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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电，避峰让电
同献爱心，共尽责任

童心飞扬 艺彩绽放

记者 俞晓委

本报讯“六一”国际儿童节，

是孩子们专属的欢乐节日。6 月

1 日上午，由县委宣传部（文明

办）、共青团县委、县少工委主

办，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

2025 年“青少年宫杯”童歌童舞

赛决赛，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精

彩举行。45 位晋级决赛的少年

儿童，以美妙歌声与灵动舞姿，

共同欢庆这一美好节日，为现场

观众和线上网友带来了一场满

溢童真与艺术魅力的视听盛宴。

本次比赛围绕“美育春风拂

天姥·童声舞韵绘文明”这一主

题展开，精心设置童歌赛（低段

组、高段组）和童舞赛（低段组、

高段组）四大组别。活动现场，

小选手们身着精美盛装闪亮登

场。在童歌赛环节，《京剧娃》比

赛选手用清脆的嗓音唱出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杨梅小姑娘》歌

声甜美，仿佛把大家带到了硕果

累累的杨梅林；《壮歌声声啊嘞

嘞》则充满了民族风情，展现出

别样的地域文化特色。童舞赛

里，《喜上眉梢》用欢快的节奏、

活泼的动作传递着喜悦；《铃铛

舞》中铃铛清脆的响声仿佛是欢

快的音符；《俏灵狐》则让小舞者

们化身灵动的小狐狸，俏皮可

爱。

担任此次比赛评委的是来

自浙江师范大学的李成教授、浙

江艺术职业学院的章蔓丽教授

等权威专家。他们从选曲编排

的巧妙性、技巧表现的专业性、

舞台感染力的强弱等多个维度，

对选手们进行了细致且专业的

评审。专家评委们对选手们的

表现赞不绝口，浙江师范大学李

成教授表示：“孩子们用艺术传

递了新时代少年的文化自信与

蓬勃朝气，让人看到了艺术教育

在他们身上结出的丰硕成果。”

经过紧张又激烈的角逐，大

赛结果终于揭晓。“十佳天籁童

声”“十佳精灵舞者”“优秀潜能

奖”等个人奖项各有归属，鼓山

小学、实验小学等 7 所学校荣获

“优秀组织单位”称号，胡晓洁、

王语轩等 12 名教师被评为“优秀

辅导员”。活动现场，与会领导

为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对孩

子们寄予了殷切期望，鼓励他们

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追逐梦想，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通

过县融媒体中心进行全程直播，

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同步互动，让

更多人能够欣赏到少儿美育的

精彩成果。“赛事不仅为青少年

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

县深化‘双减’政策、推进素质教

育的重要实践。”县青少年活动

中心主任张卓媛说，下一步，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举办各

类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为孩子

们创造更多展示自我、提升自我

的机会，进一步推动全县少儿艺

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县“青少年宫杯”童歌童舞赛决赛收官

“5·31科技日·人才周”智能制造路演专场活动举行

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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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车丹妮 项泽统

本报讯 近日，以“创新驱动发

展 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的“5·31
科技日·人才周”智能制造路演专

场活动举行。

当天，4家优质企业及高校项

目参与路演，涵盖新材料、智能光

学、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其

中，工业 AI 相机项目采用先进的

低功耗设计和散热技术，确保相

机在长时间工作中保持高稳定

性和可靠性，图像数据在相机内

部处理，无需上传至服务器，保

证数据的高稳定性和安全性的

同时，可以显著降低整个工业视

觉检测系统的成本。“新昌对于

人才的引进和科技项目的支持

力度比较大，我们也一直有意向

来新昌发展，希望通过这次路演

活动，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

的项目。”该项目负责人魏贺对

于未来项目能落地新昌发展充

满期待。

本次活动是展示智能制造

领域前沿成果的舞台，更是深

化 协 同 创 新 的 重 要 契 机 。“ 本

次路演的项目对我们新昌的智

能制造业起到了补链强链的作

用 ，并 对 产 业 发 展 产 生 启 发 。

未来，我们也会举办更多类似

活动，为新昌企业、为产业智能

化发展赋能。”县高创科技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昭

麟表示。

活动通过“项目展示+专家点

评+资本对接”的创新模式，深化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我县智

能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加速迈进，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当天活动还进行了《水系电

池关键材料与器件研究》专题讲

座，金融机构开展了服务宣讲。

记者 钱不弢

本报讯 日前，县总工会开展

“共筑童心梦 驿起庆六一”亲子关

爱系列活动，依托工会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为我县部分快递员、

环卫工人、外卖员、城管、交警等

户外劳动者的子女送上节日关

怀，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暖。

5月 29日傍晚，5个工会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同时点亮节日温

暖，为共计250名孩子送上了节日

礼物。在建设银行城中支行工会

驿站，20 名孩子从工会志愿者手

中接过甜蜜的棒棒糖，银行工作

人员则带领孩子们参观了银行工

作区，了解业务办理流程，并通过

生动讲解，让孩子们明白储蓄的

意义。“原来钱除了放储蓄罐，存

进银行还能变得更多呀！”一位小

朋友在听完讲解后兴奋地说道。

活动尾声，每个孩子都收到了精

心准备的六一礼物，灿烂的笑容

在稚嫩的脸庞绽放。

5月31日，温暖延续。县总工

会组织 460 名户外劳动者及子女

走进电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

旅。活动中，孩子们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有序入场，眼中闪烁着期

待的光芒。观影过程中，放映厅

内时而响起清脆的笑声，时而陷

入感动的宁静。当影片播放到动

人情节时，不少孩子悄悄抹去眼

角的泪花；而欢快的场景又让他

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和妈妈

还有这么多小朋友一起看电影，

太开心了！”一位环卫工人的孩子

在散场后拉着妈妈的手说道，“妈

妈平时扫大街很辛苦，今天感觉

特别幸福。”

“户外劳动者是城市运转的

重要保障者，他们的辛勤付出值

得全社会尊重。”县总工会副主席

王舜杰表示，工会作为职工的“娘

家人”，始终关注劳动者家庭的实

际需求，在持续推进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点建设的同时，依托站点

积极开展涵盖节日慰问、寒暑关

怀、就业指导等各项暖心活动，以

全年不间断的温暖行动，让户外

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娘家人”的关

怀就在身边。

近年来，县总工会持续完善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截

至目前，已建成 100 个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覆盖 12 个乡镇（街

道）重要区域，为户外劳动者提

供了“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的温

馨港湾。

共筑童心梦“驿”起庆“六一”
县总工会为户外劳动者子女送上别样儿童节温暖

精彩“六一”

笑 语 盈 园
连日来，我县多所学校精

心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六一”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欢

乐盛宴。图为鼓山小学组织

主题游园活动。

（记者 张佳妮 摄）

记者 俞晓委

本报讯 近日，省中医院文

史基地和省名中医研究院文史

基地在我县天姥中医博物馆揭

牌成立。

两大基地将依托天姥中医

博物馆万余件珍贵藏品，整合省

中医院临床资源及名医研究院

学术力量，重点开展典籍研究、

文 物 活 化 、人 才 培 养 三 大 工

程。省卫健委中医药传承创新

处处长刘怡指出，此次合作破

解了中医药文物“馆藏活化难、

学术转化弱”的困局，要求构建

集文献研究、展览教育、文创开

发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值得关

注的是，民间收藏家、县政协委

员郑黎明二十余年收集的明清

医案孤本、宋代制药器具等珍

稀文物，将通过数字化建档实

现研究共享。

“每件文物都是活着的中

医教科书。”省名中医研究院院

长肖鲁伟以馆藏《越医典籍》为

例，指出这批文物将填补浙派中

医理论体系研究的实物空白。

省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强透露，基

地已规划三条实施路径：建立青

年医师文物研学制度，开发中医

文物主题课程，启动“文物里的

中医智慧”巡展。

仪式上，省名中医研究院、

省中医院与天姥中医博物馆现

场签署合作协议，明确三方资源

整合与协作机制；天姥中医博物

馆馆长郑黎明被聘任为省名中

医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与会领

导、嘉宾共同为基地揭牌，标志

着两大省级中医文史基地正式

进入启动运营阶段，未来将成为

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核心

枢纽；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肖鲁

伟、省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强共同

移交国医大师葛琳仪题写的“传

承创新发展”书法作品给天姥博

物馆珍藏，象征着中医药文化守

正创新的使命。

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

宾参观了天姥中医博物馆，零距

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与深厚底蕴。

共绘中医文化传承新图景
两大省级中医文史基地落户天姥中医博物馆

记者 余佳

通讯员 吴乐平

本报讯 近日，回山镇卫生

院组织家庭医生团队走进辖区

养老院以及残疾人之家，通过

健康义诊、温情陪伴、技能培训

等系列服务，为老人和残障人

士送上关怀与守护。

当天，医护人员为老人和

残障人士提供血压、血糖检测

服务，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用药习惯及日常饮食，细

致解答大家提出的日常健康

问 题 ，并 给 出 个 性 化 健 康 建

议。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医

护 人 员 也 逐 一 开 展“ 床 旁 服

务”。针对夏季易发的中暑、

肠胃疾病等问题，医护人员还

用方言向老人们讲解防暑降

温、科学作息等健康知识，为

养老院护工带来专题培训，指

导护工掌握卧床老人翻身技

巧、压疮预防、应急救护等实

用护理知识。护工们认真记

录、踊跃提问，直呼“内容接地

气，能直接用在工作里”。

“我们将以家庭医生团队

为纽带，把定期上门与应急响

应相结合，让特殊群体健康有

人管、需求有人应。”回山镇卫

生院负责人表示，该院家庭医

生签约团队结合移动医院每月

定期送服务上门，为养老院和

残疾人之家提供血压监测、用

药指导等零距离健康服务。

签约服务 送医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