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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电（记者 房伟） 昨晚的杭州，阴冷的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但在市中心的杭州剧院里，汇聚了
2016年浙江大地上最赤热的爱心，一场暖心的盛典正
在上演。这是最温暖的一夜。

昨晚，“最美浙江人——2016年度浙江骄傲人物”
揭晓并举行颁奖礼。我市的奥运举重冠军石智勇、农
科院院长马荣荣获选“浙江骄傲”，北仑退休老人徐既
仁获选“浙江骄傲”提名人物。

在里约奥运会上，代表“中国力量”的石智勇，勇夺
男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这不仅使得中国在该级别
上实现了奥运“四连冠”，也是继占旭刚2000年悉尼奥
运会之后，浙江选手再次夺得奥运举重冠军。

“心情很激动！”石智勇获选后告诉记者，自己一直
以来只是做着本职工作，认真训练、认真比赛，这次能
在这么大型的活动中获得全省人民的认可和鼓励，实
在太高兴了。

石智勇还向记者透露，奥运会后他只休息了两三个

月，很快又开始训练，“刚开始休息时，人还胖了一些，不过
现在又瘦下来了。”石智勇说，他目前正在宁波备战今年4
月的全运会，希望到时候再创好成绩，为全省人民争光。

马荣荣一直在宁波市农科院从事杂交水稻育种工
作。他带领团队选育出的“甬优”系列籼粳杂交稻以优
质高产著称，种植大户亩产可达到750公斤至800公
斤，比普通稻增产30%以上，为我省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立下“汗马功劳”。

昨晚，马荣荣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到颁奖现场，但
他提前接受了组委会的采访。在采访视频中，马荣荣
说，浙江的水、土孕育了“甬优”，获得组委会的认可，

“这既是宁波水稻育种的骄傲，也是浙江水稻育种事业
的骄傲”。

白峰街道的82岁退休老人徐既仁，在自己生日那
天捐出265万元做公益，感动了很多人。昨晚获得提名
奖的徐既仁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颁奖现场，面对大家

“捐这么多钱心疼不心疼”的提问，一头白发的老人大手

一挥，“不心疼！”
“浙江骄傲”人物评选活动始于2005年，如今已是

第十二届。

新闻链接

我市已有15人（群体）获选“浙江骄傲”

在之前的11届“浙江骄傲”人物评选活动中，我市
先后有13人（群体）获选。他们分别是：情系残疾人的
好干部王延勤、救助罗南英的2300名宁波市民、助学
贵州的1万名宁波市民、背着同学去上学的陈吉、在东
北设立奖学金的王国军、捐肝救人的林萍、“造桥女孩”
严意娜、“助学红娘”龚学明、“老师妈妈”葛明霞、照顾
亡友家人的方亚儿、伸出双手托救女孩的“最美快递
哥”、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及在乡村
兽医岗位上默默奉献30年的陈淑芳。

本报杭州电（记者 房伟）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非机动车特别是有助力装置的非机
动车数量快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电动自
行车源头管理依据缺失、安全管理形势严峻。

“为净化道路交通环境，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
少电动车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
制定《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
迫。”省人大代表、宁波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首席主
播李飒在本次两会上递交了相关议案。

“很多人都感觉，电动车现在是最大的马路杀手、
最不守规的车辆。”李飒告诉记者，根据她的调研，近几
年来宁波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正逐年下降，但涉及
电动车的事故死亡人数却不降反升。“2016年情况同
样如此，共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上报事故905起、死亡
143 人、受伤 915 人，同比分别上升 52%、33.8%和
55.4%，而上述事故80%以上涉及超标电动车。”

李飒说，超标电动车隐患极大，但现状恰恰是市场
上所销售的电动车70%以上不符合“国家标准”，“以宁
波为例，截至去年10月底，全市电动车总量已超300
万辆。其中，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约170万辆，且仍以每
年15万辆左右的速度增长。”

“这是因为目前国家对电动车的生产管理、市场准
入、登记管理等环节尚无统一的法律规范，由于缺乏上
位法依据，生产与标准脱节、销售与登记脱节，导致超
标车泛滥。”李飒分析道。

李飒代表建议，应尽快制定《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通过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细化交通管理、质监、
市场监管、城管、环保部门等在电动车生产、流通、使用
领域的执法监督职责，切实增强电动车管理工作合力。

“同时，要完善源头管理制度，实行产品目录管理，
对未纳入产品目录的禁止销售和登记，严格生产、流通
领域的监管，严肃查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车的违法行

为。”李飒建议，还要进一步完善非机动车管理制度，改
进现有登记制度中的不足，建立保险制度，为交通事故
赔偿提供相应的保障，并进一步细化非机动车上路行
驶应遵循的相应通行规则。

“此外，要解决超标电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管理漏洞及其他代步工具属性认定问题，完善我省《准
许在全省上牌照的产品目录》，并根据现行法律和国家
政策，明确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处置原则，为科学管
理提供法规支撑。”李飒表示。

面对目前处罚力度不足、违法成本太低且执法手段
缺乏的尴尬现状，李飒建议提高《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实施的有效性，必须明确非机动车生产者、销售
者、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责任及处罚标准、处罚措施等，
确保执法效果，但也要柔性执法，可向上海学习给超标
车留出一定的过渡期，“比如过渡期3年，超标车主可申
领‘临时号牌’，‘临牌’3年失效后禁止再继续上路。”

本报杭州电（记者 房伟）“‘工匠精神’的内涵
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一线生产技术人员的钻研精神
吗？”昨日，省政协委员、宁波欧琳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徐
剑光说，谈“工匠精神”时一定不能忘记企业家群体，

“工匠精神不仅来自一个人、一家公司，更应该是一个
上下一致的完整体系，需要多层面的共同努力”。

为此，本次大会上他带来了一份事关“工匠精神”的
提案：《关于制定“工匠计划”，助推产业新升级的建议》。

2016年全国两会，“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此后，这个关乎中国制造如何转型升级的关键
词受到热捧，成为企业寻找未来发展路径的新标准。

而去年5月，省政府也召开了推进“浙江制造”品
牌建设专题会，提出要大力推进“浙江制造”品牌建设，
提高浙江制造的有效供给能力，力图将“浙江制造”打
造成中国制造的新标杆和浙江经济的金名片。

徐剑光认为，“浙江制造”的背景是我省实体制造业
从产业模式到组织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浙企已先行“快
跑”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消费者去日本、欧洲扫货，百年企
业屈指可数的尴尬现状，以及实体企业在是走资本化赚
快钱还是继续潜心产品品质与工艺提升之间的矛盾，仍
困扰着实体企业，成为推进“浙江制造”的最大“心坎”。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工匠精神”的理解有失偏颇。

“目前，‘工匠精神’更多地被理解为生产技术人员
的钻研精神，而忽视企业家的‘工匠精神’。浙江企业

家群体内心这一‘孤独的力量’，恰恰是浙江制造的魅
力和特质所在。”徐剑光向记者表示，“工匠精神”作为
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应该作为一项产业战略
和系统性工程去布局推动，否则容易流于表面。

对于如何提升“工匠精神”，徐剑光建议，从供给侧
改革出发，确立“新工匠精神”对于产业升级的战略意
义和时代内涵，加大宣传和培育企业家群体的“工匠精
神”，“除了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工匠师傅，更应对成
功企业背后将‘工匠精神’深入骨髓的企业家进行宣
传，更应强调榜样的力量。”

此外，徐剑光认为，制
定和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支
持和指导企业“外引内养”、

“校企联动”，进行系统化的
职业技工培训和工匠人才
梯队建设也很重要。

“对外应支持和鼓励
企业引入德国、日本的洋
工匠，对内则应积极组织
省内的职业技能大比武和
工匠考级评定，对工匠和
潜心工艺品质提升的企业
予以激励。”徐剑光说。

同时，应创造平台将

职业技能教育院校与企业进行有效对接，针对性地开
设工匠技工学校培训班，强化校企联动，指导和鼓励企
业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团队和工匠精品组，“为
工匠精神的落地实施培养主力军和生力军”。

徐剑光最后提到，我省应积极提升“工匠精神”新内
涵，并制定“工匠计划”实施线路图，这对擦亮“浙江制
造”的金名片，激励并帮助企业明确提升方向和动力至
关重要。

石智勇为我省再夺奥运举重冠军
马荣荣为全省粮食增产立下功劳

两位宁波人获选2016年度“浙江骄傲”

电动车源头管理依据缺失、安全管理形势严峻
省人大代表李飒建议：尽快制定《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提升“工匠精神”新内涵，擦亮“浙江制造”金名片
徐剑光委员建议：“工匠精神”应作为系统工程布局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