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家和万事兴。昨天，在“5·15”国际

家庭日到来之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

妇联联合发布 2017 年度浙江“最美家庭”。

获奖的 100 户家庭从全省 1600 余万户家庭

中脱颖而出，是我省家庭文明建设中的典型

代表。

什么样的家庭最美？发布会现场，这些家

庭用朴实和感人诠释了“最美家庭”——家庭和

睦，科学教子，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持家。

有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没有文字，只有

数字和图案。可是宁波塘溪镇徐兰芳大妈一

直把它珍藏了15年。直到2017年农历大年

初六，她带着这张纸，用手推车推着一车八宝

粥，挨家挨户上门还钱。她说：“15 年前好心

村民的救命之恩我一直记着，现在儿子大学

毕业在‘娃哈哈’工作，有条件了，这份情我要

还。”

徐大妈67岁，因小儿麻痹症而腿脚不利

落，也不识字。她的家，就是一间 50 平方米

的平房，修修补补住了 40 多年，家具都是三

四十年前置办的，最显眼的是一台老旧电视

机。2002 年，她的丈夫患尿毒症需要换肾，

无助的她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但仍不

够。这时，热心村民 20 元、30 元、50 元地把

钱送到她家来。村民4600元捐款加上政府、

企业为她募集的总共 4 万元，终于凑齐了手

术费用。不幸的是2015年，她的老伴因术后

并发症等去世。

多年来徐兰芳勤俭持家，养育子女。她

每天去镇上的菜场卖干货。菜场管理方给她

减免了部分摊位费；卖货要到城区进货，一些

有车的摊贩就免费帮她带货。

“我爸走的时候跟我交代，等有能力了，

要把乡亲们的钱还上。”徐兰芳的儿子说。

28 户乡亲的 4600 元钱，徐兰芳用两天时间

还了将近4000元，剩下的那部分钱都是乡亲

们坚持不收的。

“最美家庭”是多样的。昨天来到发布会

现场的还有夫妻双双无偿献血的徐淑芳家

庭、致富不忘家乡人的施金仙家庭、已故乡村

医生“兰小草”王钰家庭、活雷锋“亲人阿华”

张金华家庭、教育世家好家风的徐承宪家庭、

养育两个侄女16年的施学明一家等⋯⋯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向“最美家庭”代表

赠送了由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的书法家志

愿者们为最美家庭题写的家训卷轴和记录他

们家风故事的 2017 年度《浙江百姓好家风》

汇编。

2017年度百户浙江“最美家庭”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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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时政

本报记者 陈伟利 文/摄 最 美 家 庭 代

表接受表彰。

本报讯 满就减、满就送，刷码支付银联

卡、支付宝、苹果支付等等任选⋯⋯这样的情

景，昨天出现在杭州城西骆家庄农贸市场。

VIP 卡充值 200 送 15 元，充值 500 元送

45元，满38元减8元；菜场支付刷码不稀奇，

但是这里刷码和星巴克的刷码几乎没区别，

就在电子秤旁边，各种支付方式都可以。

市场内，买斤青菜也都会得到一个二维

码，顾客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菜品相应的摊位、

销售者、付了多少钱。这有什么好处？给顾

客事后监督留下凭证。未来这样的二维码还

能扫出更多内容，比如农残是否合格等等。

骆家庄农贸市场整体升级“智慧菜场”。

摊户们整套刷码支付、二维码溯源都是和菜

场管理方的“主脑”相连，哪个摊位的经营情

况好，哪种食材卖得好，后台一清二楚。如果

摊主不守农贸市场的规矩，比如乱扔垃圾被

巡查的管理人员发现，这样的“劣迹”也同样

会在管理员随身携带的电脑上直接扣分，影

响摊主的“年终考评”。

对此，摊主们怎么看？菜场一号水果摊

的摊主姓王，今年 30 岁，算是菜场内的年轻

派。他就说“挺好的”：“这样一来很方便，感

觉我们的菜场和外面的蛋糕店那样的精致小

店没啥区别了，我操作操作也没有难度。顾

客觉得方便，愿意多来才更好。”

顾客们怎么说呢？农贸市场门口办VIP卡

的摊位，早上一个小时就卖出了十张充500送

45的卡，买卡的都是来买菜的“妈妈级”马大嫂。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陆佳程 文/摄

买菜移动支付满减满送，杭州的菜场就是壕

本报讯 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国高企）的数量与质量，是一座城市经济活

力与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创新之城”杭州，也

将在这一领域再度发力。昨日召开的杭州市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工作会

议上，一份已经市政府审议通过的《杭州市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摆在了每位参会人员面前。

近年来，杭州市十分重视科技型初创企

业发展，创新创业势头发展良好。2017 年，

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605.54 亿

元，独角兽企业 17 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

海，位列全国第三，总估值位列第二。目前，

杭州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844家。

据《行动计划》，杭州“国高企”数量要在

2017年基础上实现倍增，到2020年力争达到

6000家。到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60%以上。同时，

2018—2020年，各类研发机构每年新增200家

以上，总数达到2000家以上。全市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50000件以上。

为此，杭州将建立“国高企”培育库制度，遴

选自主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高成长型科

技企业入库进行重点培育。还将加大对“国高

企”申报认定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在省科技厅服

务平台提交“国高企”认定申请，并通过省级评

审（不含重新认定）的企业，由市本级财政给予

每家企业一次性20万元申报经费补助；对获得

科技部“国高企”申报认定（不含重新认定）的企

业，市、区（县市）两级财政再奖励40万元。

同时，到 2020 年，市本级力争创投引导

基金规模达30亿元、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

达10亿元。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周瑾

杭州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扶持创新创业

申报“国高企”补助20万，成功再奖40万

用“智慧菜场”系统买菜，有小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