栋的一片小菜

地。原先菜地存在不美观、有异味等问题，社区通过

文化营造巧妙解决了老旧小区环境治理难题，实现

了“菜园”到“花园”的改变。花园的主人之一潘师傅

很喜欢打理花草，近两年来小花园里的花草种类也

越来越丰富，月季、绣球、铁线莲……这里也成了孩

子们游玩、散步的欢乐角。为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

设，以儿童视角重新布置细节，潘师傅还贴心地为花

草做了“身份证”，小朋友们也积极认领自己喜欢的

植物，定期前来养护，成为“小小护绿员”，在实践中

不仅增加了花园的知识趣味性，更激发了小朋友们

的生态保护意识，让他们在参与中体验到了劳动的

乐趣和责任感。

绿洲新村39栋居民王阿姨也是“护绿队”的一员，

和老伴非常享受“田园乐趣”。走进她家，小鸟窝、乌

龟缸、盆景绿植等，别有一番意趣，仿佛是一个微型的

自然博物馆，处处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

畏。她也非常欢迎左邻右舍来参观她家的小花园，彼

此交流养护心得。老小区新场景，更新的不仅是景，

还有更加和谐的邻里关系，彰显出老旧小区可持续、

生态化的自然生活美学。

“微花园”的建设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景观改造

上，而是深入到了社区文化的重塑和居民生活方式的

变革之中。绿洲社区党委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强

化精细建设，以“小生态”涵养“大情怀”，做足“增绿补

绿、见缝插绿”巧功夫，着力把“边角荒地”打造成错落

有致、自然流畅、四季多彩的小区美景，让每一位居民

都能感受到自己是这一变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切实

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严梦悦 据《新华日报》）

■产业里的深厚文化基础

在浙江，不少产业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5000多年前，“中药鼻祖”桐君结庐炼丹，悬

壶济世；2500年前，铸剑鼻祖欧冶子铸出第

一把铁剑“龙渊剑”……这些故事流传至今。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多次

调研青瓷、宝剑等产业的发展。2015年，浙

江首次提出传承发展历史经典产业，将茶

叶、丝绸、黄酒、中药、木雕、根雕、石雕、文

房、青瓷、宝剑等产业进行集纳，并针对相关

产业出台相应发展指导意见，以全新视野推

进历史经典产业传承与创新。

在民间，历史经典产业的发展更是深入

人心。提起中药，脑海里蹦出来的一定有磐

安；提起丝绸，也一定会想起万事利、凯喜

雅、达利等耳熟能详的企业。

文化底蕴，是历史经典产业和其他产业

的最大区别。比如湖州钱山漾遗址曾出土

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家蚕丝织品；绍兴作

为黄酒的发源地，享有“天下黄酒源绍兴”的

美誉，2500年传承不绝。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期间，要求浙江“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积极探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从历史中走来的历史经典产业，何尝不

是极佳的切入口。“历史经典产业是承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应当通过引导支持

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来

进一步保护技艺、传承文化、创新模式、发展

产业、促进共富。”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

詹敏表示。

■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也许有人会说，和全省经济总量相比，

浙江历史经典产业占比不算很高，为何如此

受重视？

“对历史经典产业，我们既不能简单以

体量规模论英雄，也不能简单以增长速度看

优劣。”詹敏说。

经过多年发展，浙江历史经典产业在总

体规模、集聚发展、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茶叶出口量居全国第一，黄

酒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龙泉青瓷是全球唯

一的陶瓷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茶产

业、丝绸产业、中药产业、木雕产业的规模均

超过了200亿元，其中丝绸产业已超过500

亿元。

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一个产业能绵延不

绝，关键要有足够的竞争优势。浙江历史经

典产业能发展至今，在于其逐渐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产业集群。

比如，浙江的丝绸品质好、美誉度高，产

业规模占到全国一半。近年来，以万事利、

凯喜雅、达利等为代表的丝绸企业将科技与

文化相结合，运用大模型、新型印花技术等

先进技术，成为推动国潮崛起、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再如黄酒主要集中在绍兴，销售收入约

占全国总量的 40%、全省的 70%；中药则主

要分布在杭州、金华、衢州、丽水，产业规模

稳步上升。

依托历史经典产业，浙江还形成了一批

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比如全国十大毛

笔中，浙江就占了4席，分别是双羊牌湖笔、

天官牌湖笔、千金牌湖笔、芝兰图牌湖笔，拥

有“中国毛笔之都”等区域品牌。拿西湖龙

井茶来说，其品牌价值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榜首。

历史经典产业站上“C 位”，对政府来

说，是发展的抓手，对百姓来说，则是增收致

富的载体。

在山区 26 县，不少历史经典产业如龙

泉青瓷、龙泉宝剑、青田石雕、开化根雕等，

是当地的重点支柱产业，富民效应明显。在

龙泉，宝剑、青瓷产业是当地的特色优势产

业，吸引了3万多从业人员，实实在在解决

了就业，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

■与时俱进火起来

“创新设计能力较弱”“龙头企业不多”

“发展模式传统陈旧”“宣传力度不足”……

历史经典产业，对一些人来说是乡愁、

是记忆，要再创新辉煌，走向更广阔的“星辰

大海”，势必要跨越这些短板。

综观各地各领域，支持历史经典产业发

展，浙江可谓“火力全开”。

今年3月，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启动首

批省级非遗茶空间组织申报工作，遴选确

定了首批 25 家省级“非遗茶空间”。此举

目的很明确，就是推动“历史经典+生活”

融合发展，积极将历史经典元素融入公园、

步行街等生活场景，推动历史经典文化资

源有效利用。

历史经典产业要火起来，势必要与时

俱进。

曾经“父传子、师传徒”的传授方式，一

度让历史经典产业人才“青黄不接”。令人欣

喜的是，推动浙江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

高质量发展，浙江有了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

今后，浙江将建立“1 高校+1 产业”机

制，让1所大学牵头对接1个历史经典产业

开展研究开发和人才培养，努力为产业振兴

提供智力服务和人才支撑。

胡庆余堂、王星记……浙江老字号资源

丰富。为了让消费者从“老味道”中重拾老

情怀，浙江今后将通过推动老字号队伍不断

壮大、促进老字号产业升级、引导老字号集

聚发展、拓展老字号品牌影响力等，让这些

老字号焕发新的青春活力。

茶叶，是浙江最具特色、最负盛名的历

史经典产业之一。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蒋伟峰表示，茶叶是推动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的重要土特产，接下来，将坚持生态

立茶、产业兴茶、科技强茶、文化活茶、品牌铸

茶、联农富茶，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历史经典产业再创辉煌，归根结底离不

开企业与时俱进、自我超越的精神。

作为历史经典产业的一员，达利丝绸

如今已经是集丝绸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

丝绸文化工业旅游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今年营收有望达到 18 亿元。问

及活力，答曰：坚持科技内驱、文化赋能、绿

色发展。

可以期待，历史经典，将源源不断地滋

养现代产业、现代生活。

（郑亚丽 据《浙江日报》）

“湖州金牌农人”驰骋广阔田野
今年底该市乡村振兴“五类英才”有望达到四万名

支持丝绸、茶叶、黄酒、青瓷、木雕等产业塑造新辉煌

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浙江再加码

6 月 12 日，浙江省
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
传承高质量发展新闻
发布会在杭州召开。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浙江专门出台《浙江省
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
传承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举措》和《浙江省
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
新发展行动方案》，提
出到 2027 年基本建成
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
展高地、文化传承高
地、品牌荟聚高地、人
才集聚高地。浙江，缘
何如此重视历史经典
产业？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金锁镇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共享厂房”模式，破解各村资

金、工业用地、项目等不平衡难题，多方参与共建厂房，实现收益共享，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促进群众就业、企业发展。

图①6月12日，在泗洪县金锁镇一家纺织企业，员工在车间忙碌。

图②6月12日，在泗洪县金锁镇一家玻璃制品企业，员工在车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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