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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永康

发展数字五金，具备天时、地利，需要我

们创造包括政策、人才、研发等在内的

人和。龙芯中科将把数字五金作为战

略方向，积极研制数字芯片和解决方

案，集聚产业链伙伴在永康的发展，为

区域数字五金发展作出积极贡献。”4 月

27 日，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数字五金

发展交流研讨会上，龙芯中科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的一席话，既饱

含了对家乡的深情，更表达了对数字五

金发展的信心。

当天，胡伟武作题为《关于发展永

康数字五金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

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说起，剖析传统五

金产业面临的挑战，提出通过数字经济

“四化”，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

理数字化、数据价值化，赋能五金产业

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3 月底，胡伟武特意回到家

乡，专门调研走访了多家企业，以期为

永康五金产业在数字化面临的困难找

到解决方法。因此，他在主旨演讲中，

也提出了制定区域性数字五金发展规

划、建立数字五金标准体系等具体实在

的建议。

中科院计算数学所最优化算法方向

博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方向博士后、小

数汇智创始人李多全则以《大数据&AI

与五金产业融合发展》为题，从“世界300

年的产业迁移和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科

技革命：数字技术革命”两大方面，阐释

了在面对大科技缺“芯”、大制造缺“大

脑”的困境下，如何提升商品竞争力、市

场销售力，提升决策、执行、协同效率，降

低无效成本，从而提升制造业利润。

会上，胡伟武、李多全还同深圳华

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EO 龙

小昂、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泽鹏、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宏伟围绕奋

力打造全球五金数字制造之都开展了

圆桌会议。

出席第二届永康博士乡贤大会开

幕式的领导、嘉宾，永康籍博士专家和

乡贤代表，我市2022年度制造业百强企

业、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服务业企业

代表参会。

我市召开数字五金发展交流研讨会

聚焦数字经济 赋能高质量发展

海外华侨和
留学归国人员
创业发展
交流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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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由市委统战部组织的以

“五金品牌出海 共享国际商机”为

主题的海外华侨和留学归国人员创

业发展交流会在永康宾馆举行。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美蓉，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吴东明以及参加第二届

永康博士乡贤大会的部分海外华侨

和归国人员出席会议。

市招商中心、市商务局、市经信

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我市招商引

资、品牌出海、产业发展等方面政

策。随后，浙江大学器械工程学院

“新百人计划”研究员、机器人感知

和抓起实验室负责人董慧旭，香港

嘉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

顾煦峰，以及西中友好投资促进协

会会长、宁波欧洲工业园董事长朱

章光然分别作主题发言。

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围绕

新时代、新背景下，如何提高战略

思维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

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展开了

讨论。大家认为，本次交流会提出

了很多新观点，很受启发，并表示

将结合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资源，

促进创新创业成果交流、对接和转

化落地，全面助力永康五金品牌出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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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上午，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理事

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章旭升

在会上强调，要齐心协力做大做强“永

博联”，为永康籍人才在外发展提供更

好的服务平台，吸引集聚更多永康籍人

才参与家乡建设，不断把永康籍人才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永康发展的创新优势、

竞争优势。市领导胡勇春、童国华出席

会议。

“家乡的事，就是家里的事。”“博

士专家联谊会为在外永康人提供了一

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可以说，在外永

康籍博士乡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

密地和家乡联系在一起，‘为家乡做点

什么’的热情空前高涨。”会上，胡伟

武、李劲松、应宪、胡方明、胡礼祥、徐

子伟、胡仙芝、杜欢政等理事会成员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了永康博士专

家 联 谊 会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及 下 一 步 计

划，提出了多方面意见建议，并表达了

在永康未来发展历程上扮演更加重要

角色的愿景，希望搭建更为通畅的桥

梁，实现服务家乡更高效、推动发展更

有力。

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自成立以来，

紧紧围绕“整合资源、回馈家乡”这一宗

旨，成为了联谊乡情、互助交流、回馈桑

梓的平台，不断凝聚起“永康人为永康”

的强大发展合力。截至目前，“永博联”

已成立杭州、中西部、大湾区、上海、北

京五大分会，收录各地会员超 1000 名，

并按特长、分领域建立了“人才智库”，

有效促进了永康籍人才、资源和项目回

归，服务促进家乡发展。

章旭升向广大博士专家一直以来关

心、支持、帮助家乡发展的热情付出表示

感谢，对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在聚才汇

智、助力乡梓上发挥的良好作用表示肯

定。他说，人才是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外永康籍人才是永康经济社会发展最

宝贵的资源、最重要的助力。当前，永康

发展正处于突破瓶颈的关键时期，聚焦

打造“世界五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目

标，我们正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平台建

设提级、城市更新提速、公共服务提质等

各方面、全领域突破提升，各类人才在永

康都大有用武之地，一个点子、一条建议

都可能对永康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可

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

人才，也将更加珍视人才。诚邀广大博

士专家常回家看看，心里多想着家乡，事

业多向着家乡，发挥各自专长，运用各种

资源，本着对家乡发展的信心、情怀和担

当，把各自专业优势与家乡建设发展有

机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永康、关注永

康、融入永康，共创新价值、共筑新生

态。市委、市政府将始终重视、关心、支

持博士专家联谊会的工作，一如既往地

优待人才、激励人才、服务人才。

章旭升在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要求

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个人名片】

Y永康博士乡贤风采

日前，在中央戏剧学院见到高雄杰

时，他头戴一顶棒球帽、斜跨一只单肩

包，休闲的打扮非常符合其导演的风

格。一开口，浓重的京腔扑面而来，让人

不免愣了一下，可三言两语后，切换回地

道永康话的他又是那么自然、亲切。

乡音入影 厚植乡土创佳作
提起高雄杰，很多永康人都知道，他

曾在家乡拍摄过电影《王良的理想》。这

部运用了大量永康方言对白、使用了永

康鼓词的电影，先后入围卡罗维法利国

际电影节、德国曼恩海姆海德堡国际电

影节等10多个电影节并获多项大奖。

事实上，这并不是高雄杰第一次创

作与家乡有关的作品。早在读研期间，

他就曾自费拍摄纪录片《山远歌残》，在

家乡走访了10多个老艺人，拍摄完成后

在各电视台播出，获得过很多大奖。

提及为何会将乡音乡景与电影创作

联系起来，高雄杰的情感流露自然且真

诚。“我觉得人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情

感中被点燃过、影响过、温暖过的那一部

分。而家乡的那些风景、人物组成了我

生命中的那部分美好而珍贵的东西。无

论我走多远，都离不开家乡的滋养。”高

雄杰说，“无论我走多远，家乡都是最亲

切的地方。方言，是无论我身处何地，都

能脱口而出的家乡印记。”

在高雄杰看来，永康方言代表了永

康的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方言中的一

些发音和语法是无法替代的，这是不能

被遗忘的地域文化符号。

“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很乐意提起永

康方言，也为家乡感到自豪。”高雄杰说，

在日本乡村拍摄电影时，将其与老家舟

山镇作比较时的骄傲；在法国旅行时，将

当地教堂与老家村边小庙放在一起比历

史的自豪；在纪念品商店看到永康制造

时的得意⋯⋯家乡的一切都被他挂在心

头，成为难以割舍的眷恋。

乡愁刻心 潜心研究寻发展
与高雄杰漫步中央戏剧学院校园

时，他非常自然地提起了更多对于家乡

的情感记忆。

“我去过很多国家，尝过很多美食，

但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的食物，一定是来

自家乡的。”高雄杰说，每年方山柿成熟

的季节，母亲会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柿饼

寄到北京，家乡的梅干菜、笋干和肉麦

饼也是自己一年到头都乐于享用的美

食。

或许源于对故乡的记挂，或许源

于根植内心的家乡情怀，高雄杰总是

会有意无意地了解很多与永康有关的

内容。

“现在咱们浙江正在大力发掘‘宋韵

文化’，我认为这也是永康的一个机遇

期，因为咱们不仅有北宋清官胡则，还有

南宋状元陈亮，他们都是永康的‘金名

片’。‘宋韵文化’于咱们永康的历史而

言，联系非常紧密。”高雄杰分析道，家乡

如果将这块内容与文化产业很好地联系

起来，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之前了解到方岩镇独松村的程

文德的故事后很兴奋，觉得有很多东西

可以挖掘，打算在我的电影中延展开。”

高雄杰说，目前他正在筹划的一部电影

就与此有关。

谈及家乡的五金产业，作为影视领

域的专家，高雄杰有着自己独到的想

法。比方说永康五金的故事应该从哪个

时期切入，应该如何呈现，这些都是他认

真思考过的内容。

“家乡于我而言，无法用只言片语描

绘，它更像是一部丰富的长篇小说，每一

位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都是里面最生动

的主人公。”采访的最后，高雄杰再次袒

露情感，“我很愿意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为家乡做点事，如果家乡和人民有需要

我的地方，我一定在所不辞。”

融媒记者 曹向阳 胡锦 李一正 邢舜羽

走遍天南海北 最忆故乡山水

高雄杰：无论走多远都受到故乡的滋养

高雄杰，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

视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

副会长。艺术创作实践涉及电影、

电视剧、纪录片等领域，作品曾入

选10多个电影节并多次获奖，曾获

中宣部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所

指导学生电影作品也多次入围重

要国际电影节并屡获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