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0571-85311551专栏

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60号房屋出租

公告

项目名称：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60

号房屋7年租赁权

出租底价：650000元/年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

2024年5月22日16时

联系人及电话：王先生 林先生

0571-85085582、0571-86892327

详情请登录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zaee.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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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 年中天控股集团

依托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及旗下各

成员单位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各类公

益慈善支出超1852万元，其中，用于

助学助教部分超717万元；用于志愿

者服务及其它公益慈善支出超 162

万元。

昨天，在杭州举行的《2023 中天

控股集团公益慈善报告》发布暨浙江

中天永良公益基金会揭牌仪式上，中

天人连续第十七年向社会公开发布

公益“绿皮书”，一串串的亮眼数据满

满都是爱。

从事慈善事业超30年
现金捐赠已超6.2亿元

中天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已超过

三十年，在公益慈善方面的各类现金

捐赠已超6.2亿元。

一直以来，中天控股集团始终没

有停下公益慈善的步伐，各类公益慈

善项目成绩亮眼——

已连续开展17年的“中天·钱报

助学”项目于去年实现了对浙江省内

的502名大学生的资助，学子们写来

了厚厚一叠感谢信。有孩子说，“助

学行动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给予我极

大的帮助，更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让我在大学生活中变得更加自信。”

曾获中华慈善奖的“母婴平安”

项目联合社会力量，在“5·8 人道公

益日”期间开通线上募捐通道，汇集

爱心善款为浙江外来务工高危孕产

妇提供精准帮扶。

这一年，中天控股集团、中天爱

心慈善基金会获得由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颁发的“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

这一年，继2015年创立“中天爱心慈

善基金会”后，中天控股集体又创立

浙江中天永良公益基金会。该基金

会是经浙江省民政厅审核认定且直

登直管的专业慈善组织。其中楼永

良向基金会捐赠名下中天控股 5%

的股份。

不同岗位的中天人
践行一样的公益理念

有爱的中天员工们组织了各种

公益活动，从助学、敬老、关爱特殊儿

童，到护学、公益托管、救助流浪动物

等等，出资又出力。

在中天的公益慈善队伍里，有见

义勇为的一线工友，有十八年如一日

做志愿者的员工，更有多次结对资助

困难学生的项目经理，不同岗位身份

的中天人用相同的公益信念践行着

“人人可慈善，人人应慈善”。

从 2014 年结对帮扶 1 名儿童，

到现在结对帮扶 20 余名儿童，每人

每年发放 1000 元助学金，中天八建

这个和陪伴有关的公益项目“爱心妈

妈”，已经做到了第十个年头。

水电工程师郭京伟是“爱心妈

妈”队伍里的志愿者，从2018年他加

入中天后，参与了项目结对活动。

郭京伟表示，自己的成长得到了

很多人的帮助，“初二时，自己的家在

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有两年时间，

我们借住在村里大会堂的二楼，我所

有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他用自己

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不能因为一时

苦难，就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只要

坚持下去就有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马超

中天第十七年发布公益慈善绿皮书
亮眼的数字，满满都是爱心

2023年各类公益慈善
支出超1852万

前不久，浙江“90 后”女生小王发布的一则感谢

帖，得到了省农业农村厅的关注。

小王的爸妈在湖州养殖沼虾，眼看再过一个月就

能上市销售了，虾苗却大量死亡。情急之下，小王在网

上向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求助，当天下午就得到了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专家的指导，解决了问题（本报 3 月 29

日头版和2版曾做报道）。

“通过科技解决问题，这是浙江开展农业‘双强’（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

过程中的生动案例。”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对此回应，省农业农村厅干

部专家的工作岗位一定是在田头、池塘边，浙江农业“双强”行动也永远是为农民

服务，为农民解忧解急，助力共同致富。

近日，浙江省政协召开民生协商会，聚焦“创新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这一

话题，助力科技之花绽放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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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辟捷径
提升科技高效服务

徐明飞是浙江省政协应用型智库

农业和农村组成员，同时也是一名扎

根乡村一线的科技特派员。

“科技服务相对容易，但高效服务

却难。”在徐明飞看来，当前农业科技

服务的需求对象已经分层分化，其中

约占从业人口 80%的单户农户是需

要农业科技指导的重点对象，应当

“特”辟捷径，帮助他们快速发展。

周安村海拔1100余米，距离县城

70 公里，是丽水松阳海拔最高、交通

最偏远的山村之一。徐明飞曾在那里

做过科技特派员，帮助当地引进了高

山番茄。这些让大家回想起“小时候

味道”的高山番茄帮助村集体消薄增

收，让村民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科技特派员作为直接服务基层

民生的队伍，应当‘特’辟捷径，帮扶农

户快速发展。”他建议，多方合力引进

高质量、高水平科技和装备，先试用再

推广，容错不容懒，促进相关区域或产

业对标一流，跨越式发展。

健全机制
让更多人才留在田头

基层农技人员是加快推动科技成

果落地应用的主力军，如何充分发挥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也成为了

协商会上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热议的

焦点。

作为开化县大溪边乡上安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省政协委员余雄

富经常与基层农技人员打交道。他注

意到，这两年县里引进了很多农业专

业人才，但这些高层次人才因待遇等

现实因素，往往留不住。

余雄富认为，要关心基层农技人

员的生活，同时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

方面，对长期在基层一线的农技人员

给予倾斜。

杭州市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

长柴伟国同样关注到了基层农技人员

的人才流失问题。

他建议在基层农技人员的职称评

审中，弱化科研比重，建立以农技推广

服务实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为核心

内容的评价体系，重点衡量基层农业

技术人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解决实

际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和在新品种、新

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推广和应用中取

得的成效。

多措并举
加速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目前，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已达到 67%，涌现出一大批标志性农

业科技成果，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服

务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但从省政协的前期调研情况来

看，当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距离现

代农业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

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省政协委员、浙江磐安外贸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剑建议，应

该加强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协作和联合攻关，聚焦农业特色优势

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

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和成果

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同时，他也建议针对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的不同主体，进行分类分档的

服务，逐级“定制”技术包。例如对有

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可以汇总相关

品种的专利文献、专家人才库联系名

单，让企业直接掌握最新技术动向。

考虑到浙江山区众多的地理因

素，省政协委员、浙江农林大学副校

长吴家胜则将目光聚焦在了山地作

物。他建议，通过构建现代生物育种

创新体系、突破土壤保护改良关键技

术、加快丘陵山地适用小型机械研发，

多措并举，服务培育山地农林业新质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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