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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传承“赤脚入田地”好作风
○罗正然

苕 溪 时 评
1963 年 4 月，毛泽东到杭州视

察，浙江省委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

劳动的材料》。这 7 份材料中就有

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

《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

毛泽东在审阅这批材料时，将

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

加劳动的好材料》，5月9日写下长

篇批语，高度肯定这种“吃苦耐劳、

无私奉献”的精神，认为这有利于

“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

回眸往事，佳话如歌。当时群

众评价干部“四多四少”：赤脚劳动

的多了，田埂上走来走去的少了；点

头商量的多了，关起门来开会的少

了；落户在贫下中农家里的多了，睡

在公社机关的少了；带头做榜样的

多了，指手画脚、讲空道理的少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去的

郊区农村变成今天的城市新中心。

半个多世纪前的“五九精神”能否登

上新时代发展的“新客船”？答案是

肯定的。

这是新时代凝聚群众的需要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群众看干部什么？就是看作风。

60多年前，原红星大队副队长

宋阿才很少和社员一起劳动，社员

说“我们队里养了个‘五保户’”，他

讲的话自然也没人听。自从他转变

作风，积极参加劳动，及时发现解决

问题，社员对他的态度转变了，都说

“我们的生产一定搞得好”。

行动是最好的宣言书，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今天的基层干部

只有赓续传承“赤脚下田地”的好作

风，要求群众做到的，首先带头做

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

做，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

民，增强自身“磁力”，才能将群众牢

牢凝聚在我们党的周围。

这是新时代知晓群众的需要

现在的基层干部大多是才出

“学府门”就进“政府院”，缺少车间

生产、田间耕耘、社会摔打，群众生

产生活遇到哪些困难、有什么渴盼

需求，都是心里没底。如果只是坐

在办公室里想，大体会大相径庭；或

“键对键”收集，也只能浮于浅表。

唯有抵近一线去，扎进群众中，才能

掌握真情、摸清实况。

那时，友谊二社的社员不愿参

加田间劳动，都争抢着到杭州运菜

皮。为了弄清原委，支部委员沈雪

良等人也跟着运了一次，才知运菜

皮工分高。他和社员商量后，把运

一船菜皮的工分从50降到24，及时

解决了劳动分工上的矛盾。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才能

沉淀多少真情。近些年，屡有党政

机关干部转换角色，体验快递小哥

头顶烈日穿梭街头的酸楚，他们一

致感叹：“这样的钱不好挣”“快递小

哥讨生活不易”。

唯有“汗滴禾下土”，才知“粒粒

皆辛苦”。对民情的了解，“耳闻之

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基层干部只有将身子沉到群众中，

让脚踩在田埂上，和群众一样吃苦、

流汗、受累，才能知道群众的难处在

哪，问题的根由在哪，作决策、定措

施、干工作才能推己及人。

这是新时代服务群众的需要

干部多跑腿，群众少跑路。那

时，丘桥片大队干部要向公社汇报

工作，起码要跑5公里，有时跑到公

社还找不到人，一来一去得花半天

时间。后来因为片里有公社干部常

驻，一般的工作汇报就不必再跑。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群众

的幸福指数往往需要党员干部的辛

苦指数来换取。解决邻里纠纷、改

善公共设施、关心老幼人群，都需要

基层干部深入村社每个角落，深入

到居民家中，亲力亲为做好针头线

脑的工作。

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须分解落实

到基层干部的具体行动中。

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是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要拿出“用脚步丈量民情”的情

怀，将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办成放心事、舒心事、顺心事，以

“卷裤腿”的姿态深入一线找问题，

以“撸袖子”的气概凝心聚力办实

事，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填满奔

赴幸福路的“心窝”。

在良渚，古城遗址的晨钟暮

鼓穿越五千年时空，与现代文明

的脉搏同频共振。“住宿+文化”

“露营+自然”“采摘+农耕”的创新

模式，为都市人打造了一方心灵

栖居地。从洲际酒店的玉琮美学

到溪畔营地的星空剧场，从蓝莓

大棚的科技芬芳到陶器纹样里的

味觉密码，良渚正以“文化解码

者”的姿态，邀大家共赴一场历史

与现代交织的文明之旅。

在历史与现代交织处
寻一处栖心之所

当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精致

在良渚碰撞，住宿不再只是简单

的休憩，而成为了一场穿越时空

的文化漫游。从洲际酒店的玉琮

意象到君澜度假酒店的东南亚风

情，良渚的住宿体验恰似一部立

体的文明交响诗。

在杭州良渚洲际酒店，设计

师以“璧圆像天，琮方像地”的哲

学理念，将良渚玉器文化融入现

代建筑肌理。大堂悬挂的巨型玉

琮艺术装置在灯光下流转温润光

泽，客房内以良渚陶器纹样为灵

感的装饰画与智能客房系统形成

奇妙对话。当宾客在无边际泳池

畔品鉴“青铜时代”主题下午茶

时，远处良渚古城遗址的轮廓在

暮色中若隐若现，历史与当下在

此刻达成完美共鸣。

若说洲际酒店是文化传承的

殿堂，那么希尔顿欢朋酒店则是

都市人的云端秘境。坐落于光之

塔 29层的全景客房，将良渚新城

的天际线化作流动的画卷。晨起

推窗，永旺梦乐城的霓虹与玉鸟

集的炊烟在晨雾中交织；入夜时

分，空中花园的灯光与星空遥相

辉映，商务精英在此找到都市节

奏与文化寻根的平衡点。

深藏于文化村社区的君澜度

假酒店，则以新古典主义建筑拥

抱自然。客房露台上，山雀的啁

啾与远处卡丁车的轰鸣构成独特

的生态协奏曲。中餐厅主厨以良

渚黑陶器为灵感，创作出多种创

意菜品，让食客在味蕾上感受五

千年前的炊烟。当孩子们在童玩

中心体验VR考古时，长辈们可在

临湖茶室细品良渚文化主题茶

席，古今对话在袅袅茶香中自然

发生。

这些栖居之所不仅是旅途的

驿站，更是打开良渚文明的钥

匙。从玉器纹样到稻作文化，从

智能客房到生态农场，良渚的酒

店业者正以匠心诠释着“居停美

学”的新定义——让每个夜晚都

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在山水营地间
枕着星光听文明私语

当城市的喧嚣渐行渐远，良

渚的露营地正以多种不同的自然

诗篇，邀请旅人书写自己的田园

牧歌。从溪畔营地的烧烤篝火到

风逸荷塘的咖啡飘香，这里不仅

有宫崎骏笔下的童话世界，更有

五千年文明浸润的山水画卷。

溪畔营地是亲子家庭的欢乐

剧场。沙地游乐场上，孩子们追

逐着蜻蜓穿越天幕区；演出舞台

的灯光亮起时，露天电影在溪水

潺潺中拉开帷幕。当篝火台升起

袅袅青烟，家长们手持咖啡吧台

特调的“良渚冰咖”，看孩子在沙

池里堆砌出心中的古城模型，时

光在此刻变得柔软而绵长。

港南村营地则将田园美学发

挥到极致。撑起帐篷的瞬间，稻

田里的蛙鸣与划船码头的水声便

成了天然的白噪声。当孩子们在

无动力设施区攀爬嬉戏时，大人

们可体验围炉煮茶的古朴仪式，

或是参加农耕体验课程，用双手

触摸五千年前的稻作文明。暮色

四合时，河岸边的星星灯串次第

亮起，将现实世界装点成宫崎骏

的动画场景。

若想寻一处静谧所在，美丽

洲公园的参天古树下自有天地。

支起野餐篮，看阳光透过树叶在

五彩帐篷上绘出斑驳光影，随手

一拍便是朋友圈的“良渚小瑞士”

明信片。而风逸荷塘的临水露台

则为露营增添了几分诗意，当炭

火烤盘上的牛肉嗞嗞作响，手磨

咖啡的香气在山水间氤氲，孩童

在吊床上酣眠的呼吸声，仿佛是

大地最温柔的摇篮曲。

在枝头果香里
采撷文明的甜美滋味

当晨曦穿透蓝莓大棚的薄

膜，当桑葚汁液染紫孩童的指尖，

良渚的采摘园正以最鲜活的方

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与农耕文明

的千年情缘。从麟海蔬果合作社

的小番茄到北草园的樱桃林，每

一颗果实都承载着文明的密码，

等待旅人用味蕾破译。

在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浙

樱粉 1号小番茄像红宝石般缀满

藤蔓，日本黄妃则以琥珀色的光

泽挑逗着视觉。当孩子们提着竹

篮穿梭在智能温控大棚间，他们

摘下的不仅是果实，更是五千年

良渚人驯化水稻的智慧延续。土

豆田里的“盲盒”活动更添趣味，

铁锹翻开的泥土中，或许藏着紫

色或红色的惊喜，恰似良渚玉琮

上未解的纹样。

良渚蓝莓基地的钢架大棚

内，源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在基质

栽培床上列队生长。以色列滴灌

技术将营养液精准送达每株根

系，让果实始终保持清甜多汁的

状态。指尖轻触果霜的瞬间，仿

佛能感受到良渚先民在湿地中驯

化野果的耐心与智慧。而北草园

生态农业基地的樱桃树下，红妃

品种以高颜值和绝佳口感成为焦

点，孩子们踮脚采摘的模样，与五

千年前的采果场景在时光中重

叠。

从春日的樱桃到夏日的蓝

莓，良渚的采摘季恰似一部文明

的味觉编年史。当都市人在枝头

寻觅甜美时，收获的不仅是维生

素的滋养，更是对“天人合一”农

耕哲学的生动诠释——在这里，

每个采摘动作都是与土地的对

话，每颗果实都藏着文明的基因。

组稿/诸飞扬 金良瓶

栖居山水露营星河 在良渚寻觅心灵的栖息地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杨阳）昨日，

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首届

“亲橙开放日”正式启幕。作为浙

江省文旅局官宣的“入境旅游创

新发展先行试点”，活动吸引了全

球青年创业者、阿里“校友”及阿

里生态伙伴参与，通过政企联动、

科技展示、文化融合等多元形式，

打造了一场数字经济与城市生态

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上午9时30分，“青橙同心汇

阵地”正式启动。这一阵地将系

统性推出创业加速课程、政企对

接沙龙及投融资服务，为创业者

提供全周期支持。

活动现场，三大创业板块引

发高度关注：十年陈校友会上，阿

里资深员工与AI投资人围绕“创

业基因与AI赋能”展开对话，分

享跨境出海、数字化升级等实战

经验；AI星火榜UP局上，10家AI
创新企业展示智能机器人、数字

营销工具等应用，吸引多家投资

机构现场对接；智领全域商家AI
峰会则聚焦 AI工具研发与数据

应用，探讨智能经营密码，助力企

业突破效率瓶颈。

活动全天开放阿里系生态企

业探访路线，参与者可沉浸式体验

“创新-孵化-爆发”全链路成长模

型。路线覆盖国内数据智能领军企

业玳数科技（袋鼠云）、聚焦海洋经

济的一米八海洋科技、跨境电商服

务龙头浙江国贸数字科技，以及新

能源领域独角兽中能坤域科技等，

展现阿里生态企业的多元化布局。

作为本届亲橙开放日的核心

亮点之一，“亲橙十派”首批派别

成立并开放招募，“亲橙十派”社

群全天路演精彩不断，涵盖武侠

派剑术表演、街音派Live演唱、芳

香疗愈派冥想体验等十大主题，

吸引青年创业者边逛边玩。

事实上，“亲橙开放日”不仅

是资源对接平台，更是阿里巴巴

创新生态外溢的缩影。阿里巴巴

数字生态创新园自2024年9月揭

牌以来，已入驻 260余家企业，其

中 70%为“校友企业”或生态伙

伴。曾有创业者感慨：“走进园区

就像找到创业路上的‘充电站’。”

“外溢效应”在《2025阿里校

友创业榜》中体现得更为显著。

537家上榜企业中，127家深耕企

业服务领域，117家聚焦AI赛道，

其中48%聚集于杭州。

这种协同效应早有根基。早

在 2015年，杭州“创业新四军”中

便有 2万余名阿里系创业者。他

们凭借技术积累与资本优势，构建

起纵横交错的生态圈，推动杭州成

为软件算法领域的创新高地。

从互联网金融到AI大模型，

阿里巴巴始终在突破传统产业边

界。正如马云曾说：“科技不仅是

征服星辰大海，更是呵护人间烟

火。”这种精神深刻影响着阿里系

创业者——他们不仅追求技术突

破，更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国家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

“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资

源对接，更是政企共探数字经济

与人文关怀融合的生动实践。未

来，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将

继续扮演校友企业的‘0号员工’，

通过政策对接、资源整合、生态优

化，助力更多创业者在暖心土壤

中成长，最终实现‘顶峰相见’。”

阿里巴巴控股集团副总裁、总务

部&不动产管理部总裁刘菲说。

首届亲橙开放日

看阿里巴巴创新氛围如何“外溢”

（上接第1版）阿里集团董事

长蔡崇信曾在受访时回忆当年初

到湖畔花园的情景：推开窄小的

公寓门被吓了一跳，面积不大的

房间里坐了 20 多人，地上有床

单，鞋子、牙刷都是随意堆在一

起，和他工作的华尔街写字楼完

全不同。这间简陋公寓，和里面

热火朝天的热情和氛围，让他印

象极深。几个月后，他选择了加

入阿里。

由于阿里这段艰涩的创业经

历，过去这些年，湖畔花园也被视

为杭州和互联网“创业文化”的典

型代表，乃至和硅谷五大创业车库

（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特斯拉

都诞生于车库中）一样，成为全球

创业者热议话题之一。随着“湖畔

小屋”在阿里总部园区“落户”，有

“杭州硅谷”之称的未来科技城也

多了一个新的创业打卡地。

如今，“湖畔小屋”内保留着

创始团队当年创业的合影，以及

二手电脑、桌椅、刊载阿里首则招

聘广告的报纸等。“网上有评论说

为什么墙上这么斑驳？这些细节

其实都是通过细致了解，对当年

创业实景的完整实况还原。椅背

划过墙体留下的印记、在墙面上

书写的笔记，都是当年创业的真

实痕迹。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是，卫生间上也还原了当年‘伦

敦’的名字。”阿里巴巴集团副总

裁、阿里巴巴集团总务线总裁刘

菲笑着回忆。

这是阿里创立以来，湖畔花

园的创业场景首次以此方式“公

开”。“复刻小屋，一方面是希望阿

里同事在仰望未来的同时能够铭

记初心，永远记得我们从哪里出

发；也希望可以为更多的创新创

业者带来一点鼓舞，一点乐观的

力量，正如‘湖畔小屋’屋顶上写

着的那句话——梦想还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刘菲表示。

即将到来的5月10日是阿里

巴巴一年一度的“阿里日”，这是

为纪念当时非典时期阿里员工的

友爱互助、感恩阿里亲友的支持

而来，“湖畔小屋”此时亮相，被认

为是阿里持续其一以贯之的创业

创新精神。

（上接第 1 版）此外，“余稻

香”模式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搭

建了多方共赢的生态闭环。浙江

企业通过技术输出、渠道共享实

现产业延伸，稻城农户借助订单

农业、品牌溢价增收致富，城市消

费者用消费选择参与公益行动。

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帮扶中“政

府热、企业冷、农民等”的困局，让

市场力量真正成为主引擎，是“输

血”到“造血”帮扶理念和方式的

转变。

应该说，这样的模式值得借

鉴推广。特别是在新发展格局

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浙

川双方在深挖资源潜力、深化产

业合作、开展消费帮扶等方面，还

可以迈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

比如，更加精准对接西部特色农

产品供给与东部消费市场需求，

把亚丁牦牛、飞鸡和优质虫草、松

茸等多种绿色健康优质的农特产

品，以“互联网＋”“展会＋”“云消

费”等多种模式销售在东部市场，

着力实现“养（种）得好”与“卖得

俏”的同频共振。又如，以市场化

眼光和思维引进培育更多优质企

业、项目和人才，助推好产品走向

更广阔市场，携手增强产业竞争

力。

当“余稻香”模式推广至更多

领域，雪域珍馐便不再“锁在深

闺”，江南技艺也将深度赋能高

原，东西部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

便可徐徐展开。

阿里巴巴“创业公寓”首次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