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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者说

一年一个样 三年出形象
五年成雏形 十年立新城
——访仙居县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总指挥陈仙福

⑪

本报记者张妮婷

20多平方公里的主城区，承载着每平方公里超1
万的人口活动强度。过于集聚的城市功能，受城区布局
限制，拉不开的城市框架，提升缓慢的城市能级……这
是当前仙居面临的问题。

而今杭温高铁通车指日可待，进一步融入长三角
都市圈，可能面临的被虹吸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仙
居怎么做？——补好城市建设短板，跳出老城建新城。

“高铁新城建设是仙居‘四大突破口’之一，也是
仙居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对完善城市功
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拓展发展空间、加
快产业升级、提升开放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仙居县
委书记颜海荣表示。

2020年11月，仙居高铁新城建设正式启动。新城
位于县城西部，规划面积约46平方公里，涉及20多个
行政村近4万人。指挥部优先启动市民中心片区房屋
征收，征收范围包括黄坦树、下垟底、下郭、省耕、西门
五个征收区块，总涉及征收对象788户。

“这是仙居城区历次拆迁中体量最大的一次、拆
迁速度最快的一次、拆迁推进最平稳有序的一次。”
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总指挥陈仙福用了三个“一”来
形容高铁新城建设的第一仗。

在此过程中，干部、群众，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
是历史的书写者。

“惠民”成为最硬底气
仙居城区南北窄、东西长，杭温高铁仙居站位于

官路镇，在老城区拆迁改造，提升难度大，向西建设新城，是发展所趋。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是顺流前行，不是逆水行舟。”对有着十几年拆

迁指挥经验的陈仙福来说，面对高铁新城建设第一仗——拆迁，这个最令人
头疼的项目，他却信心满满，因为政府是拆迁主体，从百姓角度出发，为人民
谋福利，为群众谋幸福。

“这不仅是城市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富民工程。拆迁后，百姓财富水平得到
提升，财产得到盘活，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干事是有底气的。”陈仙福说。

以“惠民”为最硬底气，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仗于去年11月30日正式打响。
以“大兵团作战”模式，将高铁新城指挥部、包干单位、属地街道社区捆

绑起来，实行片区包干、兵团会战。仙居分工明确、整体推进，摈弃以往的点
上开发方式，采取片区开发形式，大规划先行，大拆迁跟进。

在此过程中，“拆到哪里，红利就发到哪里”成了真实写照。
4月12日下午2时，在仙居县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黄坦树村村民李先生

仔细核对被征收房屋结算明细表后，第一个签下《仙居县高铁新城市民中心
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太幸运了！我家两间4层房子，按政策将分
到三套共491.61平方米的安置房。期待新房赶快建好。”

许多拆迁户跟他一样，都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盼。
如今，已完成被征收房屋腾空95.5%，6月份将全部完成房屋拆除。

“一年一个样、三年出形象、五年成雏形、十年立新城。”陈仙福对未来如此规划。

“拆迁”解开多年矛盾
“这次拆迁不仅是惠民工程，也是社会治理工程，解开了村里多年来的历史

遗留问题以及各种矛盾纠纷。”黄坦树村党组织书记、主任张光泽说。（下转第七版）

以
高
铁
新
城
为
突
破
口
实
现
城
市
能
级
提
升

仙
居
仙
居
：：
打
好
高
铁
新
城
第
一
仗

打
好
高
铁
新
城
第
一
仗

44月月1212日日，，在仙居县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在仙居县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仙居县高铁仙居县高铁
新城市民中心片区征收首批新城市民中心片区征收首批400400多户被征收人通过电脑摇多户被征收人通过电脑摇
号形式号形式，，获取了相应的协议签订顺序号获取了相应的协议签订顺序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李昌正李昌正摄摄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5月 29日
至 30日，市委书记李跃旗赴仙居县开
展“大督查、大接访、大调研”专项活动，
协调解决重点信访案件，并督查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他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平安护航建党
100周年”这一主线，坚持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守土负责，更加突出底线意识、
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扎实推
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
常委、秘书长周凌翔参加活动。

在仙居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李跃旗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
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心声，现场研
究解决办法。他指出，信访工作就是
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进
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依法依规、公平

公正、及时就地处理好来访群众的合
理诉求。随后，李跃旗听取了仙居县
信访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要提高
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能力，突出抓好
矛盾纠纷排查、领导下访接访、信息
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为迎接建党
百年大庆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要坚持党建统领，加快构建“党建+信
访”工作体系，切实以党建工作的全
面从严带动信访工作的固本强基。要
聚焦清存量、遏增量，积极推进重复
信访事项化解，推动积案逐个过关、
逐个化解。要数智赋能提升信访工作
水平，积极谋划多跨场景应用，努力
打造更多具有台州辨识度的数字信
访“最佳实践”案例。

李跃旗还实地督查了步路乡七
里村涉林垦造耕地整改工作，要求当

地相关部门压实工作责任，加强过程
管理，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在听取
仙居县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汇报后，李跃旗强调，要以“两个
维护”的站位守护绿水青山，以“零容
忍”的态度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
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深度
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一抓到底
的力度深化问题整改，系统梳理各类
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切实以问题大起
底、大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
升；要以整体智治的理念重塑环保体
系，积极探索环保多跨应用场景，提升
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治理水平；要以绿
色发展的导向引领转型升级，在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加强探索、先行
先试，真正让保护生态、绿色转型成为
各级抓发展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李跃旗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起步之年，各级要锚定建设“全国
市域社会治理标杆市”的目标，以改
革创新精神扎实推进市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在“中国之
治”的地方实践中答好“台州考卷”。
要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
现代化，切实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
社会治理效能。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向基层下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加快实现全民共治共建共
享，筑牢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要突
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坚决防范化解政治安全、社
会治安、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生态环
保等领域的风险，着力提升社会治理
整体工作水平。

李跃旗在开展“大督查、大接访、大调研”专项活动时强调

站稳群众立场 筑牢安全根基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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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天天都该是无烟日 3版>>>>

本报记者谷尚辉

清洗主次干道，清除城市“牛皮
癣”，推行垃圾分类“撤桶并点”……
将市容环境卫生问题个个击破。

这几年，台州市区通过环卫保
洁一体化改革，开展环境卫生“三
无”专项整治，深入实行垃圾分类，
市容面貌逐渐呈现显性变化，环境
卫生全面提标，步行大街小巷，令
人心旷神怡。

环卫保洁一体化改革
从外头巡查回来，张文旺和往常

一样看了一遍监控画面，发现几个监
控运行不正常，他又重新设置运行。

路桥开展城区环卫一体化工作后，
作为路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园林
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文旺从原先的环卫
工作“执行者”变成了“监督者”。多年来，
路桥的卫生环境变化他最清楚。

路桥城区三个街道原先各有环

卫所，相关单位及社区（村居）也有各
自的环卫设施和保洁人员。

“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张文旺
说，这样的环卫保洁效果难以保证。

路桥城区背街小巷、村居（社区）
环卫保洁项目经过公开招标后，顺利
走上市场化道路。市场化保洁，直接
提高了路桥环卫保洁的水平，也让环
卫部门切实承担起管理责任。

这种机制逐步在台州推广。今年4
月，台州市椒江绿清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也打包承接了椒江的环卫保洁项目。“长
期以来，环卫工作的管理部门较多，同一
区域的环卫保洁，有可能分别由城管、园
林、市政等多个部门监管。”该公司负责人
薛明说，环卫保洁一体化改革解决了管干
分离的问题，实现环卫业务的规模化、集
中化处置，降低环卫业务运营成本，提高
环卫作业质量，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薛明认为，环卫一体化还能有效集
合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和处理业务，并
有效整合环卫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这
对于环境卫生提标来说，至关重要。”

“三无”专项整治让城
市更整洁

一大早，王建波走上沚京街街头，
四处查看临街店铺的房前屋后和卫
生死角是否管理到位。（下转第二版）

——台州市容环境卫生全面提标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建党百年 外国人看台州

本报记者庞晓栋

外国友人在台州的生活是什么
样？他们来台州的原因是什么？对台州
的印象如何？……5月30日，“外国友人
看台州”——“我和台州”故事分享会
在天台举行。

“就这样爱上了台州”
“每天在食堂吃完早餐就去办公

室，空闲的时候和同事们喝喝茶、聊
聊天，上课的时候又能和学生们打成
一片。”说起在台州的日常生活，来自
贝宁的华德一脸满足。

华德是台州引进的外专人才，去年
10月来到台州，目前在台州学院外国语学
院担任老师。在华德的心目中，这些同事、
学生就是他的家人。“我的同事对茶文化
颇有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中国的传
统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的学生都

很爱学习，私底下我们也会一起吃饭。”
在华德的生活体验中，在台州出

行很方便，到处都有共享单车、公交站，
只需携带一部手机即可。“当我对台州
越来越熟悉后，我知道，我就这样爱上
了台州……”目前，他正考虑长期留在
台州，把台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台州就没想过回老家”
2010 年，来自新加坡的吴俌葆

到临海办工厂，迄今他已在台州
生活了 10 余年。“当时是一位新加
坡老乡推荐我过来的，听了他在
台州的生活经历，我便对台州充
满向往。”吴俌葆说，到台州后，办
理营业执照、挑选工厂地址、招聘
工人……“所有的事情办起来都顺
利高效。”

说起在台州经营公司的心得
体会，吴俌葆感触最深的是政策
帮扶和营商环境。去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原以为产品销量会
大幅下降，未曾想，随着近年来国
内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以及台州
政 府 对 本 地 企 业 的 帮 扶 ，60% 的
国内市场份额也为公司带来了不
小盈利。 （下转第七版）

——听外国友人分享他们和台州的故事

“台州就是我的家”

本报讯（记者何 赛）“很激动，有
这样一个机会穿上婚纱礼服，感受新
时代的美好。”5月29日下午，头发花

白的罗永璋、吴毓琴夫妇，身着礼服，
在台州市民广场的舞台上深情相拥。

“在大陈岛上生活了 20多年，我们这

代人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富强，因此
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感谢党、感谢
国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首批大陈岛垦荒队员登岛 65周
年，当天，椒江区委老干部局、共青团
椒江区委、椒江区教育局、椒江第二
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举行“和悦静美
不负韶华”老党员圆梦婚纱共庆建党
100周年主题活动。在不少市民的欢
呼声和掌声中，15对老党员、老垦荒
队员夫妻身着婚纱礼服，进行了婚纱
秀和T台秀。

“活动在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
设、推动移风易俗、教育和引导广大
青年形成正确的婚恋观中树立了标
杆，引领了风尚。”椒江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尤匡平介绍，

“‘529’代表‘爱情天长地久’。在这美
好的日子里，现场每一对精神矍铄的
老前辈真真切切传递了岁月荏苒下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婚姻价值，
述说了幸福生活中‘崇德向善、诗礼
传家’的优良家风。”

老垦荒队员圆梦婚纱守望幸福老垦荒队员圆梦婚纱守望幸福

图为 5 月 29 日，老垦荒队
员和老党员婚纱秀现场。

本报通讯员水 水摄

本报讯（记者朱玲巧）北京时间5
月30日21时，台州湾新区主办的2021
大宪章岛UKIIC国际合作论坛暨台州
湾中英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在英国举
行。论坛整合了国际优质教育、文化
艺术、生命健康、信息科技等项目信
息约20条，现场签约战略合作与落地
人才项目3个。

台 州 湾 中 英 创 新 中 心 由 台 州
湾新区管委会倡议发起，通过在英
国伦敦大宪章岛及深圳建立创新

飞地，提供“英国（深圳）创新、台州
转化、基金引导、产业互融”的综合
孵化服务。

会上，新区寻求海外人才和技术
联动结硕果。当天，英国皇家工程院
院士约瑟夫教授、英国全球开放商会
主席丹尼斯博士、天际线集团创始人
曾文璟先生、英国萨里大学商学院讲
席教授熊榆等 20余位嘉宾在伦敦现
场，台州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应良
忠、英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劲龙等

100多位嘉宾线上参会，共同推动高
新技术、创新企业和人才深度融合、
协同和落地发展。

应良忠表示，中心将积极发挥创
新“引进来、走出去”机制，将国内优
秀品牌输出到海外，同时整合国际优
质教育、文化艺术、生命健康、信息科
技等产业资源与台州市场对接和融
合发展，逐步构建以中英创新领域合
作为主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
技创新生态系统。

建立创新飞地 提供孵化服务

台州湾中英创新中心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