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11月5
日、6日，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预
选赛暨2022年“浙能绿城”浙江省
男子沙滩足球比赛在桃花岛塔湾
金沙景区举行。

抢球、传球、过人、射门……记者
在比赛现场看到，参赛球员们热情洋
溢，你争我夺,奋力拼搏,不时打出精
妙的配合，引得观众阵阵叫好。

“在沙滩上踢球，不仅跑动起
来更累，对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相当考验球
员的脚上功夫和体能。”桃花足
球队队长夏亮亮说，为了参加这
场在“家门口”的赛事，10余名在
桃花工作的足球爱好者组成了
桃花足球队，他们中有民警、教
师等，既有“80后”“90后”，也有
“00”后，“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
我们都是利用晚上或者周末进
行训练，大家磨合的时间也不是
很长，我们觉得输赢不重要，重
要的是大家一起尽情地享受这
场比赛。”

此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指
导，省体育局主办，省足协、市文
广旅体局、区政府联合承办，来自
全省各地的8支运动队、13名裁判
员参赛，其中本市球队4支，市外

球队4支。比赛采取预赛小组循
环、决赛单轮淘汰的赛制，最终按
照积分排名产生冠亚季军。

据了解，桃花岛塔湾金沙休闲
运动基地成功入选为“2022年度

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示范基地”，
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不仅增
强了市民和游客的健身锻炼意
识，还展现了桃花的特有魅力，推
动了旅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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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沙足 踢出精彩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评
论

□浙江日报评论员

当前，浙江上下正在不断掀
起广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最紧要、最核心的是要进一步深刻领
悟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成果丰硕，而所有成果中最
重要最根本的是，再次宣示了“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明确了这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
大局、最大的原则。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牢牢抓住“两个确
立”这个核心，不断提高站位，不断深化理解，
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两个确立”是历史选择、人心所向、时代
必然。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极不寻常、极不
平凡；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焕然一新。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
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
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
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10年，浙江发展实
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在
于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八
八战略”指引的路子前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的
核心稳定，党心民心就稳、社会大局就稳。奋
战在推进“两个先行”新征程上的浙江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
历史性变革、战胜严峻风险挑战中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在民族复兴、赢得未来的伟大进程
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在深刻
领悟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上必须有更高站位、更严标准、
更深感情，进一步增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忠诚之心、爱戴之情、捍卫之
志，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奋力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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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上午，在普陀田园综
合体，一场秋收祈福活动在此进
行，行沃盥礼、省酒、省馔……稻
田里，农户们通过这种仪式感的
活动来欢庆丰收。活动中，一群
孩子在农户的指导下撸起袖子，
拿起镰刀，体验收割稻谷，观看农
机作业。

这是展茅街道欢庆大丰收系
列活动中的一个场景，本次活动
以“欢庆大丰收 踏上新征程”为
主题，于11月4日至6日举行，在
此期间，共富市集、音乐节、亲子
研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

和游客融入丰收的喜悦中。
“咣……”11月4日晚，随着一

声锣声响起，在黄杨尖村路下徐，
共富市集正式开市。

古风式样的首饰、各种造型的
气球、别具创意的鲜花花束……
摊位前，一件件特色文创手作、潮
玩品以及塌年糕、虾饼等本地美
食，吸引了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在不远处的路下徐“百亩森
林”花园，人们手舞着荧光棒，在
怪熏蜡烛乐队带来的激情乐声
中，一起摇摆，享受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惬意。“这里的氛围很好，可
以欣赏音乐，还能逛市集。”市民
孙凤说。

清洗、切花刀、准备配菜……5

日上午，一场以鱿鱼为主要食材
的“妈妈的味道”厨艺比拼在路下
徐展开，8位东海渔嫂，纷纷秀出
看家本领，从备料到起锅烧油，动
作娴熟，有条不紊。

白灼鱿鱼、铁板鱿鱼、蛋黄鱿
鱼……一番忙碌过后，香气四溢的
菜品一一端上评判台。“这是我第
一次吃蛋黄鱿鱼，没想到这么好
吃。”“这个铁板鱿鱼很合我的口
味。”……在场游客纷纷领取碗筷，
细细品尝，再根据个人喜好给菜品
投票。赛事主办方介绍，厨艺比拼
的赛制，采取群众自助取餐和大众
评分模式，在场者都能品尝。

“这次我做了避风塘鱿鱼和铁
板鱿鱼，颜色比较红火，契合我们

丰收节的寓意。”徐文素是农家乐
经营者，多次参加厨艺比拼。她
说：“烧制避风塘鱿鱼还是头一回，
收获了大家的积极评价，内心还是
挺高兴的，这道菜要列入农家乐菜
单中，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亲子研学活动现场，家长和孩
子在打谷场地内，把收割后的稻
秆用来搓草绳、编织手工。市民
缪喆带着2岁的女儿体验了大米
生产全过程，她说：“希望女儿亲
身体验农作，从小感受‘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更加珍
惜粮食。”在路下徐无忧酒坊、元
一书坊，干施岙礼孝学堂，孩子们
还参加了活字印刷体验、手作黏
土花束、亲子酿酒等活动。

稻花香里分享秋日喜悦
——展茅街道欢庆大丰收现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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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李
灵敏）发展民间鱼拓艺术、为渔民
画提供线上服务、创新和传承传
统手工技艺……近年来，围绕“一
条鱼”，我区不断挖掘海岛文化资
源，探索传统非遗产业化路径、打
造文创“IP”，助推传统海文化、渔
文化、船文化与文旅产业有机融
合，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夺
目光彩。

以鱼作画，展现海岛文化魅
力。在普陀，独具匠心的民间艺
人，将鱼的形象用墨汁或颜料印
到纸上，创造出了独特的海岛工
艺品——鱼拓画。

“最初，鱼拓画采用墨汁拓
印，只有黑白两色，制作出来也比
较粗糙。后来经过改良，鱼拓画
采用多种颜色的颜料进行拓印，
做好的作品上还可描绘水草或山
水，书法或题写诗词，钤盖印章，
形成诗书画印的艺术品，逐步发
展成为一种观赏工艺品。”中国渔
业协会鱼拓专业委员会理事、普
陀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周一介
绍，得益于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和浓厚的海岛文化底蕴，鱼拓画

在我区发展起步较早，聚集了一
批优秀的创作者。鱼拓画技艺也
于2015年被正式列入第五批普陀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5月，一场鱼拓艺术展在
区图书馆展厅开展。展览现场，
一幅巨大的鮸鱼鱼拓吸引了参观
者的注意。这是一位渔民钓上来
的重达25公斤的鮸鱼，渔民第一
时间找到了鱼拓画创作者，制作
了这幅鱼拓进行永久珍藏。“这种
能将鱼活灵活现拓印在纸上的技
艺，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
喜爱。各类鱼拓画赛事、展览相
继在我区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海钓、鱼拓文化爱好者慕名而
来。”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
说，民间技艺与海洋经济的有机
融合，带动了鱼拓画这项传统工
艺的推广创新，也推动了海岛旅
游、海钓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推广鱼拓画技艺的同时，作
为普陀海洋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具有独特魅力的渔民画也插上了
数字化发展的“翅膀”。

据悉，普陀渔民画由古代船饰
画演变而来，以渔家生活、海上作

业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具有鲜
明的海岛地域文化特色，是第四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为进一步激活普陀渔民画传
承发展活力，今年4月，区文广旅
体局依托“浙里好玩”平台，上线
了全省首个民间艺术数字化版权
交易平台“渔民画云码头”，为渔
民画创作者提供版权登记、作品
展示、在线交易等线上服务。

目前，该平台已入驻76位渔
民画原创作者，上传原创作品409
幅，已申请版权作品133幅，渔民
画版权总价值1311万元，已保护
版权价值399万，亟需保护版权价
值91万。

“‘渔民画云码头’的上线，渔
民画版权登记和交易流程实现数
字化，切实保障了渔民画创作者
权益，促进了渔民画的传承和产
业化发展。”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
责人说。

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创新
方面，我区不断探索，并取得积极
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属
渔绳结。

“渔绳结是渔船上最普通的

物件。帆布上运转有序的绳索
系统，网具上的各处衔接，甚至
是船舱内摆放的锅碗瓢盆上都
能看到其身影。经过一代代海
岛渔民的口传心授，传承改良，
渔绳结逐步丰富完善，最多时达
上百种之多。”渔绳结手工艺人
李芝琴告诉记者，海岛渔民以其
特有的审美观，用彩色的绳结作
为服饰、挂饰，布置新房、庙堂
等，使它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经久不衰。

据悉，2012年，渔绳结被列入
第四批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8年，被列入第六批舟山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
区相关部门、传统手工艺人的传
承保护下，渔绳结这个过去渔船
上的“小物件”已脱胎换骨，被赋
予了更多艺术价值，应用于杯垫、
挂件、绘画等各种工艺品上。“我
区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还在
传统渔绳结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创作了多个具有海岛特色的
渔绳结作品及衍生品，多次参加
全国各大工艺品展。”区文广旅体
局相关负责人说。

我区推进传统海文化、渔文化、船文化与文旅产业有机融合

“一条鱼”做出产业发展大文章

记者记者 陈璐瑶陈璐瑶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欧阳怡文 韩佳义）近日，首届“浙江
省十佳婚姻登记机关”名单出炉，
普陀区婚姻登记中心成功入选，这
标志着我区婚姻登记机关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据悉，普陀区婚姻登记中心位
于东港街道海洲北路18号，于今年
9月28日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包
括结婚登记室、婚俗文化展示厅、颁
证大厅、户外颁证草坪等。其中，结
婚登记室共有4个婚姻登记窗口，
以红色为主基调，以新中式风格为
主设计，分别取名为花好月圆、佳偶
天成、琴瑟和鸣、郎才女貌，为来此
登记的新人送上美好的祝愿。

“在婚俗文化展示厅结合舟山
当地的海洋元素，打造了独一无二

的海岛风格展示厅，包括有三书六
礼、彩船迎亲、小姑代拜堂、花轿、
婚嫁旧物件和70年代三大件等展
示品，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
更设置AI换装供前来参观的群众
体验，从而体现了从古至今的婚俗
文化变迁。”普陀区婚姻登记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普陀区婚姻登记中心
将继续秉持“热情服务、依法登记”
的宗旨，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识，深入推进婚俗改革和集中补领
婚姻登记证服务，引导群众移风易
俗、婚事新办；不断创新婚姻登记
规范化服务，全力提升窗口服务质
量，畅通监督渠道，设立举报电话，
认真接待群众来电来访，做到有问
必答。

首届“浙江省十佳婚姻登记机关”名单出炉

普陀区婚姻登记中心上榜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王清霞）2022年度普陀区法治普陀
（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日前在区
委党校举行，来自我区各镇、街道、
管委会的法制审核员，区属各相关
单位法制审核机构负责人、联络员、
部分法治监督员和行政执法监督员
等4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围绕习近平
法治思想、合法性审查工作实务、行
政执法等法治建设相关内容，以宪
法宣誓、集中培训、工作交流等形式

进行专题辅导和授课，进一步提升
我区法治建设水平，促进行政执法
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据了解，下一步，我区将以争创
国家法治政府示范区为目标，坚持依
法治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扎实推进基层法治化改革，积极
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合法性
审查全覆盖工作机制，进一步打通基
层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
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全方位
推动法治普陀建设再上新台阶。

法治普陀（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举行

促进行政执法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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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