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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 颖

本报讯 第五届“船说·大运
河”老字号嘉年华于6月20日至22
日在德清县新市古镇运河新天地举
办。活动中还成立了“船说·大运
河”八省市老字号精品出海联盟。

本次活动以“国货新品 历久弥
新”为主题，联动运河沿线8省市优
质老字号资源，打造集品牌展示、
文化传承、消费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平台，推动老字号品牌焕新与消
费升级。

现场“国潮秘境”主题展销
区，联动京、津、鲁、皖、苏、

冀、豫、浙运河沿线8省市资源，集
结60余家老字号企业，集中展示展
销近千款匠心产品。展区深度融合
品牌文化展陈、优质产品展销及沉
浸式场景体验，全方位诠释老字号

“一店一传奇”的文化内核。现场特
设“味美湖州”专馆，展销丁莲芳
千张包、震远同糕点等湖州非遗美
食，让消费者零距离品鉴地道江南
风味。

活动专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
传承区，重点展示国家级非遗“湖
州王一品湖笔制作技艺”及省级非
遗“威哥打铜工艺”等代表性项
目。通过传承人现场展演、工艺解

密与教学互动，引导观众参与湖笔
“千万毛中择一毫”的精工细作，
体验铜器“千锤百炼出精粹”的
锻造匠心。该展区以“可触、可
感、可学”为特色，将非遗从静
态展示升级为动态传承，提升公
众对传统工艺文化价值与当代生命
力的认知。

“消费品以旧换新”展区及“外
贸优品进街区”展区等，打通老字
号惠企利民双向通道。一方面联动
企业推出产品试用体验等惠民举
措；另一方面引入优质外贸企业，
展示符合国际标准的匠心国货，满
足消费升级需求。两大专区通过价

格让利、场景体验、服务增值三重
维度，打造“看得见、摸得着、带
得走”的消费盛宴，既强化老字号
市场竞争力，又让市民享受优质优
价的消费实惠。

“我们还邀请了诸老大、怀山
堂、老人头等具有转型代表性的老
字号企业负责人，进行品牌升级专
题直播对话。”市商务局介绍，本次
活动还聚焦老字号守正创新的核心
议题，围绕传统工艺现代化表达、
年轻消费群体触达策略、国潮IP跨
界融合等关键方向，向公众传递历
久弥新的品牌革新理念，架起传统
与时代对话的桥梁。

共推老字号品牌焕新与消费升级
第五届“船说·大运河”嘉年华在湖启幕

记者 倪 晶

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吴兴区的湖
州市臻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甲油
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
转，零部件组装、甲油灌装等工序
有条不紊。一瓶瓶色彩缤纷的指甲
油将漂洋过海，奔赴欧美、拉美及
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臻研自2023年10月底在吴兴区
投产以来，始终专注指甲及指甲周
边护理全线产品。“目前订单已排

至8月，其中一批40余万支的水性
甲油将出口至欧美地区。”臻研生
产经理李勇介绍，眼下，企业月均
甲油产量200余万支，其中70%用
于出口。

稳定的产出背后，是专业团队
的强力支撑。“从原料端、开发端
到技术端，我们都有成熟的团队，
不少成员深耕行业10多年甚至20
多年。”企业生产部负责人杨能佐
坦言，由于产品主要走出口路
线，各国相关质量标准、时尚风向
都不相同，求新求变就成为企业制
胜秘诀。

“甲油的成膜速度，国标要求自
然风干在8分钟以内，我们现在控制

在3分钟左右，既确保涂抹的体验
感，也满足消费者对甲油加快成膜
的需求，相关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杨能佐说，这经过了研发团队
实验室里数百次的调试。此外，臻
研通过持续研发，打破了目前市面
上甲油产品大多只能做到2年保质期
的瓶颈，让部分产品达到3年保质
期，更利于市场流通。

在甲油领域，色彩极为重要，
一般要提前1年准备新的色系。去
年，臻研注册备案的色系就有100
余种，眼下，又在为明年的新色系
持续研发。“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
客户需求的甲油颜色与现有原料颜
色的备案标准不符，研发人员就会

反复实验调配，寻找既能满足客户
颜色需求、又能符合相关国家质量
标准的平衡点。”杨能佐说。也正是
这股“钻劲”，让臻研成为沃尔玛、
迪士尼、网易严选等知名零售企业
的优质供货商。

“这瓶是苦甲水，小孩子喜欢咬
指甲，给他们涂上，苦的就不咬
了。”采访中，杨能佐指着一个小玻
璃瓶介绍，这是臻研筹备已久的儿
童护甲系列产品，涵盖儿童护甲营
养油、儿童指甲油等，通过严控质
量标准，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企
业预计今年甲油总体产量将达到
2000万支，产值在6000万元左右，
较去年翻番。

专注甲油赛道的臻研以创新破局，成为知名品牌供货商——

指甲盖上“妆”全球

6月20日，湖城湖东街道东南
湾、邱家漾社区联合湖东派出所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
册，面对面讲解禁毒展板等方式，
向市民传递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
共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记者 陆一平 摄

记者 王 涵

本报讯“多亏你们及时介入处
理，事情才能这么顺利解决。”日
前，周先生向南浔区社会治理中心
工作人员连连道谢。此前，周先生
所在企业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拖
欠12名员工共计24万元工资，员工
向南浔区社会治理中心反映情况
后，经多部门协调，1周内就妥善化
解了这起劳资纠纷。

快速有效处理的背后，是南浔
区“分类预警、分级处置”风险防
控机制在发挥实效。去年以来，南

浔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构建矛盾纠纷调处“分类预警、分
级处置”风险防控机制，秉持“早
预警、早控制、早处置”准则，将
矛盾纠纷划分为“高、中、低”3个
等级，并配套即时预警、分流与化
解机制，实现社会风险的精准防治。

该机制以来访规模、频次和矛
盾激化程度为标准，判定风险事项，
并通过定期研判、实时预警，实现矛
盾纠纷早发现、早防范、早化解。

“‘分类预警、分级处置’风险防
控机制打破了传统治理困局，实现
社会治理由‘被动响应诉求’向

‘主动研判风险’的转型，有效防止
小矛盾演变成大问题。”南浔区社会
治理中心表示。

在此过程中，该区针对邻里低
风险纠纷、经济等类复杂纠纷配备
不同力量，依据风险等级合理调配
资源；针对重点疑难纠纷，启动南
浔区相应问题解决机制，成立矛盾
纠纷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属地
和相关部门，制定综合处置方案，
集中攻坚化解。

为持续优化提升机制效能，南浔
区还针对满意度较低事件，深入分析
处置结果未达到预期的原因，对处置

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优化，直至问题解
决，真正实现闭环管理。同时，设
置月度、季度复盘节点，召开矛盾
纠纷化解复盘会议，筛选高风险、
重大、新型矛盾等典型案例，邀请
属地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调
解员、律师等一线处置人员参与，
深入分析典型案例，对发现的普遍
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提出建议。

截至目前，南浔区社会治理中
心累计收集矛盾纠纷信息1362条，
向部门、属地发布预警465条，精
准判定风险事项93件，已成功销号
重点事件74件。

风险分类预警 问题分级处置
南浔构建矛盾纠纷精准防治闭环体系

记者 施 妍

本报讯 6月19日，我市举行2025年救助
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市救助管理站介
绍，1年来，我市累计救助受助人员540人，护
送返乡104人次，足迹遍布18个省35个市，护
送里程数约15万公里。

“随着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因为务
工不着、离家走失、家庭暴力、自然灾害等临
时遇困人员，如今已成为救助管理机构的主要
服务群体。”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沈树强说，为了
让受助对象遇难不慌，1年来，我市按照“自愿
求助、无偿救助”原则，为受助对象提供分类
救助服务。对身体无恙的遇困返乡人员，采取
站内照料、开具乘车凭证等临时性救助服务；
对街头流浪的乞讨人员，以每周不少于3次的
街面巡查频次，做到及时发现、耐心劝导；对
身患疾病的受助者，救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定
点医院绿色通道；对未成年人及行动不便的特
殊群体，以“一人一策”的方式为其量身定制
护送方案，并全程护送返乡。

因为想外出闯一闯，还未成年的小朱（化
名）只身离家来到湖州，但现实却并不如想象
那么简单。他想回家，却连车票也买不起，只
能迷茫地蜷缩在城市一角。发现小朱后，市救
助管理站及时联系当地救助管理站，按照前期
达成的协议约定将其转送回老家。

据介绍，通过梳理，目前我市已与贵州凯
里、河南商丘、安徽蚌埠、江西宜春等救助人
员主要流出地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流入地—流出地”共管机制，在
确保救助人员得到妥善照顾的同时，同步推进流浪人员源头治理，不
断织密救助安全网，提升救助服务“温度”。

此外，为了让更多遇困人员早日踏上温暖回家路，今年4月，我
市还启动了“浙里暖途·助力团聚”联合寻亲行动，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和公安DNA检测等技术手段，拓宽寻亲渠道，联动区县整体推进
全市滞留人员寻亲工作。目前全市已排摸滞留安置人员38人，其中1
人成功寻亲。

“每一名受助人员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辛酸的故事。下一步，我
们将在现有分类救助服务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遇困人员的心理健康，通
过开展一对一心理辅导等举措，帮助他们踏上温暖回家路。”沈树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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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姚玲利

本报讯 昨天，由浙江省之江
青年社科学者协会与湖州师范学
院联合主办的“青年创新·浙学赋
能”学术专场在湖州师范学院举
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的百余位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浙学传承创
新与青年学术成长展开深入研讨。

据悉，本次活动是之江青年
学者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旨在为

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
动浙学传承创新，服务浙江“两
个先行”建设。

本次专场聚焦“浙学赋能乡
村振兴、法治浙江、社会治理、民
营经济”等课题进行研讨，多位知
名专家学者围绕浙学创新发展作
专题报告。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
青年代表围绕“浙学赋能乡村振
兴”“数字法治的浙江实践”等议题
举行圆桌论坛，展开跨界对话，与
会青年学者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青年创新·浙学赋能”
学术专场在湖举行

记者 姚玲利

本报讯 2025年全国（U14）
青少年篮球联赛 （浙江湖州赛
区）近日在湖州体育馆开赛。

据悉，全国（U14）青少年
篮球联赛是中国篮球协会构建青
少年篮球培养体系的核心环节，
承担着发掘青少年篮球人才、衔
接校园篮球与职业梯队的职能。
此次联赛的预赛分为北京延庆赛
区和浙江湖州赛区。

该联赛浙江湖州赛区的赛事
由中国篮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
合会主办，浙江省篮球协会、湖州市
体育局承办，湖州市篮球协会执

行。该赛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4支队伍、近700名运动员参赛，
随队家长及赛事官员、裁判员预计
超过2000人。比赛分为男女2个
组别，将持续至6月29日，最终决
出各组别前8名晋级全国决赛。

“此次赛事是我市近10年来
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
家级篮球赛事。”市篮球协会介
绍，还创新采用“赛事+”模式，
联合本地企业构建“全域赞助生
态”，在赛场外设置美食探秘区和
农产品展示摊位，推动“体育+文
旅”融合发展。赛事期间，运动
员家长还将游览太湖龙之梦、南
浔小莲庄等景区。

全国（U14）青少年篮球
联赛（湖州赛区）开赛

▲▲（上接第1版）

据介绍，今年西北片区已有月
亮湖度假酒店、远山文化村、龙山
有巢度假酒店3个投资超3亿元的文
旅项目启动建设。同时，归仁里老
街启动业态招引，宅门咖啡、知青
坝·youth等新场景不断落地，“艺

术家村落”建设正加速推进。
交通区位优势为组团发展提供

支撑。安吉西北片区地处长三角几
何中心，杭长、申嘉湖等高速通
达，商合杭、沪苏湖高铁过境设
站，拥有全国首家A1类通用机场，

“公铁水空”一体化的交通格局，为
游客来往提供了便利。

目前，安吉西北片区共有精品
酒店、特色民宿50余家；荣耀天空
之城、安澜湖浮云谷、浙北昌硕谷
悬崖瀑布漂流三大景区、景点；
猪罗纪、茶花岭、昌硕书房、宫
崎骏稻田咖啡等一批网红打卡点
也火爆出圈。依托生态禀赋和文
化底蕴，该区域正逐渐形成“文化

艺术+康养度假+研学教育”的融合
发展新格局。

“我们正着力推进资源共建、品
牌共推、服务共享，形成一体化文
旅产业发展路径。”王铖军表示，西
北片区正从“资源拼图”走向“抱
团发展”，将以组团之力打造安吉文
旅新增长极。

让“散装资源”组团出圈

▲▲（上接第1版）

为健全青创生态体系，吴兴
区还计划构建青创孵化矩阵，形
成“苗圃—孵化—加速”全链条
培育体系，在该区大学生创业园
平台，提供免费工位，配备共享
实验设备，打造“零成本”创业

空间。此外，设立“青创基
金”，提供最高300万元额度贷
款贴息支持；探索设立“创业
保”，降低人才创业风险。按照
行动方案，到年底前，吴兴区将
实现青创空间全域覆盖，计划招
引青创项目400个，培育标志性
项目18个。

释放“青创新城”强磁力

▲▲（紧接第1版）

安吉县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
187 个，建设安吉白茶产业大
脑，依托无人机等智能设备精准
定位县内1.7万户茶农的茶园位
置等，为乡村注入活力。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以省

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
试点为契机，围绕智慧农业发
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建强乡
村数字基础设施、深化数字惠农
便民服务、打造智慧乡村治理体
系和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方
面积极探索数字赋能，着力打造
城乡共富数字样板。

四区县入选省数字乡村
强农惠农富农行动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