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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稠村初心故事②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5月18日下
午，全省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暨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大会
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对美
丽浙江建设进行系统性重塑，构建美
丽浙江数字化综合应用系统，进一步
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
道，加快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高水平
的美丽浙江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市委书记李跃旗在省主
会场参加，市领导吴海平、芮宏、管文

新、褚义军在台州分会场参加。
会上宣读了相关表彰通报。台州

市获得 2020 年度“五水共治”（河长
制）工作“大禹鼎”银鼎；天台县、玉环
市获得 2020 年度“五水共治”（河长
制）工作“大禹鼎”银鼎；临海市、黄岩
区获得 2020 年度“五水共治”（河长
制）工作“大禹鼎”。天台县、玉环市、
临海市、温岭市获得2020年度美丽浙
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计
划）工作考核优秀县（市、区）。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的美丽
浙江建设代表的是“重要窗口”的美丽
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美丽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美丽浙江、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
的美丽浙江。要坚持理念、目标、机制、
方法、手段“五个先行示范”，使新时代
美丽浙江既有形美、又有神美，既有外
在美、又有内在美，既有局部美、又有
整体美，既有自然美、又有人文美，既
好看、又好用，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
动人的色彩，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美丽经济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基本建
成诗画浙江美丽大花园，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会议指出，要坚持全领域提升共
进、全地域协同共建、全要素美丽共
享、全过程管控共治、全方位塑造共
融，推进新发展阶段美丽浙江建设，并
提出了“十四五”期间治水治气治土治
废治塑、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美丽浙江
数字化综合应用系统、构建全域美丽
共享美丽新格局等方面的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今年要深入打好治水
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攻坚战，深化“五水
共治”碧水行动，全面推进清新空气行
动，打造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的净土家
园，全面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强势推
进塑料污染综合治理。（下转第二版）

李跃旗出席省主会场 吴海平芮宏出席台州分会场

全省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大会强调

以高水平的美丽浙江建设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同心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5月 18日
下午，市人大数字化改革专班第一
次例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
海燕在会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
省委提出的“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
地”目标和市委“确保台州数字化改
革跑出加速度、提升显示度”的要

求，结合人大实际，加快打造数字赋
能人大履职的硬核成果。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单坚、沈宛如，秘书长许
世斌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专程考察了市市场监
管局、市大数据局数字化建设情况，
市人大数字化改革专班各组就前期

工作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叶海燕充分肯定了市市场监管

局、市大数据局的数字化改革推进工
作，并就做好下一阶段人大数字化改
革工作强调，要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进一步理清思路，明晰市人大数字化
改革总体布局，细化任务，积极对接，

确保项目进度。进一步明确目标，按
照省、市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紧盯
重要时间节点，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进一步加快数据归集，做好数据收
集、分析、整理工作，加快打造市人大
数据仓。

（下转第二版）

叶海燕在市人大数字化改革专班例会上强调

全力以赴 高质量推进人大数字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5月18日上
午，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大会召开。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分析当
前我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任
务，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以打造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先行省为目标，部署我省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举措，努力使浙江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为“重要窗口”建设
的一张金名片。市领导李跃旗、吴海平、

陈挺晨在台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数

字化改革驱动知识产权保护流程再造、
综合集成、制度重塑，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一件事”集成改革，坚持数字化引
领、法治化保障、体系化重塑、市场化运
作、项目化推进、差别化管理，加快打通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
全链条，推动知识产权数量多起来、结
构优起来、运用活起来、形象树起来，努

力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先行省。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要构建知识产权数字化治理体
系，打造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做好核
心业务梳理和应用场景谋划，提升知识
产权数据应用价值；加快集聚高端创新
要素，布局一批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平
台，推动知识产权和优势产业深度融
合，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一
批科创型上市公司； （下转第二版）

李跃旗吴海平出席台州分会场

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大会强调

努力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先行省

本报记者朱小兵 何 赛

5月 15日，椒江区章安街道合旗村“90后”村支委
唐晨盛像往常一样，开始他的到村走访工作。

“每月三次走访，这是常态。我们在走访中了解村
民需求，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唐晨盛介绍，他报名参
加了2021春台州电大村干部学历提升班，学到了不少
新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比如计算机、村
务管理等，都很实用。”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人才是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
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台州电大党委书记
潘先考说，“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校，要敢
于担当、主动作为，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培养更多优秀
人才，交上一份让市委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的答卷。”

增强“领头雁”本领，带领一方百姓致富

天台县赤城街道塔后村将人文生态融入到旅游民
宿产业中，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路桥区新桥镇金良
社区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碰撞出的“智慧火
花”……

春风十里微风暖，乡村振兴正当时。
在浩荡春风里，市重点村社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

织的现场实践教学，让180名学员收获满满。
去年，在“一肩挑”、任期“三改五”等新背景新形势

下，全市3295个村社组织顺利完成集中换届。
大雁远飞靠头雁，头雁不强，没有方向。如何增强

新一届全市村社党组织书记的技能本领，是当下一个重要课题。4月12日至16
日，市委组织部联合台州电大举办了市重点村社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为重点班，市委组织部高度重视，参训学员既有优秀村社党组
织书记，也有村社党组织书记中的“新手”，以及目前工作有难度、暂时打不开
局面的村社党组织书记。

“我们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从严管理，以争创一流的标准办好此次培
训。”台州电大校长王焕斌说，“培训班设置理论+实践+能力提升三个教学模
块，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突出党史教育与乡村振兴等重点内容，按照理论
与实践一比一设置课程，通过专家辅导、现场教学、小组讨论等方式展开。”

“老师们的授课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密切联系实际，对我今后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岩区沙埠镇横溪村党支部书记徐从宰介绍，2019年，横溪
村成功获评省级AAA级旅游景区和市级“美丽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让村集
体经济快速壮大。

提升村干部学历，夯实乡村发展基石

3月21日，台州电大2021春村干部学历提升班开班。
“这个班是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台州电大承办的，这已是第三届学生了。连

续三年每届招生均达到1000人，受到国家开放大学高度关注，并获评‘教育部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优秀教学单位。”台州电大乡村振兴学院院长陈松炜介
绍，作为全市电大系统的常规人才培养项目，全市千名村干部共组一个班，分
九个县（市、区）大组，再分成 100个小组，并合力推出“五管理三制度”的班级
公约，进行统一管理，是全省电大业余学员管理体制首创。 （下转第八版）

—
—

台
州
电
大
助
力
共
同
富
裕
纪
事
（
上
）

授
人
以
渔
同
奔
小
康

编者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一所地方高校，近年来，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立足自身办学实际，对标对表国
家、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积极探索，培养输送
了大量优秀人才。今起，本报特推出系列报道，以飨
读者。

今日导读

张觉平：二胡不是我的专业，是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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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琴”

本报记者徐 平

今年是中国旅游日设立十周年，
林国干又开始了“好事”。最近，他发
起了“中国旅游日要不要放假”辩论
赛，推动更多的人跟着“游圣”徐霞客
的足迹畅游神州大地。

2010年初，自称“天台好事者”的
林国干得知国家将设立“中国旅游
日”，他大声疾呼，倡导在《徐霞客游
记》开篇之作《游天台山日记》中选择
日子。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该篇记
载的第一个日子——5 月 19 日，于
2011年被国务院确立为中国旅游日。

愿望得偿，林国干依然热衷于
“好事”。如今，这位县政协委员以弘
扬霞客文化为最大乐趣，倡议《游天

台山日记》进教材、将中国旅游日变
成法定假日、推进“徐霞客游线”申遗
工作。

熟悉林国干的人，都说他身上有
一股共产党人的认真与执著。多年
来，林国干坚守内心的“诗与远方”，
为弘扬霞客文化，他年复一年，四方
奔走，坚持不懈。林国干说，徐霞客的
一生，锲而不舍，不惧艰难，我愿做他
的“知音”，将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在新
时代中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日记进教材

年初台州市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在回顾一年成绩中，“徐霞客

《游天台山日记》编入全国高中语文

教材”赫然在列。这背后，凝聚着林国
干几多的心血。

“《游天台山日记》既是徐霞客的
开篇之作、成名作与代表作，现在又
是中国旅游日的源头之作，大有文章
可做。”林国干说，从 2014年开始，他
就寻思着让全国的中学生都来学习

《游天台山日记》。
林国干并非突发奇想。在他看来，

大众旅游时代，需要普及旅游文化，
“把这篇日记编入中学语文教材，通过
学生入脑入心，不单能弘扬徐霞客精
神，也能兴起一代代人跟着课本游天
台的梦想，激发他们对祖国大美河山
的热爱，更能为浙江、为天台带来源源
不断的游客，这是我思考的初衷。”

林国干当过教师，对教育部《全

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比较熟悉。他说，《游天台山日记》文
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
语言也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难
度适中，适合中学生学习。

中国名篇佳作汗牛充栋，有人笑
话林国干痴人说梦，但他偏逐梦而
行。他先在县内蓄势发力，而后将此
项建议交由市政协委员带到市两会，
再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将建议带到北
京。这便有了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
委员一年又一年持续递交“让《游天
台山日记》进中学语文教材”的提案。
全国两会的影响力，让“日记进教材”
持续发酵。

众人拾柴，那道光亮终于进了教
育部门决策者的视野。2019年，新版
统编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上
册（高一年级第一学期使用）在第七
单元“学习提示”中，推荐了《游天台
山日记》。 （下转第八版）

霞客“知音”林国干

本报记者朱玲巧文/摄
“枇杷露的制作方法能否提供

给村集体？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做
成大产业。”

年初，路桥区桐屿街道党工委书
记徐陈杰找到村民任月丽，希望她能

“献出土方”，并聘请她成为村集体
“阳光工厂”的技术指导。

“我愿意献出土方，我今年 61
岁，还可以帮村里干 10年。”任月丽
没有犹豫，一口答应。

家庭作坊变“阳光工厂”

小稠村全村506户，2080多位村
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枇杷。

任月丽有一张祖传的枇杷露制作
土方，可以把枇杷叶、枇杷花等变废为
宝。八种原材料，花费两天时间熬成的
枇杷膏、枇杷露，每月可售出四五百
瓶，月收入可以增加四五千元。

任月丽为这张土方申请了路桥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认证了专利，
打算“干一番事业”。

但是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上她家里看后，摇了摇头，

“家庭作坊地方不够大，卫生条件不
符合，卫生许可证批不了。”

长期以来，任月丽的“土方”制
作也是用“土办法”。在家里支一个
不锈钢桶，熬上两天，一个锅最多做
出150瓶枇杷露。

今年是建党百年，桐屿街道决
定在小稠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投
资600万元建一家“阳光工厂”，专门
生产枇杷露，发展果品深加工。

没有技术，徐陈杰就找到了任月
丽：“政府来投资，你技术入股，只管
负责生产，销售你不用担心。”

任月丽到“阳光工厂”转了转，当
时规划中的一条机械化流水线，一桶
最多能熬出2000瓶枇杷露，比自己的
家庭作坊生产效率增加了十几倍。

此外，在“阳光工厂”，从材料清
洗到生产，都是在可视化的透明房
中进行，全程由顾客和游客来监督。

（下转第二版）

一张枇杷露土方
诞生“阳光工厂”

位于台州湾新区的浙江杰克智能缝
制科技有限公司，应用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实现数字化的生产制造。
日前，投入9 亿多元的一期项目全面投
产，项目包含了9条装配长线、3条智能
金加工线和德国 HWS、丹麦 DISA 铸造
生产线。据悉，装配长线每条每分钟可加
工一台缝纫机；智能金加工线每条每分
钟可加工一台缝纫机机壳。

本报记者叶晓光摄

杰克缝制新区智造杰克缝制新区智造

任月丽正在打包枇杷露任月丽正在打包枇杷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3版>>>>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