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打开朋友圈，打开电视，被一

部浙产电视剧《我们这十年》刷屏，11 个单

元的普通故事，想讲述14亿中国人的共情，

虽平凡微小，却打动芸芸众生。

同样，今天，我们推出的这组特别报

道，也是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这十年来发

生在浙江大地上的变迁和故事，见证这个

伟大时代里的沧海一粟。

他们中有钱江源头的开化护林员，从

伐木为生到做科研保护，他走出了一条不

一样的路；有城市里享受智慧养老的 92 岁

老人，她说自己安全得像是住在保险箱里；

有在四季青打拼了18年的店主，疫情之下，

果断转型，直播带货做得风生水起；有四十

年如一日坚守的工匠，他用毕生心血烧制

南宋官窑瓷器⋯⋯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

像他们这样的人和家庭，十年如一日地拼

搏、奋斗、坚守；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土地、

城市和生活，十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看似他们和我们无关，其实他们就是

我们。

浙江十年的万千气象，像是一幅缓缓

展开的千里江山图，无限风光，无限精妙，

我们撷取了“生长力、数字赋、宋之韵、江南

绿”这样四组画面。

生长力，蓬勃向上的生长，是政府和每

一个人的努力；数字赋，互联网的技术，不

断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效率、便捷、贴心，涵

盖养老、就医、政务服务等方面；宋之韵，宋

代的余韵千年风华，浙江大地的文化因子

滋养着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江南绿，青山

绿水的江南，打动了多少南来北往的游人，

留下了多少魂牵梦绕的乡愁。

走进这幅画卷，走进别样的浙里十年。

今年春天，杭州四季青市场遭遇疫情

停摆，如今秋冬来临，他们的生意和人气有

回归吗？店主胡庆美告诉了我们答案：国

庆长假一周，店里销量比去年同期多了一

万多件。她是怎么做到的？

2004 年，20 岁的胡庆美跟随朋友走出

云南的大山，来到杭州，做过饭店服务员。

后来到了四季青打拼。疫情之后，她积极

转型，又加入直播大军，一晚上只睡三小

时，半个月瘦了20斤。

另一家夫妻店的十年是这样的：一名

80 后台州姑娘，十年前来杭州打拼，在东站

附近开了一家便利店。十年间，经历了电

商的强势冲击，她也选择顺应变化，上线外

卖，夫妻齐心，现在月销售量过万单。

这是普通小店的生长力，也是无数人

的生长力。它的背后，是努力，是活力。

你漫步在浙江的大街小巷，即使深夜，

也可能看到年轻的面孔，对着手机做直播

卖货，这就是努力。

浙江为何有旺盛的生长力，源于浙江

人精神基因的传承；这十年的发展，再次证

明：只有努力向上，才能蓬勃生长，活力无

限。人生的改变如此，城市亦然。

放眼杭州，在滨江，在萧山，在临平，在

钱塘，在富阳，新城迭出，一座座高楼拔地

而起，一个个区块破土生长，活力迸发。

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一个诊室里，44 岁

的陶先生意外又兴奋。“我在其他医院做的

检查，没想到在这里，医生也能在电脑上看

到，真是省钱又省事。”

这是已经在浙江全省推行的检查检验

数据互通互认平台——浙医互认：依托这

个数据共享平台，不同区域、不同医院之间

的“数据围墙”被打破，患者不需“多头检

查”、“重复检查”。

看病、配药，不再需要带社保卡；取报告、

开发票，手机一键搞定；挂号、支付、取药，不用

排长队⋯⋯这样的场景已屡见不鲜，“智慧医

疗”新模式已经改变浙江人的生活。

这十年的浙江，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数

字红利，互联网带来的无限可能，涵盖了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就医，比如养老。

杭州北山街道友谊社区的吴育先奶奶

没有想到，自己 92 岁了还能跟上年轻人的

步伐，体验另一种居家智慧养老生活：她不

用担心踩到乱拉的电线、不用害怕洗澡时

突然摔跤、不会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成为信

息化时代的孤岛。

浙江数字化改革为何走在全国前列，

源于浙江不竭的创新动力。近年来，浙江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的新机遇，坚持不懈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

工程”来抓，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和治理数字化，成为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硬核支撑。

800 多年前，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

集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近千年

来，宋韵文化不断滋养这座城市。

什么是“宋韵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时

代，是华夏文明的一座高峰。

宋时的杭州，先后设立修内司、郊坛下

窑，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亦称“内窑”，

即南宋官窑。这是我国古代五大名窑之

一，代表了宋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作为打造新时代

文化艺术标识的重要一招，再次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

这两年，浙江省一直在大力推广宋韵

文化。从事南宋官窑青瓷的研究与制作近

40 年的金国荣，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研究宋代文化以及传统技艺。

同样是在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一省域品牌主题

词正式官宣。

浙江的诗画与活力，“杭州小黑”知

道。这名从业 24 年的导游，也是短视频平

台上拥有千万粉丝的博主。他正在向越来

越多的人讲述，千年宋韵的故事，活力浙江

的故事，讲述这片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自然

风光与传承千年的浪漫诗情。

诗画浙江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源于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滋养了这片

土地根深叶茂，繁荣昌盛。

江南动人处，还是那抹绿。行走在浙

江大地，行走在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里，绿

色扑面而来。绿色不仅是一种色彩，是一

种生态，更是一种发展理念。

在钱江源头开化县，53 岁的汪树龙实

现了两次身份的转变。

汪树龙生活在山里，从小劈柴砍树，那

时，村民无地可种，便靠伐木为生。村民们

赚着最辛苦的钱，却承受着频繁破坏生态

带来的困扰。

转变发生在 2001 年，开化古田山保护

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了几年，

伐木工汪树龙成了护林员。

2015 年，汪树龙在古田山安装了第一

台红外线相机，此后，做起了科研工作。

一条铁路的建设，沿途涉及到太多的

环境水土，杭温高铁是怎么样做好保护，一

名工程师也带来了他的亲历。

两个小故事，折射的是浙江的生态环

境保护。浙江人是把这方山水这抹绿，当

作眼睛一样爱护。

浙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为何能相得

益彰，引人瞩目，源于浙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开了高水平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的发展图景。

绿色，已经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

彩。

十年，大道先行的十年；十年，沧桑巨

变的十年。铭记这3650天里发生在浙江大

地的每一次蓬勃生长，每一次改革创新，每

一次突围裂变，深怀着勇气和信心，从容有

力，再一次出发，迈向新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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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十年，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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