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6400
吨全电力推进
不锈钢化学品

船舶，在位于六横的浙江东鹏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2号造船平台顺利
下水。据悉，这是该公司为上海船
东方打造的第一艘、也是浙江省打
造的首艘全电力推进不锈钢化学
品船舶。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新能源汽
车产业带动下，以电动化为主的船
舶绿色动力技术已比较成熟，得到
不断推广。2021年全国电动船舶
市场规模达到94.8亿元，同比增长
12.9%，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
到168.7亿元，一个电动船舶发展
的春天即将来临。

拥抱这个春天，对普陀意义重
大。相较于传统燃油驱动船舶，电
动船舶除具有噪声低、可操纵性
强、环保智能等优点外，在短途固
定运输场景还具有使用成本低的
优势。以一艘百吨级客船为例，尽
管初始购置成本高于燃油客船，但
运营费低，收回增量成本周期仅5.1
年。舟山岛屿众多，水上客运航线
固定且距离较短，以电动船舶逐步

取代柴油动力船舶大有市场，有利
于推动海上交通节能降耗，也有利
于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

发展电动船舶，关键要打通其
发展痛点。电动船舶尽管已展现
低基数的快速增长，但渗透率不足
1%，主要原因是受初始投资高、经
济性不足、里程焦虑、基础配套不
完善等痛点影响，“政策护航+经
济性提升”是破解之策。在国家层
面已有支持船舶电动化政策基础
上，地方出台包括生产补助、税费
减免、用电优惠等在内的更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推动示范先
行，在适宜场景加速替代。同时通
过产学研合作、构筑产业发展新模
式，降低初始投资，并加强岸基充
换电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经济
性，将有效提升市场需求，抢占电
动船舶发展新赛道有利位置。

日前，我市出台《关于支持船
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加速布局新能源
船舶和地方特色船舶”。抢占电动
船舶发展先机，加速电动船舶生产
制造和推广应用，必将助力普陀船
舶产业高质量发展。

抢占电动船舶发展先机
□盛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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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励佳 通讯员 张
琦琪）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在近
日召开的2023年高水平推进健康
浙江行动现场会上，我区被授予
“2020—2022年度健康浙江行动省
级样板”称号，系全市唯一。

近年来，我区全面贯彻落实
“健康浙江”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健
康普陀建设，健康浙江考核连续5
年获得优秀等次。“在具体建设中，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聚焦海岛居民
需求，重点培育具有海岛特色的居
民健康服务项目。”区卫健局相关

负责人说，其中，“远洋渔民心理干
预”和“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项目
入选2022年度健康浙江行动优秀
案例，“共富方舟”项目入选2022年
度健康浙江行动示范样板，并被推
荐上报为2023年健康中国创新实
践案例（创新探索类）。

同时，我区牢固搭建多部门、多
渠道、多触角的健康教育宣传网络，
创新打造全市首个健康科普教育直
播间，组织开展健康达人评选和健康
家庭大奖赛等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
起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健康理念。

我区获评健康浙江行动省级样板
系全市唯一

□记者 陈璐瑶

讲台上，他幽默风趣，字字珠
玑；讲台下，他言传身教，循循善
诱……从教十余年来，东港中学
教务处主任、数学教师贺彦斌辛
勤耕耘在三尺讲台，照亮了一颗
颗求知若渴的心。

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

“贺老师讲的课非常有意
思”……谈及贺彦斌时，他的学生
说得最多的就是对他教学方式的
喜爱，即使是在课间，也时常能看
到学生们和他探讨数学题目的身
影。

2010年，贺彦斌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成为东港中学数学教
师。期间担任了10年班主任，每
次接手新的班级，他都会访遍每
户家庭，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基本
情况，并给每个孩子建立一份成

长档案。
“刚担任班主任的时候，班里

有一个女孩，家中遭遇了变故，我
多次家访与孩子母亲沟通，帮助
孩子树立信心。”贺彦斌说，让他
很欣慰的是，这名学生最终考上
了重点中学，还走上三尺讲台，和
他一样成为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一定要静下心来关注每个学
生，做他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课堂教学改革的排头兵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深入开展，
不少学校纷纷改进课程设计，打造
高效课堂。如何上好一堂课？怎样
才能让学生爱上学习？贺彦斌不停
思考着，潜心研究新课改方向和变
化，尝试新思路、新方法。

这些年，他先后担任了五四制
实验班和“e＋”网络实验班班主
任，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
感受数学的魅力，同时在“备议导

练课堂”“三人行课堂学习”“大单
元教学”等模式上不断尝试，追求
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他所任教
的班级数学学科成绩始终名列全
区前茅。同时，他还承担了各类
公开课与展示课，与名师们共同
探讨、挖掘教材，还参与编写省义
务教育拓展课程《数学新探索》，
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贺彦斌
收获了第九届全国初中数学青年
教师优秀课一等奖、浙江省初中
数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等诸多荣
誉。“这些荣誉是肯定和鼓励，更
是鞭策，我将一如既往，努力做一
个深受学生尊重和信赖的老师。”
贺彦斌说。

工作中当好标杆和榜样

《中国教育寻变》《创新者的课
堂》《做最好的班主任》……贺彦斌
的办公桌书架上，有很多教育类书

籍。如今，他不仅要任教九年级的
数学教学，还担任学校教务处主任
的工作，平时工作量很大，但总能
有条不紊地把工作处理好。

“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把工
作做好。”这是贺彦斌常挂在嘴边
的话，激励着自己，也激励着他身
边的每一个人。“贺老师教学严谨，
做事细致，对待学生的辅导也非常
精心，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
值得我们青年教师学习。”和贺彦
斌搭班多年的教师王丹凤说。

从一线教师岗位逐步走向学
校行政管理岗位，贺彦斌积极探寻
学校校本研训的新路径，提出了
“教学驿站”校本化研修方案，组织
学校教师每周参与教学研讨，促使
学校校本研修的良性发展。

贺彦斌说，将始终以优秀党员
和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提高学校
教学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

辛勤耕耘三尺讲台，贺彦斌——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记者 励佳

在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
公司附近的滩涂上，无数块一米
见方的光伏板整齐排列，一眼望
去颇为壮观。“日光照射8小时，每
块光伏板就能产生3度电。我们
目前总的设计容量450W，已安装
了13400余块。2023年，由光伏电
站产生的电量，已经占到了公司
整体用电量约17%。”该公司装备
保障部部长史静跃说。

据了解，近年来，万邦船舶重
工(舟山)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双
碳”战略，着力探索节能减排之
路。2021年，厂区全面启动建设
光伏发电项目。“我们计划分6期
建设，目前 1至 5期全部建成投
用，6期预计能在今年年初启用。”
史静跃介绍，第一期项目2022年
顺利投用，部分用电成功替换成
清洁能源，也让企业吃下了“定心
丸”，安心加大后续投入力度。目

前，1至5期光伏电站总造价2800
万，装机容量达6.4兆瓦，年发电
量最大约600万度电，可占企业用
电总量的20%左右，每年可为企业
节省支出约110万。

在经济效益之外，光伏电站
的投用产生的环境效益也格外亮
眼，目前万邦船舶重工每年可减
排二氧化碳约6000吨，减排二氧
化硫约180吨，大约减少标煤消耗
2400吨。

与万邦船舶重工一样，我区
不少企业为了突破能源桎梏、节
能减排，在建设光伏发电项目上
加大投入。企业有需求，政府有
回应。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区深入摸排工业、商业等可
开发资源，积极宣传、鼓励引导企
业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累计建成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11万千瓦，
可开发工业屋顶光伏覆盖率85%
以上。

光伏发电的全面推广，是我

区立足资源禀赋，在低碳能源供
应侧做“乘法”的有力印证之一。
近年来，我区充分发挥海域面积
广、海洋资源丰富、港口条件好等
优势，大力发展风能、潮流能、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推动低碳能源
供应倍增。目前我区年产绿电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达40%以上。

奔涌不息的潮流，让普陀有
了“活水码头”的美誉，也带来了
取之不竭的动能。2023年，在普
陀山岛与葫芦岛之间的海域，全
国首个具备公共测试和示范功能
的国家级潮流能试验平台——舟
山潮流能发电示范工程顺利通过
验收。

2023年9月16日0时至9月
25日24时，经过240小时试运行
测试发电，舟山潮流能发电示范
工程机组发电各项指标满足要
求，顺利通过验收。“整个发电过
程是把水下潮流能发电机组产生
的电能，通过升压后接入葫芦岛

岸基集控中心，再由架空线接入
葫芦岛电网。机组预计年发电量
30万度，可基本覆盖葫芦岛居民
日常用电。”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项目的建成对下步葫芦岛
以点扩面推进潮流能发展、其他
海岛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潮流
能有关键性的示范作用。

此外，我区还在全省率先谋
划布局海上风电，早在2019年建
成投运全省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25万千瓦，年产绿电约7
亿度。目前基本完成装机容量
16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测风工作，
正同步开展“海上风电+实体制
造”产业联盟体招商。

“近年来，我们以重大能源项
目为抓手，多点发力、先立后破，
大力推动能源科技进步和创新，
加快成熟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应
用，新能源发电正进入规模化‘倍
速’发展。”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做好低碳能源供应的“乘法”
——我区打造特色多元新型能源强区纪实（上）

□记者 励佳 通讯员 刘彩霞

日前，在城北人防办北侧，园
林部门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修
剪柳叶马鞭草，只余下15厘米左
右高的植株，助其更好地“休养生
息”。再过段时间，这片经拆墙覆
绿的荒地上，将再现近8万平方米
梦幻花海。

虽然花海陷入“冬眠”，但园
林工人仍在忙碌，不时穿梭其中，
施肥、养根，通过科学精心的养
护，为下一次盛放补足“底气”。
这也是去年以来，我区从细微处
着眼，以各个项目为抓手，不断推
动城乡面貌日日新，居民幸福指
数节节高的缩影。

拆墙覆绿 闲置地块焕生机

这片柳叶马鞭草紧邻东西快
速路和海天大道，挨着建设中的灵
秀街隧道一端，是名副其实的城市

入口。自2023年7月首次集中盛
放以来，这片花海不时在市民们的
抖音、微信朋友圈露脸，同时伴随
着“原来我们普陀也有这样美的地
方！”等类似的感叹。

“过完年，暖风一吹，这些柳
叶马鞭草就会开始爆芽蹿高，到
了5月，大家又可以看到紫色花海
了。”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养
护一科副科长梅浩说。

很难想象，在2023年初，这里

还是一片荒芜之地，被杂草、违
建、垃圾等堆满，是城市发展建设
中漏打的“补丁”。

2023年3月，为提升城市整体
颜值，打造更好的居住环境，我区
启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相关部
门排摸、梳理出了不少闲置地块，
随后大刀阔斧推倒了围墙，加快
速度覆绿、植绿、彩化，闲置地块
经“梳妆打扮”，摇身一变成为新
晋网红打卡地。

过去一年，除了让人印象深
刻的柳叶马鞭草花园，浦西大桥
下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蜈蚣岙地
块400米长的五彩缎带、鲁家峙红
黄色绚烂花海等美景也频频“出
圈”，成为市民们生活中不期而遇
的小惊喜。

“这些地块有些原本种了当
季的花草，最近我们也在重新播
撒花籽，比如彩色油菜花、石竹、
百日菊等，希望2024年带给市民
一个锦绣春天。”梅浩说。

据了解，2023年，我区整治拆
后闲置地块45个，打开围墙近万
米，拓展城市空间约3000亩。对
基本完成整治的地块，相关部门
还建立、落实好常态化管理机制，
不断巩固整治效果，切实让城市
闲置地块成为市民共享空间。

扩绿增彩 四季赏花各不同

闲置地块的覆绿和彩化，是
我区“花海彩林”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2023年是我区实施“花海
彩林”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年，截
至12月底，全区启动项目45个，
完成投资约1.3亿。

匠心细琢描微处 泼墨挥毫绘新卷
——我区聚力推动城乡面貌换新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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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誉和成就
●荣获全省美丽城镇建设、美丽浙江建设工作考核优秀区
●连续五年获评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优秀单位，夺得首

批“神农鼎?铜鼎”
●东港、东极分别获评省级新时代富春山居图样板区、省级县域

风貌样板区
●创成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入选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三星级样板县
●虾峙栅河线上榜全省“十大最美农村路”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入选国家级海洋生态修复项目
●荣获省林长制工作、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五水共治”工作优秀区
●三度捧回“大禹鼎”

本报讯（记者郭杰）1月2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徐炜波率队调研桃花镇、虾峙镇重大项
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紧围绕“一岛一
功能”发展战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持续
深挖海岛资源禀赋，聚力攻坚重大项目建
设，以奋进姿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在桃花镇，徐炜波走访了塔湾村、对峙
村、沙岙村等地，了解桃花岛旅游开发配套
道路一期、大黄鱼养殖基地、阡陌农场等部
分在建在谋项目前期规划、配套工程建设
等情况。徐炜波指出，桃花镇地理区位、岸
线资源得天独厚，发展空间广阔，相关部门
要以重点项目建设谋划为牵引，全面凸显、
综合利用岛上自然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海
水养殖、海岛旅游等特色产业，探索渔旅融
合、温泉度假等产业发展新方向，努力打造
海岛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在虾峙镇，徐炜波走访调研了东白莲
油品储运、西白莲绿色海工基地、金钵盂岛
70万吨不锈钢冷轧等项目推进情况，听取
了小虾峙区块招商情况介绍。徐炜波指
出，虾峙镇要立足海岛功能定位，及时对
接、全面护航辖内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加大
谋划招引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作
为，进一步优化协调服务工作机制，切实解
决项目推进堵点难点问题，助力重大项目
建设早落地、早见效。

徐炜波在调研中强调，要树立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谋划清洁能源、新材
料、LNG船加工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加紧
整合一批“低小散”渔船修理企业，确保“去
小上大”，引导企业加快节能、降耗、减污、
降碳等绿色化转型。要紧盯建设进度，明
确时间节点，不断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高
标准、高效率抓好重点项目建设。要主动
靠前服务，深入项目一线，切实解决土地、
交通、配套设施等制约因素，以最优要素保
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王海涛、屠定玉、戴沈晨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