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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压

力的增加，睡眠异常相关疾病的发生率日益

升高。数据显示，中国超 3 亿人有睡眠障碍，

成年人失眠发生率近 4 成，由睡眠问题引发

的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功能下降

和脑功能减退等重大健康问题也日益威胁

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11 月 21 日，由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心

理治疗咨询专委会、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

（国际）巴林特联盟、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御

湘湖睡眠心理健康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0 首届湘湖睡眠医学高峰论坛在御湘湖

国际健康城盛大举行。

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

任、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咨询专

委会主任委员陶明，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临床心理科、浙江省人民医院精

神卫生科学科带头人于恩彦，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

逊，浙江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主任、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国际）巴林

特联盟主席高静芳，杭州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浙江省医学会常委李俊伟等数十位国

内睡眠医学相关学科领域的资深权威专

家、学科带头人出席活动。

与会专家围绕睡眠与健康新理念、睡眠

医学临床诊疗新方法等主题开展不同维度

的专题研讨。百余位医疗机构临床医生、科

研院所学者、健康行业资深从业人士齐聚一

堂，共话睡眠医学在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方

面取得的新进展，把脉未来睡眠医学发展的

新前沿和新趋势。

作为本次大会的发起人和总牵头人，同

时也是御湘湖睡眠心理健康管理中心的领

衔专家陶明教授，在会上发表了《生命之轴：

睡眠—心理—性机能》的主题演讲。他表示，

睡眠、心态、性机能是影响寿命的三大因素。

“心理—大脑—躯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睡

眠是大脑的功能，反映心理与躯体的健康状

况，睡眠障碍常常伴随各种心理生理障碍，

对性功能及生育也会产生影响。

随后，陶明教授指出，睡眠医学是一门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及医

学诊疗的不断进步，多学科对睡眠医学的探

索和研究为我国睡眠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湘湖睡眠医学高峰论坛的举

办，旨在为睡眠医学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学

科人才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

破解睡眠诊疗难题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模

式，同时也期待睡眠健康相关专业领域内的

产业型人才能加入进来，共同推动我国睡眠

医学事业的发展，让更多深受睡眠问题困扰

的患者真正受益。

为推动睡眠医学科研人才的培育，促

进睡眠医学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御湘湖睡

眠心理健康管理中心携手浙江中医药大学

成立睡眠医学“产学研”孵化基地。会上，

“御湘湖睡眠心理健康产业园”正式揭牌成

立，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光霁和

三江控股集团董事长孙国祥共同为产业园

揭牌。施慎逊、季建林、于恩彦、李俊伟四位

教授受聘为“御湘湖睡眠心理健康产业园”

医学专家顾问。

据悉，御湘湖国际健康城是三江控股集

团联合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萧山区人

民政府三方共同打造的国家级生命健康产

业先行试验区，是以“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

整体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一站式健康管理综

合体。作为御湘湖国际健康城开设的特色睡

眠心理专科，御湘湖睡眠心理健康管理中心

由国内知名心身医学专家陶明教授领衔，首

创以脑健康为核心的睡眠—心理—荷尔蒙

管理模式，致力于提供全方位的睡眠、心理

健康服务及最佳的睡眠管理和心理健康管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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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天道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我

只是想我们杭州人应该要有这样的能力、能

量，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时候，大家眼里不能

没有丝绸。”在屠红燕一代丝绸人的眼里，中

国的文化自信正是源自于这里，不是讲一块

丝绸的面料，也不是讲丝绸一个花型，而是

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

深耕文创，
让传统文化时尚起来
与一场场国际盛会的美丽邂逅，让万事

利看到了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创意的丝绸原

来是那么受欢迎。“这种邂逅让我觉得，丝

绸，不再只是一种面料。”李建华说。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

这是一位当代诗人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心

声，也在印证着西湖与丝绸是杭州最具代表

性的两张历史文化名片。李建华隐隐觉得，

万事利该扛起“振兴中国丝绸”这面大旗。

万事利丝绸去全世界找最古老的丝绸

文物，找全中国即将失传的丝绸工艺文化传

人，建一个万事利丝绸文化博物馆；即使不产

生经济效益也把他们“养”起来，这些不计回

报的事，出于李建华对丝绸文化的热爱。“我

只希望把老祖宗的文化传承下去。”他说。

可如何跳出丝绸做丝绸？万事利丝绸人

摸索出“传统产业+文化创意+高科技=新兴

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在走这条路的过程

中，万事利丝绸进入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域。

“文化创意”，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对于万事利丝绸来说，可谓标注出最为闪

亮的一笔。丝绸+扇子、丝绸+茶叶、丝绸+陶
瓷……近年来，万事利丝绸大胆试水“丝

绸+”的跨产业合作，已将丝绸消费与文创

旅游产品结合。

2019 年 11 月，基于让文物‘活’起来，

让传统文化‘时尚’起来”的共同理念，万事

利丝绸与故宫文化联合推出了一系列年文

化礼品，从外包装到产品设计都体现出浓郁

的中国年文化特色。双方相继推出印有葫芦

元素的“故宫红”真丝围巾、带如意锁的笔记

本、精致的丝绸红包等“万福如意”系列套装。

对此，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

翔表示，丝绸是祖先的智慧结晶，将传统文化

与丝绸结合、走向世界，受众人追捧。

2020 年 8 月，由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主办的人民日报文创与万事利丝绸

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推出“中

秋国潮礼盒”和“美好生活蚕丝被”等多款联

名产品，成为线上线下的爆款。

“丝绸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从来没有

断过的文化，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经久不衰，除了要有传承，更要有创新。”万

事利丝绸股份董事长李建华表示，过去四五

十年，万事利完成了从“产品制造”到“文化

创造”的突破，实现了从“传统产业”向“文化

创意产业”的转型，正通过现代化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技术赋予丝绸新的生命力。

力抗疫情，

展现浙商担当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

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当时举国上下都投入

“抗疫”，作为杭州的名片，中国的民族品牌，
万事利丝绸第一时间展现出一家优秀企业

的社会责任和应变能力，临危受命，兼职做
起了口罩。

浙江省政府给万事利下达了口罩生产

任务，接到任务后，万事利决定对原本生产
服装的生产线进行调整，临时改为生产口

罩。李建华谈及这次疫情的应变能力，眼神

中仍带着光，“根据临时任务的要求，万事利

每天要组织生产 50 万只口罩”。

“我们当时上下齐动员，从生产丝绸品
到生产一次性民用口罩，只用了短短几天时

间就完成了生产线改造、工人培训、口罩打

样……口罩日产能很快就突破了 100 万
只。”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万事利丝绸股份董

事长李建华依然使命感十足。

当时，万事利将投产的首批 5 万只民用

口罩走下生产线，经过严格质检、包装后捐

赠至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用于疫情防控
第一线。疫情期间，万事利丝绸紧急调拨了

大量的蚕丝被、洗护用品和保暖物资等,通
过江干区红十字会送往武汉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用于医护人员、隔离群众的应急值守、

日常使用等疫情防控基础工作。此外，万事
利丝绸还在疫情期间向援鄂医护人员捐赠

自主研发的小分子蚕丝蛋白护肤品及丝巾；
还策划了一线医生家属为医生送创意丝巾

的活动，上千名医生在完成抗疫任务后收到

了一份家人给予的惊喜。

乡村振兴，
深耕蚕桑产业全链条
2020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

的一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之

年。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万事利集团多

年来一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积极参与全国工商联、浙江省和杭州市

等各级单位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千企

结千村、消灭薄弱村”“联乡结村”等乡村振

兴专项行动，并充分发挥产业资源、技术、服

务、品牌等各项优势，通过建设高品质蚕桑

基地、特色产业文化馆、党建结对等方式不
断探索万事利特色扶贫路径，以实际行动积

极践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

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贡献民营经济的智慧

和力量。

作为集团旗下最具辨识度的核心产业，

万事利丝绸也成为了集团践行社会责任、助

力乡村振兴的先锋力量。从 2018 年开始，万

事利丝绸就率先在开化建设集约化、规模化

的特种蚕产业示范区，通过对寺坞村、溪东

村及周边村土地进行流转和返租、桑园新建

与改造、农具机械的开发改造、小蚕共育室

和养蚕大棚建设、数字溯源系统和质量监控

等举措，建立规模化自动化养蚕基地培育黄

金茧、丝胶茧、抗菌茧等高附加值特种蚕茧，

从源头布局绿色优质产业链体系，在保障高

品质原材料的同时，提高农户收益，帮扶当

地经济发展。

开化县溪东村是市级“一村一品”蚕桑

专业村，蚕桑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支撑着

村里 90%农户的生计，全村 276 户中有 200
多户依靠种桑养蚕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截至

2017 年底，开化县桑园地规模从原有 6000
多亩跌至 2000 多亩，养蚕利润逐年降低导

致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

而万事利丝绸基于对市场的精准把握，

提出了“健康丝绸”的概念，并依托强大的自

研技术陆续推出了黄金蚕丝被、丝绸面膜等

主打纯天然、绿色环保的高功效丝绸产品，

深受市场欢迎。由此延伸的特种蚕桑经济也

为溪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为了引导蚕农们科学、规范地饲养特种

蚕，万事利丝绸在溪东村建设了小蚕共育室

和养蚕大棚，将旧宿舍改造成“蚕宝宝”的

“托儿所”。蚕种进入共育室两周后再由蚕农

领养，一来减少户户建温室的麻烦，二来科

学共育也提高了蚕宝宝的存活率和抗病防

疫属性，从而提升产量和质量。

作为特种蚕茧之一的“黄金茧”是万事

利高端黄金蚕丝被的主要原材料，较普通白

茧拥有产量高、品质优、抗病性强等诸多优

势。去年，白茧市场收购价为每斤 18.5 元，

万事利丝绸向蚕农金茧的购价为每斤 25
元，按照每张蚕茧产量 40耀50 公斤测算，平

均每张蚕产值达 2000耀2500 元不等，效益较

普通白茧提高 30%以上。再加上小蚕共育模

式的推广，让特种蚕存活率大大提升，以往

散户一年养两次蚕，现在最多可以一年养四

次，年产量的提升也为蚕农创造了更高的经

济收益。

万事利还在四川、贵州、广西等贫困山

区建立种桑养蚕基地，和定点采购基地，助

力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

李建华对万事利丝绸未来的发展构想

十分宏大，“万事利会紧紧抓住做丝绸的这

根丝，运用现在科技创造更好的丝绸产品，

运用现代科技实施智能化生产，开辟更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将前沿

的科技和古老的丝绸文化结合在一起，让丝

绸更时尚、更艺术，也以更有创意的方式走

进人们的生活，让文化传承，让生活美好”。

（作者系中国网记者）

（供图 / 万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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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万事利丝绸用双面印花技术做出的丝巾

荫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万事利以一袭青花瓷旗袍惊艳了世界。

荫万事利丝绸的口罩无尘生产车间

荫万事利丝绸与故宫文化联合推出了一系列年文化礼品

探索睡眠健康管理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