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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十四五⑳

党史学习教育“三为”专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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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雄鹰”亮翅，叱咤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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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 赛）8月 4日至 5
日，由金华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
永波带队的考察团一行来我市考察交
流政法、“三农”工作。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芮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朱建军陪同考察或交流。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椒江
的一江山岛纪念馆、椒江区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临海市府城防汛
工程、吉利汽车产业园、头门港二期工
程等，对台州的基层治理经验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成果表示肯定。

金华与台州是山水相连的好邻
居、人缘相亲的好兄弟、经济相融的好

伙伴，交流交往历来十分密切。特别是
随着今年 6月金台铁路的开通，金华
与台州联系交流更加频繁密切。

芮宏对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在简要介绍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后，他说，金台两地在城市定位、资源禀
赋、发展战略、工作举措等方面有很多相
似之处，合作发展基础十分扎实。近年来，
金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许多
工作创出了亮点和特色，非常值得台州学
习借鉴。希望今后两地持续拓展合作领域
和内容，特别是不断健全完善政法、“三
农”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机制，通过加强特
色产业协作、促进社会治理交流，不断提

升两地合作成效、密切联系交往。
蔡永波对两地未来的合作充满信

心。他说，通过实地调研和现场参观，真
切感受到台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
效。尤其是台州坚持把机制建设作为关
键，深化平安台州建设，目前已成功实现
平安台州“八连创”，在政法队伍建设和
政法工作上也颇有建树。金台两地同样
以民营经济发家，以鱼米之乡闻名，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从路相连到心相通，从
人相亲到情相融，希望通过与台州各领
域的深入对接，学习台州先进经验和做
法，持续推进两地经济社会共赢发展。

双方还举行座谈会进行了深入交流。

金华考察团来台州考察交流

本报记者颜 静

泵与电机、机床工具、汽摩配件等主导产业高速领
跑，产值分别增长46.6%、60.2%、35.9%……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9.9%，
同比增长35%，增速居台州首位；

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14项主要经济
指标中，10项指标同比增速高于台州市平均水平；

……
“十四五”开局之年，温岭经济交出稳健“半年报”。

一连串增长的数据，凝聚着温岭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三链”融合撬动制造业变革的
决心和努力。

“‘十四五’期间，温岭将以主体升级、集群培育、创
新引领、优化营商环境为动力，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和
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台州市委常委、温岭市委
书记徐仁标说。

强产业链：协同发展激活新动能
“利欧‘未来工厂’协同平台上线后，会对每一批次

产品进行质量追溯，对比同一类型产品不同供应商的
质量。近几年，我们不断改进材料、工艺和设计，满足品
质要求的同时，产品价值提高近 5%，今年有望冲刺亿
元产值。”说起产业链内龙头企业的引领督促作用，利
欧股份供应商——浙江鲁溪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华深有感触。

泵与电机是温岭第一大支柱产业。温岭现有泵类
企业3000多家，去年实现产值550多亿元。经过多年发
展，集聚了电机、铸造、电缆电线、机械密封等各类配套
企业，利欧、新界、东音、大元、泰福等一大批企业逐步
成长，成为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和产业链整合能力
的实力强企。

新界泵业投资 20亿元新建高端农用水泵智能工
厂项目、东音泵业投资 10亿元新建年产 200万台井用
潜水泵技改项目、利欧浙泵投资 6亿元等项目陆续落
地……目前，温岭全市共有 96个总投资 230.9亿元的
泵与电机类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投产后预计新增年产
值300亿元以上，带动泵业迈向千亿级。

壮大产业集群，高标准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
链提升工程，其源头在于关键企业的上下游衔接力和
牵引力。

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他们不断加强与上
下游企业的沟通与协作，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作为“链主型”企业，利欧股份借助数字赋能，倒逼近300家核心供应商不
断提质升级，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更高效地进行决策。

一边发挥龙头引领作用，一边发力延链补链。温岭块状经济发达，泵与电
机、机床工具、汽摩配件、时尚鞋服等传统产业积极发挥配套优势，做强产业链
现代化文章。

“针对本地缺失的产业链环节，通过全产业链招引、政产学研用体系等形
式补缺补差。比如机床行业，已基本建立‘主机为龙头，功能部件和工量具相配
套’的完整产业链体系，行业内电主轴、刀塔等关键部件配套率达90%。目前，
已成功引进美戈利高端金属加工刀具项目等一批本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
强的大项目。”温岭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育创新链：夯实智造驱动新引擎
近日，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公示，福立分析仪器、北平

机床、大元泵业、九洲电机等4家温岭企业入选。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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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者说

构建更高质量的产业新城
——访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骆立方

疫苗接种有妙招疫苗接种有妙招
流动服务扩面提速流动服务扩面提速

为有力有序推进疫苗接种扩面提
速，让群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更方便，
台州疫情防控工作妙招频出。连日来，
我市各地流动疫苗接种车进厂进村，
为群众打通接种疫苗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图为8月5日，仙居县经济开发区
一企业内，流动疫苗接种车里的工作
人员正为企业员工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李明锦摄

本报记者吴世渊

盛夏的早晨，临海尤溪下涨村迎来
一辆辆私家车，父母们带着孩子来这里
体验滑草，顺便吃一顿山里的午饭。

午后，玉环鸡山后岙村的民宿
里，青年男女正玩一把桌游，并相约
等日头稍落，就去海边拍照。

傍晚，黄岩宁溪乌岩头，游人散
步归来，准备去农家乐就餐，宁静的
山村又升起袅袅炊烟。

……
在台州，乡村旅游是门“热生

意”。据统计，去年我市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总人次，超过全市旅游总人次的
一半，乡村旅游年经营总收入超 20
亿元，直接就业人数 2万人，带动受
益农民近30万人。

游客偏爱下乡，乡村趁机搞民

宿、景点等项目揽客、
留客，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越来越多的客
人到乡村游玩，老乡们
的腰包也越来越鼓，许
多在外的村民也选择

回到家乡。
文旅是典型的富民产业。近年

来，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动
作频频，引领乡村拥抱文旅，助力乡
村振兴，在共同富裕先行的道路上加
速奔跑。

千家景区村，引游客入乡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大战略，如何

振兴，需要依照客观规律。市文广旅体
局则把重点放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上。

今年 3月 27日，台州市首届“沿
边百村”乡村旅游大会在仙居县安岭
乡举行。大会发布了我市首批“沿边
百村”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并成立台
州、温州、丽水三市“沿边村”乡村旅
游发展联盟。

据统计，我市陆上共有市际交界
村 74个，县际交界村 190个。这些村

往往交通不便，发展相对滞后，但同
时当地自然风光怡人，民俗文化保存
较完整，它们比较适宜发展乡村旅
游，也需要发展乡村旅游。

“沿边百村”大会的召开，营造了
乡村旅游的氛围、交流了地区之间的
发展经验，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产品推
介。9条旅游精品线路，涵盖我市9个
县（市、区）的乡村，包含红色旅游、生
态旅游、休闲旅游等，可以直接为沿
边村带去流量。

“全市文旅系统会搭建起一座
座桥梁，把城里人引流到乡村去。”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高
佐明表示。

引客入乡，不能做一锤子买卖。
要让客人打“五星好评”，传播金口
碑，吸引回头客，台州乡村哪里来的
底气？答案是，全市火热开展的村庄
景区化创建工作。

自 2018 年 起 ，我 市 大 力 推 动
“千村景区化”工程，出台《关于加
快台州市村庄景区化建设的指导
意见》等，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
市建成 A 级景区村庄 1059 个，其中

3A 级景区村庄 144 个。根据政策，
创成 3A 级景区的村庄，可获得 30
万元奖励。目前，我市已兑现奖励
1200万元。

把村庄建成景区，有诸多好处：
一方面，星级景区本就是块金字招
牌，可招揽游客；另一方面，也让村
民自觉按照标准，建设管理村里的
旅游设施。

像下涨村、乌岩头等，原本已沦
为“空心村”，经过一系列景区化改
造，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村”——不光
旅游功能齐全、服务质量一流，整个
村庄更呈现一种艺术性。

而仙居县淡竹乡下叶村、天台县
赤城街道塔后村、三门县横渡镇点岩
下潘村，则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它们是村级景区的“模范生”。

文旅相融合，绘“共富八景”
如果说，民宿、景点、农家乐等是

乡村景区的“骨架”，那么文化、民俗、
节庆等则是乡村景区的“灵魂”。令游
客们流连忘返的，往往就是那些有趣
的“灵魂”。 （下转第七版）

乡村旅游，台州共富路上最美风景线

本报记者庞晓栋

“目前，新乡贤带富基金已筹集
资金1086万元，主要用于低收入群体
小额创业支持、贷款担保和就业培训
补助。”路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郑波
说，4月 26日，路桥区成立了全省首
个新乡贤带富基金，全面启动新乡贤
带富工程。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发挥自
身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形成齐心协力、
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进一步形成先

富带后富、共走富裕路的浓厚氛围？
路桥积极探索，并形成以镇（街

道）乡贤联谊会、商会为依托的新乡
贤“六带·十百千万亿”模式路径
——通过结亲带富、产业带富、就业
带富、公益带富、基金带富、文化带
富，力争在“十四五”期间，结亲十个
薄弱村带富村集体经济、回归百个项
目带富一方群众、推出千个公益岗位
带富弱势群体、开展惠及万人公益行
动带富弱势群体、筹集亿元基金强化
带富资金保障。

定向对接 帮扶弱势群体
“路桥街道商会发起的‘聚商润

泽、慈善助学’活动，已累计捐款1400
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700多人次。”
路桥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
任、区侨联主席黄成刚说，自新乡贤
带富工程启动以来，路桥深入开展助
学助医行动，重点解决因病致贫、因
残至贫、特困家庭子女上学、成员就
医问题。

共同富裕是一场缩小地区差距、城

乡差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会革命。
对于路桥而言，助推共同富裕的

重点之一就是通过多层次、精准精细
的帮扶，探索建立民间兜底困难帮扶
机制，帮助辖区内真正需要帮助的低
收入群体树立自强意愿，增加家庭收
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摆脱困境。

开展“村贤结亲”带富集体经济
活动，组织发动 10个镇（街道）乡贤
联谊会、商会结亲至少 1个相对经济
薄弱村，确保 2025 年村集体收入达
到100万元； （下转第七版）

探索“六带·十百千万亿”模式路径

路桥：新乡贤助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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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章 浩

曾经的煤场、砂场，历时 4个月，
“变身”为集娱乐、文化、休闲为一体的
滨江“最美一公里”——710米长的椒
江南岸滨江公共空间先行段雏形初
现。这只是打造南岸滨江生态休闲景
观绿廊沿线各项设施的一个“开始”。

都说基础设施是一座城市的“筋
骨”，文明城市创建只有在“强筋骨”
的前提下，城市发展才更有力量和后
劲。近年来，台州市区聚焦城市硬件
短板，全力加大城区各项基础设施的

投入力度，抓实重点项目建设，让城
市文明持续加码。

构建活力景观带，丰富
市民休闲生活

要问城区生活品质，市民们首先
想到的必定是身边各项休闲设施。

近年来，椒江区正分期稳步开展
沿江核心区开发，加快推进葭沚老街
改造、宝龙城市综合体、银行总部基
地等建设，打造城市活力街区。

“710米先行段是个起点，未来的
滨江公共空间会是远眺椒江的最佳

观赏点。”椒江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顶层的景观大平台将为市
民提供更为开阔的城市露台，体会大
江大河的魅力。

而从整个工程来看，南岸滨江公
共空间计划长度为5.5公里，西至教七
路，东至解放北路，水岸与建筑群错落
交织，骑行道和慢跑道并驾齐驱。

比起规划里的风景，葭沚老街一
期已经摆在了市民的眼前。已经完工
的40栋建筑各有各的精巧典雅，或雕
梁画栋，或青砖灰瓦，形状迥异，却又
默契地保持了风格统一。

椒江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一期工程严格按照古建筑文物的
要求来修复，最大程度还原老街面貌。

刚刚逛过老街的市民周女士在
看了老屋檐、老门墩后，禁不住感叹
每一处细节都足以看出修缮的用心，
感觉得出文化厚重、和谐宜居，文明
底色被不断擦亮。

打造星级厕所，塑造城
市文明新靓点

众多公共基础设施中，公厕是大家
出门在外必不可少的。（下转第七版）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城市文明持续加码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