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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商出海”收获满满
余杭去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537.3亿元

大区挑大大区挑大梁梁
勇攀新高峰勇攀新高峰

春节不停工 重大项目持续更新“进度条”

本报讯 （记者 卢佳骏） 今

年春晚上的小品节目、取材自经

典故事《白蛇传》的《借伞》，以一

把西湖绸伞串联起京剧、粤剧、川

剧、越剧。“白娘子”赵雅芝手中的

这把绸伞正是余杭区四个国家级

非遗项目之一，出自西湖绸伞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宋志明。

创制于 1932年的西湖绸伞，

经过多道工序精心打磨，伞面采用

杭州特产的丝绸制作，画有西湖风

景，“西湖绸伞”因此得名。2008
年，西湖绸伞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把伞的特别之处在于“撑

开一把伞，收拢一节竹”的奇巧设

计，将伞骨一分为二，绸面夹于篾

青与篾黄之间。撑开，能见缤纷

多彩的伞面，收拢，伞面内藏还原

成最初那一节竹筒的样子。

据宋志明介绍，西湖绸伞工

坊安家在黄湖镇青山村，乡村给

西湖绸伞技艺的制作提供了很好

的条件和环境，由于黄湖盛产竹，

竹资源丰富，西湖绸伞所需要的

淡竹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次能将亲手制作的西湖绸

伞呈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宋

志明很高兴。

他说：“很高兴这次春晚能展

示这么多非遗技艺，这对我们的

工作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解非遗文化，

感受它们独有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 高庆

洋 王珏睿 施涛 杨阳 陈名）春

节期间，余杭不少在建重大工程

不停工，现场塔吊林立，依旧是热

火朝天的奋进景象。

城西南排百余名建设者坚守

在城西南排工程南段顾家桥

港施工现场，工人们身穿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现场忙个不停。地

下十米处，几名工人手拿工具，对

前池挡墙进行施工。地面上，信

号司索工刘敬丽拿着对讲机向起

重机操作员发出指令，确保吊装

作业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我是河

南周口人，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希

望我们的项目顺顺利利地完工。”

刘敬丽说。

城西南排工程是浙江水网标

志性工程之一，建成后可把城西

涝水南排至钱塘江，将杭州城西

建成区防洪排涝能力提高至50年
一遇，从而减轻太湖流域的防洪

压力。春节期间，城西南排工程

仍有 160余名管理人员和工人坚

守在岗位上，全力推动工程建设

提速增效。

余杭国际体育中心抢抓进度

清晨，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

核心区最具标志性的重大项目之

一——余杭国际体育中心已经

“动”起来了。现场，工人们正在

进行专业足球场标段北区的结构

钢筋作业以及现场材料清理工

作，春节期间也照常施工，为后续

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争取时间。

余杭国际体育中心规划建设

6万座的专业足球场，18000座的

综合性体育馆和游泳馆及相关配

套设施，其中，地下建筑面积约

19.6万平方米。项目计划 2027年
竣工，建成后将为杭州城市重要

新中心增添一座全新地标。

余杭城投集团工作人员董克

胜表示：“过年期间不停工也是为

春节后全面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助力余杭区一季度全面‘开门

红’。大年初八，其他管理建设人

员将全部到位，重点开始主体结

构施工的作业，计划到 2025年 10
月，专业足球场标段主体结构会

全部结顶。”

保障性住房项目全力推进

春节期间，瓶窑镇D12地块保

障性住房项目施工现场，塔吊在

高空运转不停，建筑工人们依旧

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

项目位于瓶窑镇第二小学正

东面，东侧紧临凤都路，西侧紧临

下金路，北侧紧临金家路，南侧紧

临蒿山路，建成后将提供 70平方

米、9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三种户

型的住宅共1066套房源。

“春节我们不停工，主要作业

内容是地下室的支架搭设、模板

铺设及钢筋绑扎等工作。预计到

2026年 3月，主体结构能全部结

顶，2027年2月正式完工。”苕溪城

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俞黎

君说。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一家

作为清洁能源技术供应商的余杭

企业，与欧洲和南美客户签订了

大额订单，需要大量垫资，手头缺

钱。同时，该企业计划到中东地

区投资，但在投资合规审查等方

面缺乏经验，心里没底。为此，该

企业通过“余省心”平台反映困

难，希望得到政府指导与支持。

获知企业诉求后，余杭区商

务局迅速响应，并在深入对接的

基础上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既

缓解了资金燃眉之急，又助力企

业开拓市场。

该案例是余杭区破解企业出

海难题，推动外贸量质齐升的一

个缩影。通过打造出海新阵地，

培育出海新业态，构建服务生态

圈等系列举措，2024年，余杭区出

口实现逆势增长，对外贸易呈现量

增质升态势：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

总额 537.3亿元，增长 21.2%。其

中，出口 499.1亿元，增长 19.8%；

进口38.1亿元，增长43.6%。

针对众多企业在出海过程中

面临的资金短缺、合规风险、市场

开拓难等棘手问题，余杭区专门

组建“企呼我应”解题团，由区商

务部门牵头，采取部门联动、市区

联动、政企联动等举措，打出一套

“余商出海”组合拳，助力企业“出

得了海”“放心出海”“省心出海”。

2024年以来，我区已组织企

业参加广交会、数贸会、墨西哥暖

通制冷展等团组 26个，累计参展

企业300余家次，获得意向订单超

120亿元，全力助推余杭制造、余

杭品牌走向世界。

新业态是出海生力军。对

此，余杭区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

招引培育新能源领域企业十余

家，持续扩大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和电动汽车等“新三样”出口。

2024年，我区“新三样”出口超 2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高于全

区平均出口增速30个百分点。“余

杭制造”品牌建设同样成效显著，

目前全区已打造 19个“浙江出口

名牌”、20个“杭州出口名牌”。培

育省级内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

业 12家，内外贸一体化智能制造

产业基地改革试点1个。

深化为企服务，才能筑牢外

经贸“压舱石”。2024年，区商务

部门主动打造外贸企业服务生态

圈，用好企业服务矩阵。全年共

服务企业800家次，累计帮助企业

解决各类问题 200余件。持续开

展外经贸合规培训，覆盖企业超

110家次，切实化解源头风险。建

立健全“区—平台/镇街—园区”三

级服务机制，对全区100家外贸重

点企业开展常态化的外贸运行监

测，进一步完善及时预警、有效响

应、精准帮扶的工作体系。与全

区近 20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协

议，帮助外贸企业解决融资缺口

近千万欧元。

春晚“白娘子”撑的伞出自青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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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媛 金于

城）梅花已悄然盛开。在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内，点点梅花缀满枝

头，吸引着游人们纷纷举起相机，

定格下绚烂美好的瞬间。

游客戴丹和女儿在梅树前合

影，她欣喜地告诉记者：“太惊喜

了！一般来说黄色腊梅现在开得

比较好，没想到粉黛梅也开了。”

杭州西溪湿地工作人员杨作

英介绍道：“现在西溪梅花的开花

率大约在 20%左右，目前主要开

放的是江梅和宫粉梅。再过一段

时间，江梅、宫粉梅、绿萼梅这三

个品种将会大量开放。赏梅的最

佳时间，今年预计在 2月中旬到 3
月中旬之间，3月中旬美人梅也会

大量盛开。”

西溪赏梅历来享有盛名。自

古以来，西溪与灵峰、孤山并称为

杭州三大赏梅胜地。到了清代，

“西溪探梅”更是被列入西湖十八

景之一。据了解，今年西溪湿地

新增了 5000株梅花树，将梅竹休

闲区、香雪海、烟水渔庄、深潭口

等各处景点串联成一条长达12公
里的水上探梅幽径，届时梅花成

林，景象将十分壮观。

工人们正在城西南排工程南段顾家桥港施工瓶窑镇D12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现场
西溪梅花悄然绽放

5000株梅树打造12公里水上探梅幽径

本报讯（记者 朱解语 通讯

员 许璐斌 张沁 高青怡 王青）

“在图书馆过年，既温馨愉快，又有

文化气息，孩子还学习体验了传统

手工艺，是一种非常棒的新年打开

方式！”在余杭图书馆参加春节系

列活动的罗女士说。

春节期间，余杭推出了数十

场次春节文旅主题活动，喜庆氛

围不停歇，让人们在赏年俗、品年

味、享年趣的同时，尽情畅享文旅

乐趣。余杭图书馆里人潮涌动，

“‘阅’享国潮中国年”春节系列活

动吸引了众多人参与。不少孩子

在父母的陪伴下，借着火红的背

景框拍摄全家福，沉浸于非遗剪

纸体验中，巧手剪出雪花、喜字、

福袋等精美图案。书香四溢的图

书馆里，定格着阖家团圆的幸福，

飘散着浓厚的文化年味。

不止有图书馆“玩转”春节，

展览馆也接连“上新”。移步章太

炎故居，远近游客正热闹体验木

刻雕版印福，为故居贴上窗花，给

古建筑增添了新春的喜气。游客

张女士手持自己亲手雕刻的福字

说：“这不仅是一份特别的蛇年纪

念品，更是一份对传统文化的致

敬。”故居内，“‘良渚流光 太湖着

秋’中国书画之乡——胥口书画

展”也在持续进行中，市民们游览

精美的书画长卷和作品，品味中

国写意画的深远意境，在新春氛

围中体会太炎文化的博大精深。

俗话说，无戏不成年。在余

杭小百花越剧团的新春惠民演出

季现场，越剧《经典折子戏专场》

《五女拜寿》等经典剧目轮番上

演，以悠扬的唱腔和动人的剧情，

让观众如痴如醉，感受戏曲里的

年味。越剧爱好者杨女士激动地

说：“能在春节期间看到这么精彩

的演出，真是太幸福了，越剧的文

化魅力简直圈粉无数。”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同样

是全天热闹不打烊，游客们带着

祝福共同放飞“良渚玉鸟”，祈福

新年平安顺遂；畅快开启“朝圣一

日游”，探索良渚文明的神秘。无

论是大江南北的中国游客，还是

远渡重洋的外国来访者，都能在

每件手工艺品、每一站游览中，感

受五千年良渚文化的熠熠生辉。

夜色渐浓，余杭的街头依旧

灯火通明。瓶窑老街的民俗灯会

上，市民们驻足欣赏五彩斑斓的

蛇年花灯，观看演员们展现杂技

绝活儿，为精彩舞龙舞狮表演鼓

掌喝彩，整晚悠闲游逛在老街上，

细细品味“非遗春节”魅力。

今年新春，余杭还推出了一

系列惠民举措，为文旅消费增活

力。不少市民通过领取千万元农

文旅消费券，携家人朋友前往精

品酒店和景区，畅享“文旅惠民”

的美好体验。

此外，很多人选择在路上感

受浓厚年味。市民刘先生沿着

“良渚寻玉记”“径山问茶行”“青

山溪游记”“未来共富路”四条打

卡路线，领略余杭的深厚文化底

蕴。他说，“这些路线设计得很有

意思，既能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

又感受到了蓬勃的创新实力，给

全家人留下了难忘的春节记忆。”

在节日期间，余杭区文广旅

体局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

序，通过压实“区级部门+属地镇

街+企业主体”三方安全责任体

系，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为市民们

安心过年提供了坚实保障。

截至2月4日11点，余杭区重

点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138.21万
人次，营业收入10920.11万元，门票

收入610.35万元。这个春节，余杭

区凭借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惠

民举措，不仅营造了浓浓的年味，

也为新年激发了澎湃的文旅活力，

绘出了一幅辞旧迎新的美好画卷。

古韵新风焕活力 文旅盛宴迎新春

瓶窑老街大过中国年系列活动 “蛇”么都好 2025良渚古城春节系列活动

闲林埠老街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