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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平）5月 15日，
由台州市农合联、台州市供销社主办
的西瓜新品种产销对接会暨第二届
小型西瓜供应链年会在椒江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90多位西瓜产业链代
表集聚一堂，共同探寻适应数字经济
和新零售时代下西瓜全产业链升级
与变革。

台州有5万多名瓜农在外“追着太
阳种西瓜”，将西瓜高效益种植的“台州
模式”带到20余个省（市、自治区），甚
至延伸到周边多个国家。在台州西瓜产
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台州供销社、台
州农资紧跟农民做服务，甄选推广新品
种、异地建立服务中心开展生产服务、
牵手西瓜行业主体，构建全国西瓜产销
联盟，一体链接基地、渠道、零售，加快
西瓜产业绿色发展步伐。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生鲜
水果新零售的快速发展，符合小而精
的消费审美，适宜现代小家庭消费的
小型西瓜销售占比逐渐提升。面对消
费转型带来的西瓜产业链全新发展
挑战，台州市农合联联合西瓜产业链
上育种、生产、销售等上下游参与者，
共同探索小西瓜的商品化发展。

在本次活动中，台州市农合联会
员单位台州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牵头，
携手国内知名西瓜种子商、青果商、重
要种植基地成立小西瓜产业联盟，并
举行西瓜产业链市场主体合作集中签
约仪式，推动小西瓜产销对接落地。

同时，会议还安排了西瓜新品种
供应链及生产技术研讨、西瓜新品种
品鉴、台州西瓜品试基地参观等环节，
63个新品种中小型西瓜集中亮相。

助力台州西瓜全产业链升级

市农合联举行
西瓜新品种产销对接会

本报讯（通讯员丁晶玲）5月6日
至 13日，2021年“奋斗·创新·奉献”
全国大学生艺术节现场展演，台州学
院大学生艺术团“行云”合唱团参赛
作品《敕勒川》《Kusimama》获艺术展
演类声乐乙组（专业组）一等奖。

本届艺术节由教育部和四川省人
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教育厅和成都市人
民政府承办，是教育系统为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项重要活动，共
有198所高校264支代表队6800名师

生参加，有221个优秀表演类节目及其
他项目的392件作品精彩亮相。其中，
艺术表演类声乐组共60个节目参加现
场展演，乙组(专业组）共15件，浙江省
共两件(台州学院、温州大学选送），这
是台州学院首次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
节展演活动并斩获一等奖。

据悉，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自2005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届，是
目前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大学生艺术盛会。

台州学院获全国大学生
艺术节展演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5月 13日，
全市工矿领域安全生产风险普查工
作现场会暨“遏事故”攻坚战推进会
在路桥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
6 月底，我市将全面完成工矿领域
安全生产风险普查和核验工作，同
时开展对重大隐患单位的常态化挂
牌督办。

今年 2月，路桥区被定为全省安

全生产风险普查试点区后，该区结合
实际和产业特点，高标准推进试点工
作。截至目前，该区累计普查企业
3277家，普查风险点 13615个，其中
较大以上风险点1016个，重大风险点
25个，完成核验企业249家。

会议指出，要真抓实干、注重实
效，全力推进安全生产风险普查工
作。从路桥区试点总结看，风险普查

摸清底数是普查前提，小微企业是
普查短板，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关键，
精准核验是质量保障，要同风险管
控体系融合，实现两者的无缝衔接，
确保普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要全面推进工矿领域安全生产风险
普查工作。要提高思想认识，彰显使
命担当；把握工作节点，完成普查任
务；客观总结分析，注重工作实效。

要紧盯目标、奋发有为，全力推进工
矿领域安全生产“遏事故”攻坚战。
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全力推进市域一体全链隐患
排查治理，全力推进安全生产社会
化服务质量提升，全力推进矿山安
全生产大排查，积极落实安全标准
化提质增效工作，切实抓好安全生
产培训考试发证工作。

我市全面普查工矿领域安全生产风险 本报讯（记者张笑川雨）5月 13
日上午，温岭市科技局、成都工具检
测所有限公司、温岭温峤工联工量刃
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书。成都工具检测所将在温岭市工
量刃具省级创新服务综合体设立检
测中心，为综合体培育自有检测力
量，合作开展检测服务，助力温岭工
量刃具产业制定企业标准、团体标
准、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

“此次合作，将告别温岭工量刃
具产业没有本地公共检测服务平台
的历史，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擦
亮温岭工量刃具产业名片，助力行业
高质量发展。”温峤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陆江波说，工量刃具产业一直是温
峤镇乃至温岭市工业经济的特色产

业，但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企
业规模普遍偏小、品牌附加值不高、
支撑要素制约明显、自主创新能力较
弱等问题一直存在。

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温峤镇还将
在创新服务综合体内设立涂层研究
所、智能制造研究所，提速工量刃具
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目前，我们已经
和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进
行对接，并引进了 2名国家级专家，
在涂层技术、智造技术等环节全方位
助力企业技术提升。”陆江波说。

此外，温峤镇还将以强化销售和
培育龙头为两大抓手，践行抱团发
展、强强联合、工贸互动、产销一体的
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温峤工量刃具总
部基地。

助力工量刃具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工具检测所
温岭检测中心成立

5月15日晚，“忆党史 铸坚盾 暖民心”路桥人防主题宣传文艺晚会，在路桥
区横街镇杨桥村举行，《祝福祖国》《72载人防谱新篇》等13个节目和人防知识相
互穿插。晩会由路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横街镇政府主办。本报通讯员陈金飞摄

路桥举行人防主题宣传文艺晚会路桥举行人防主题宣传文艺晚会

本报讯（记者张妮婷）5月15日，
“专业化能力、复合型干部”周末学习赋
能班在市党校开班。五十多名县处级领
导干部走进“周末学习赋能课堂”。

近年来，市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
的专业化能力培训，围绕中央、省委、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以专题研讨班为
重要抓手，精准组织开展务实管用的
专题培训。举办周末学习赋能班，旨
在进一步深化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
行动，力求培养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经
济、既懂业务又懂党务、既懂专业又
懂管理的复合型干部。市委组织部负
责人表示，此次周末学习赋能班是我
市干部教育培训的一次有益探索，也
是干部教育“领导干部现代化能力提
升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介绍，周末学习赋能班将利用

4个月的周末时间，对县处级领导干
部进行专业化集中轮训。培训班将围
绕当前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焦点，聚
焦宏观形势、数字赋能、营商环境、整
体智治等四个模块，邀请业内专家型
领导和知名学者，重点讲授长三角一
体化、国际国内双循环、数字化改革、
工业 4.0、城市规划管理、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专业知识。同
时，还将围绕我市“六个城市”建设主
题开展分组调研。

“希望领导干部能通过周末学习
赋能班，做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找
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更新理念，完善分管领域分管线条
的工作思路，助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强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创建。”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领导干部
周末学习赋能班开班

5 月 15 日，2021 年市
总工会助企行动（民营企
业）专场招聘会在市人才
市场举行。台州工会助企
行动（民营企业）招聘月活
动自4月份开展以来，市、
县、乡镇（街道）三级工会
积极联动，通过线上线下
等渠道搭建就业服务平
台，为 1042 家企业提供
6280 个 岗 位 ，有 效 缓 解

“招工难”问题。图为求职
者在招聘会现场咨询。

本报记者葛星星摄

专场招聘专场招聘
缓解缓解““招工难招工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朱玲巧）日前，临海
市上盘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上盘
镇中心校国学艺术中心）组织离退休
干部，开展“重温党史忆初心 银龄励
志再奋进”党史学习教育活动，30多位
老党员为上盘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93岁的高龄离休干部金望权从
志愿者们手中接过赠送的党史书籍，

深情地分享自己的入党初心：“我虽
是一个耄耋老人，但在参加‘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活动时，面
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时，激动之情依
然难以言表。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往事
历历在目，党的培养教诲依然言犹在
耳，我对党的忠诚和使命初心依旧。”

上盘镇中心校学生王镜涛、王玥

涵带来朗诵《此生已许国》《祖国不会
忘记》，并表示会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
命血脉。

上盘镇党委委员李灵娇围绕为
什么学党史、学什么、怎么学等三方
面，为离退休干部作了题为《百年奋
斗路 启航新征程》的主题党课，带领

老党员们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波
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

上盘镇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陈
文辉有 56年的党龄，他听完党课后
说：“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余热，参与到
老年宣讲团中传播正能量，为上盘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身体力行服务当地
群众。”

上盘：银龄学党史 励志再奋进

共建平安台州

陈飞鹏

北京城，长安街，一座形似“蛋
壳”的建筑——国家大剧院。一出“台
州大戏”跨越千里，惊艳登场。对于这
出“戏”，台州人并不陌生。2016年，以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陈岛垦荒为背景
的大型现代剧《我的大陈岛》开始筹
备，台州乱弹剧团参与主创和出演，
历时3年千锤百炼，在椒江剧院完成
首演，5月15日，登上国家级舞台。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台州故
事”别样的打开方式，激荡起无数人
心中的精神共鸣和文化自信，传递

出这座城市文化品牌的独特魅力。
15年前，台州乱弹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年前，台州乱弹
剧团携大型历史舞台剧《戚继光》首次
献演国家大剧院。时光轮转，再度登台

“全国最高艺术殿堂”，让我们感受到
这块“戏曲百花园中独具古韵遗风的
活化石”真的活了，也火了。这两天，笔
者朋友圈里，除了被派往现场的同事，
晒出剧团排练照、演出照之外，还有一
位朋友也甘愿花“重金”，不辞奔波，

“追剧”到了北京，各种打卡、晒照。这
与平日里的追星不同，也绝非娱乐化
的情感寄托和打发时间，更像是一次
对内心“文化沙漠”的“逃离”，找寻一
处诗意的精神栖居。在被物欲症所渐
渐侵蚀的现代社会，恰恰需要文化遗
产来滋养人心中的“瓦尔登湖”。这样
的“追剧”，着实可贵又具勇气，显得与
其他年轻人格格不入，却实实在在超
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

不可否认，文化遗产既为“遗产”，
本身是与现代生活有距离的。这种距
离产生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同
样横亘在生活方式的变迁上。但文化
的面孔从来都不是高冷的。努力缩小
距离，让其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
里，这正是需要持续用力之处。换句话
说，就是要通过“守正创新”，找到文化
遗产的最佳打开方式，链接人们需求，
古今合璧，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称之为故
乡的地方。”《我的大陈岛》登台国家大
剧院，“台州故事”走向全国，为世人所
知。其实，在“走出去”之前，大陈岛垦荒
故事所激荡的精神共鸣给予了台州乱
弹更大新生。大陈岛垦荒精神早已成为
台州城市精神，熔铸于台州人生活创业
的方方面面。而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
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传承弘扬大陈
岛垦荒精神那样，让其成为日常所需。

当下，公众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

有品位的文化产品仍然太少，我们的文
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因
如此，立足本土，深挖特色，打响品牌，
在这片承韵千年文脉的土地上，通过人
们日常可知、可感、可参与的方式，以

“活”的姿态努力实现文化传播。反过来
看，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倒逼
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从而让文化成为时尚潮流，实现人
们对历史文化美的自发追寻和传承。

文化遗产推陈出新，观者才会走
心。不妨以《我的大陈岛》亮相国家大
剧院为新起点，不断加大本土文化资
源的挖掘、创意和整合力度，探索更
多“打开方式”，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
遇相融，并贯穿到城市发展的每个

“毛细血孔”，再通过“借船出海”，走向
全国，惊艳世界。要知道，现在我们做
大做强城市文化品牌，同时也是持续
赋予文化自信，播撒未来文脉发展的
火种，其成果将泽被后世。

文化遗产的打开方式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上接第一版）
同 时 ，还 培 养 了 24 名 优 秀 残

疾 人 工 匠 ，其 中 4 名 荣 获“ 浙 江
金 蓝 领 ”称 号 。我 市 残 疾 人 职 业
技能选手在参加全国、全省大赛
中也获得了优异成绩，走在全省
前列。

暖心服务，让奋斗者尽情追梦
4月 21日，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

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自行车比赛在深圳开赛。台州小将潘
国顺在男子C3级一公里计时赛中，以
1分13秒的成绩勇夺第一，斩获浙江

省在本届残运会上的首块金牌。
1993年出生的潘国顺是临海永

丰镇人。作为先天脑瘫C3级患者，手
脚不便的他却从小热爱体育运动。
2009年，他被临海市残联副理事长、
残奥会冠军尹建华发掘，开始了专
业的体育训练，之后多次参加全国
大赛并获奖。

“在保障残疾朋友物质生活的同
时，提升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带动更

多人自强自立。”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为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神生
活，残联部门开展了“观影无障碍·志
愿暖人心”专项行动，同时制作残疾人
自强“群英谱”，举办全市残疾人书画
摄影展，弘扬“自强与助残”精神。

另外，还组团参加了华东地区残
疾人文创作品大赛、省残疾人书画摄
影大赛和省第二届残疾人旱地冰壶
锦标赛，均获得好成绩。

身残，幸福也不缺席

（上接第一版）从首演 1.0版本，到省
人民大会堂的 2.0版本，再到国家大
剧院的 3.0版本，我们能看到一条完
整的剧本的进阶之路。

进阶过程中，故事主线和主人公
经历经过主创人员的反复打磨和讨
论，更趋合理完善。

“前面剧情以玩笑埋下伏笔，没
想到结局一语成谶，增强了戏剧性，
给观众带来震撼，我们都认为 3.0这

个版本的结尾，更加合理。”台州乱弹
当家花旦、《我的大陈岛》女主角叶青
青的饰演者鲍陈热介绍。

同时调整的，还有女主角叶青青
的人设。她原先只是女团支书，后来
编剧把原先的队长人物拿掉，让团支
书和队长合二为一，都由叶青青担
任，因此女主的思想高度更高了，新
版也加重了叶青青的戏份，突出了她
的无私和奉献。

边排戏边抱着氧气瓶
副团长朱锋饰演本剧的男主角陈

金良，同时他也负责管理团里的日常
业务，又要排又要演，每天忙得脚不着
地，而女主角鲍陈热的戏份更重。

“叶青青从刚上岛时的天真无
邪，到遇到困难重振信心，到对婚姻
的憧憬，和失去爱人的悲痛，最后她
选择一辈子不结婚，将余生献给大陈
岛的无悔。层层递进，我要演出人物
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鲍陈热介绍，

“这是群戏，也是感情戏，情感上要百

分百投入。”
剧中，陈金良死后，叶青青有一

段长达 10多分钟的哭戏，很耗精力。
演完这一段，鲍陈热的心一度很堵。
因为排练的时候精神压力太大，鲍陈
热还买了便捷式氧气瓶。“氧气瓶随
身带着，哭得喘不上气时，可以吸两
口缓一缓。”

谈起和朱锋的默契，鲍陈热说：
“我和朱锋在艺校是同学，后来在台州
乱弹是同事，和叶青青、陈金良的经历
很相似。叶青青和陈金良是在岛上垦
荒，我和朱锋是在乱弹艺坛垦荒。”

进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