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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海珠

把大蒜放到多功能搅碎器里，稍微拉几
下，就能轻松制成蒜泥；一靠近垃圾桶，桶盖
就会自动打开；放在办公室的智能水杯，到点
会提醒用户“要按时喝水了！”……

最近一段时间,消费市场上一些颇具实用
性的智能小家电人气渐旺,线上线下销售飘
红。记者在网上随便一搜，各式各样的智能小
家电应有尽有，比如一款一百元左右的学生宿
舍可用的多功能家用煮面锅月销量达4.84万。

为什么各类智能小家电能够迅速走红？

懒人经济催热智能小家电

“以前听到智能家电的概念，觉得可能只
是个噱头，等到真正用起来，才发现有了这些
智能家电的确能让生活方便许多。”4月 7日
下午，家住黄岩西街小区的连女士向记者展
示了她家的智能小家电。

扫地机器人可以除尘，沙发及床底下那
些平时不易清洗的角落都可以轻松“钻”进
去打扫；吃完饭后，将锅碗丢进自动洗碗机，
40 分钟后，直接取出烘干消毒后的碗筷即
可；智能音箱，让闲暇时光变得更有意思。

不少消费者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选择
入手像智能洗手机、智能垃圾桶、智能香氛机
等智能小家电的初衷是这些产品好用又好

看，价格也不贵，还能大大提高生活品质。
在黄岩百货商场内，智能小家电吸引了

不少消费者。白领何女士正在挑选一款养生
壶，她告诉记者，经过疫情之后，她越来越重
视健康生活，原来喜欢在办公室喝咖啡，现在
开始煮养生茶喝了。

店员表示，现在不少年轻人到店内会询问
智能小家电，例如加湿器、空气清新器、消毒碗
柜、榨汁机、多功能食品加工机等，很多人在装
修新房时，也会选择全屋智能家电组合，满足
日常生活需求，一步到位。

黄岩百货商场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现
在年轻人工作节奏快，不愿花太多时间和
精力去做家务，正是这种懒人经济让智能
小家电越来越热。

企业纷纷布局智能小家电

80后、90后逐渐成为家电市场的消费主
力军，他们更注重产品的智能化，这导致各个
家电厂商都推出了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产品，
小家电生产企业也不例外。

在网上搜索多功能型厨房产品，能发现
许多产品产自台州，像多功能搅碎机大都出
自台州市双马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马
塑业”），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内生产功能型塑
料厨房家居用品的龙头企业，生产的多功能
型厨房产品占到国内外30%的市场份额。

“桶、椅、盒等塑料家居制品原本是一个
低门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提升，简单的塑料家居制品被贴上耐用、精
致、高端、时尚等标签，普通的厨房用品经过
创新设计后，产品附加值骤增。”双马塑业常
务副总经理杨文军说，小家电智能化、个性
化、时尚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为了满足客
户需求，公司专门成立了负责设计产品形象
和产品创新的研发团队，每年都会有新产品
投入市场。

除此之外，具有“健康”属性的改善型家
电产品也受到消费者关注，这契合了近年来
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觉醒以及对PM2.5
危害认知的提高，空气净化类产品普及率大
幅提升。”浙江甜蜜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空气净化器，公司负责人魏勇军告诉记
者，目前普通的空气净化器，采用物理消除居
多，而他们采用的是滤网配合“接枝聚合技
术”祛除甲醛，也就是利用化学除甲醛，所以
比同类的产品有更强的分解能力，净化效果
也相对持久。

魏勇军认为，与大家电相比，小家电产品
更新换代快，产品发展日新月异，随着国内市
场的扩大和竞争程度的加剧，小家电企业必
将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
生活习惯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否则容
易被市场淘汰。

好看好用又不贵，智能小家电强势出圈

台州企业纷纷
布局智能小家电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孙迪宇 记者张 超）“之前
受疫情影响，公司在加盟店推广和覆盖上受到
了一定影响，现在有了这笔贷款，就可以进一
步加强品牌推广力度，促进企业长效发展。”台
州市道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杭临说。

日前，在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帮
扶下，台州市道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 4
件注册商标和包装袋（麻辣牛肉酱）的外观设

计专利，通过工商银行临海支行混合质押，成
功质押 1200万元，这成为台州市首笔服务业
知识产权混合质押贷款。

台州市道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炸
酱面连锁加盟经营为主的企业，成立于 2008
年，前身为何厨道味炸酱面店，拥有有效注册商
标 24件，外观设计专利 1件，初步审查合格的

“一种麻辣牛肉酱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 1

件，各地加盟店达502家，覆盖16个省68个市。
去年，临海实现台州农产品知识产权混合

质押零的突破。下阶段，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
加强与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的联系沟通，持续
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工业、农业、服务业
领域的齐头应用，深挖知识产权潜力，并开通
知识产权质押绿色通道，让更多的企业享受知
识产权的红利。

4件注册商标和包装袋外观设计专利成功质押1200万元

台州首笔服务业知识产权混合质押贷款
落地临海

本报讯（记者颜 静）“启动资金提前到位，
接下去我们就能更加放心地投入技术研发和
设备采购了！”4月 8日，获得路桥区高层次人
才专项办公室拨付的 200万元快速启动资金
后，台州安奇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何赛
灵说。这是台州市人才新政2.0施行以来，我市
发放的首笔快速启动资金“大礼包”。

据了解，台州安奇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
国家级特聘专家何赛灵在路桥创办，去年他以

“高精度高维光电感知技术及医化环保与智能
制造应用”项目入选台州市“500精英计划”创业
领军人才。目前，该公司已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产生营收100多万元。
创业创新生态是广大高层次人才关注的

焦点，近年来，我市人才新政对来台的创业创
新工作人才，开展了全方位的资助和全周期的
扶持。其中，新政2.0针对人才初创企业的起步
难，实施10%的创业启动资金快速预拨付等资
助服务。

4月 6日，在接到安奇灵公司的快速启动
资金申请后，路桥区人社局、科技局、经信局、
财政局等区高层次人才专项办成员单位组成
的考核小组，赶赴该公司进行现场审查和资料
查验。

考核小组对该公司的人员、设备、场地情
况以及各项佐证资料进行了实地核验，并听取
了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关于经营情况的汇报。经
讨论，考核小组各单位均同意拨付给该公司快
速启动资金200万元。

“我们前期持续与企业对接，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尽可能为他们争取最大的
扶持。目前，路桥有多家企业正在陆续申报该
项快速启动资金。接下来，将继续通过全周期、
全要素的综合供给，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
利’、激发‘人才活力’。”路桥区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党组成员任守超说。

台州市人才新政2.0落地开花

首笔快速启动资金“大礼包”发放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文/摄）4月 7日上
午，在温岭市松门镇苍山岙里周的农田里，南
洋村种粮大户包卫明请来了 15名直播能手，
在自己的承包田里开启早稻直播种植（水稻直
播是指不进行育秧、移栽而直接将种子播于大

田的一种栽培方式）。这是这个镇今年第一个
开启早稻直播栽培的种粮大户。

包卫明从事水稻规模化种植多年，今年他
家在苍山、红光、南洋、新华等村流转了 2800
亩土地，实施规模化种植。

他说，早稻种植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肯定
是亏本的，好在这几年政府都对粮食生产比较
重视，每年都有粮食种植补贴。此外，新型水稻
栽培技术的运用，加上中低产田的改造，农业
基础设施得到了充分改善，种植粮食更有奔
头，现在水稻的平均亩产都在 450公斤以上，
产量还算可以。

为了提早开启水稻种植，包卫明早在 2月
初就开始了农田的翻耕。“直播前，种子要浸泡
2夜，然后再催芽3夜，这样的种子就可以直接
入田了。”他说，直播第一天，15名水稻直播能
手就播下了早稻种子500亩。

包卫明的水稻直播，引来了附近村民的围
观。东升村小朱曾跟着父亲种过水稻，但那时
都是手插的，相当累人。得知现在种水稻是直
接把催好芽的种子撒入水田里，小朱感到很惊
奇：“现在种田轻松，种子可直接入田，改写了
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

“去年试种了几百亩地，是在早稻收购后，
就马上着手连作晚稻的田地翻耕。试种获得成
功，亩产在400公斤左右，我觉得产量还可以。
所以，今年扩大了晚稻的种植面积，增至 1000
亩。”包卫明说。

据了解，今年该镇的早稻种植面积为 2.5
万亩，较去年增加了 2000亩，全部采用直播栽
培技术。

种子直接入田

松门：开启早稻直播种植

本报讯（通讯员孙予思 记者章 韵）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如何做好质
量管理至关重要。”近日，路桥区召开编织
凉席行业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
行动暨质量管理方法及体系认证知识培训
会，对路桥编织凉席行业小微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提升试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来自中国计量大学质量与安全工程学院的
老师为路桥区纸编制品行业协会的 30 余
家小微企业负责人开展质量管理方法及体
系认证知识讲座。

编织凉席是路桥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传
统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路桥拥有编
织凉席成品生产企业 70 余家，配套企业
120 余家，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 90%以
上，年产值近 30亿元，然而，随着人们消费
水平和品牌意识的不断提升，这一传统产
业面临着产品附加值低、品牌弱、创新乏力
等发展困境。

针对该产业的发展现状，路桥区出台
了《关于开展编织凉席行业小微企业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方案》，自今年 1月
起，全面开展路桥编织凉席行业小微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试点工作，采

取“部门主推、协会主抓、企业主体”工作模
式，鼓励广大小微企业积极导入先进质量
管理模式，引领路桥凉席行业的整体质量
提升，推动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路桥区市场监管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选取金清镇作为试点区域，选定 15 家
编织凉席小微企业作为试点单位，联合认
证机构、检测机构、行业协会等，强化技术
支撑，通过开展专题培训、质量诊断、交流
学习、加强政策支撑等方式，力争实现试点
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管理员、内审员
的人员培训做到全覆盖，质量管理制度建
立达到 1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证率达
到 60%以上，形成 1-2家可复制、可推广的
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优良实践案例。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有助于不断提升
小微企业运营能力和水平，解决小微企业
质量管理能力弱、管理成本和风险高等痛
点问题，开展小微企业试点提升，打造一批
成功案例，对提升凉席小微企业整体质量
水平将起到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行
业发展不断规范，打响路桥乃至台州制造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路桥区市场监管局党
委委员、总工程师梁林聪说。

年产值近30亿元，
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90%以上

路桥编织凉席行业借认证
契机推动质量升级

图为农民们在直播早稻。

本报讯（通讯员滕福寿 沈玲珑）近日，
湖北省十堰市市民刘先生向温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反映，他在网上看到他和他的哥
哥在温岭市泽国镇沈桥村注册了一家汽车
用品有限公司，但他俩从未来过温岭，也未
委托他人注册过该公司，认为自己身份信
息被人冒用了，于是向温岭市市场监管局
反映，希望帮忙解决该问题。

接到反映后，该局工作人员查询了该汽
车用品有限公司注册时提供的资料，并向代
理人和开户银行了解了注册时的情况，工作
人员发现申请人刘某军和刘某勇在办理时
进行了实名核验并知晓办理登记注册，且代
理人和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该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是本人到场签字的。
这与反映人反映的情况不符，为此工作人员
再次致电刘某军了解情况，通过仔细核对，
发现刘先生两兄弟的身份证号码和该汽车

用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不一样。这两对兄
弟，其实碰巧是同名同姓罢了。

刘先生感叹：“居然有跟我兄弟俩名
字一模一样的两兄弟，而且身份证号码也
很像。”

温岭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营业执照的办理已经可以通过浙江政
务服务网进行网上全流程申请。为保障身
份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安全性，当申报
信息在网上预核通过后，群众可直接在手
机上通过电子签章完成全流程办理，或将
纸质资料提交至行政审批窗口后下载‘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APP进行实名验证，避免
了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风险。”

同时，公众如需查询企业相关信息，可
以直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一
键看清企业“精准画像”。

远在湖北的两兄弟发现
自己的姓名成了温岭一公司注册人

难道兄弟俩身份信息被冒用？

4月6日，在玉环市龙溪鑫果缘采摘农场里，游客正在采摘桑葚，体验桑园农耕文化的
乐趣。近年来，玉环市依托当地农业、旅游资源，打造“农旅融合”生态农业综合体，带动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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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温岭市新河镇蔡洋村田头，藕农俞地胜正在种植莲藕。据介绍，今春温岭各地
种植莲藕近千亩，预计7月中旬开始收获，丰富市民菜篮子。 本报通讯员林绍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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