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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小兵 庞晓栋

8月 12日下午，临海市港航口岸
和渔业管理部门办证人员审核了“浙
椒渔运 88710”的渔业船舶检验档案
等申请材料后，向船东陈先钏发放了
渔业船舶相关证书，该船正式转入过
户到临海，更名为“浙临渔运12678”。
这也标志着临海市223艘异地挂靠渔
船完成全面“清零”。

临海市高度重视“异地挂靠”渔
船整治，今年以来以消除异地挂靠海
洋渔船托管失管隐患为重点，打破地
域壁垒，畅通办理流程，在台州率先
完成异地挂靠渔船“清零”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

提升渔船安全管理水平，守牢海
上安全底线。“下阶段，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辖区渔船买卖交易管理，以及渔
船捕捞许可管理，杜绝新的省内挂靠
渔船产生。”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勇说。

机制引领 分类施策

渔船“异地挂靠”容易造成失管、
漏管，是当前海上安全生产的一个重
大隐患。

“要在9月15日前，实现省内挂靠
渔船基本清零，并建立健全船籍港和
靠泊港共管长效机制，促进渔船本质
安全的提升。”这是浙江渔场修复振兴
暨“一打三整治”协调小组办公室向全
省各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异地挂靠”
渔船整治刻不容缓！临海闻令而动。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将‘异地挂

靠’渔船全部纳入星级管理C类高危
渔船进行重点监管，并按照‘渔船总
数不增’和‘出一进一’原则，积极开
展源头治理。”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林剑斌说。

今年省里部署此项工作后，临海
市按照“依法过户、分类处置”原则，
制定了《临海市关于开展省内“异地
挂靠”海洋渔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对异地挂靠渔船坚决采取“四不予”
措施，即不予船舶登记、不予提供贷
款、不予出海生产、不予提供服务，倒
逼异地挂靠渔船主动上报，密切配合
专项整治工作。

“我们全面发动渔业主管部门、
涉渔镇‘定人联船’责任人、渔业村
（合作社）三方力量，按照‘应排尽排、
不漏一艘’的要求，对‘异地挂靠’渔

船进行全面排摸、核实、登记，详细掌
握有关基本情况，建立‘一船一档’，
责任到人，分类处置，逐一销号。”林
剑斌介绍，对仍存观望心态，消极对
待整治工作的，一律采取“口头警告、
限时整改、限时转户”，彻底消除异地
挂靠观望消极心态。

“积极配合整治，对我们船东来
说心里会更踏实。”原“浙临渔12158”
船实际所有人古学波说。

配强力量 加速过户

“我们船的银行贷款问题都解决
了，非常感谢你们。”从“浙临渔12238”
船实际所有人到“浙三渔00238”船船
东，身份的转换让三门渔民陈贤妙对
未来更加憧憬。 （下转第二版）

——临海率先完成“异地挂靠”渔船“清零”的背后

守牢海上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葛星星

8月11日，台州观宇科技有限公司内，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室内收尾工作；20日，公司将举行首片产品点亮仪
式。项目全面达产后，有望形成百亿级规模的微显示产业
集群。

台州湾新区紧紧围绕“三区一地”新定位，招大引强、
补链强链，形成了航空航天、汽车等特色鲜明的主导产
业，培育发展医药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产业，着力打造全市大发展的主引擎、大产业的集聚
地、大投入的主平台。

精准招大引强，加速产业集聚

创王光电是国内知名的公司，致力于超高像素密度
AMOLED近眼显示技术和创新硬件设计。去年，它与台
州湾新区“结亲”，成立了台州观宇科技有限公司。

为推进观宇科技微显示项目落地，新区组建服务专
班，积极争取政策、资金、人才等全方位支持。“每次开协
调会，相关部门都会有针对性地帮我们解决问题，还会追
踪督查。”观宇科技总经理陆隆鸣说。

近年来，台州湾新区着力构建“2+2+2+6+N”产业发
展新格局。组建航空航天、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2+2”产业链服务专班；启动建设数字经济产业“e”
谷、医药健康产业绿谷 2大新产业平台；推进中央创新
区、东部区块、绿心旅游度假区等重点区块建设，推进无
人机航空小镇、吉利汽车小镇验收命名相关工作，推动金
属再生园区顺利移交等6项重点工作；“N”为打造诸多特
色化基础平台。

各专班制定招商“一件事”全流程服务体系，促成了创
王光电、华强方特、康桥学校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通过招商‘一件事’全流程服务，吸引高质量项目落
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区创新驱动。”台州湾新区
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局长杨春华介绍。

今年以来，新区新签约总投资5亿元以上项目21个，
协议总投资 185亿元，引进了华润燃气多能互补示范基
地、普洛斯智慧物流园等世界500强企业的产业化项目，
方特水世界及酒店项目顺利签约，中国平安台州科技港、
福斯特新材料等项目正全力盯引。这些高端项目将起到
强链补链作用，加速主导产业的集聚提升。

狠抓主导产业，提升发展能级

“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无人机航空小镇、吉利汽车小镇、智能缝制设备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一批省级平台亮相。截至 7月底，新区有“四上”企业
388家，其中上市企业2家，规上工业企业27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3家。

以汽车及零部件、无人机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是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
今年上半年，新区汽车制造业成绩喜人，同比增长50%。

吉利汽车小镇内，“坐落”着亚欧汽车、新吉奥汽车、恒勃股份、吉利发动
机、泰鸿万立、俱进汽摩配等诸多企业。

2016年落子新区的俱进汽摩配，如今又扩增了100多亩“版图”。“新区的发展
空间、产业链条、资源集中等优势很明显。”公司董事长黄道祝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引进了吉利汽车、新吉奥新能源汽车两大整车项目，集聚吉利滨海
发动机、麦格纳等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打造从整车制造到零部件、售后服务、
汽车旅游、汽车文化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台州湾新区管委会经济科技局局长
徐挺锷看来，今后新区将形成一个上规模、上层级的汽车产业集群。

彩虹、北航等无人机生产基地建设也是如火如荼。眼下，彩虹无人机台州
生产基地已投产，首架“台州造”大型无人机于去年7月顺利下线试飞，并获国
内“首台（套）”认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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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历程：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建于1997年，2003年成立党支部，
2011年6月升格为党总支，公司董事
长罗献尧兼任党总支书记。目前，公
司有 4 个党支部，党员 44 人，是三门
首个建立党群服务中心的民营企业。

本报记者张笑川雨 实习生姜蔼倩

国家小巨人企业！7月 20日，获
评的信息传来，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力浦”）的员
工们十分振奋。

1997年成立，2014年成为台州第
一家在新三板上市的企业，2021年获
评国家小巨人企业……从一家籍籍
无名的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内第一
计量泵品牌公司，产品远销欧美、东
南亚、非洲等地。

这一路走来，爱力浦究竟有何秘
诀？“党建强，则企业强。”爱力浦党总
支书记、董事长罗献尧如此回应。

争做中国计量泵发展
的领军企业

“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就定下

了‘成为解决流体投加方案的专家型
企业’的发展愿景。”公司董事长罗献
尧说。

为了能够始终秉持“做精做专”的
发展路线，担任党总支书记的罗献尧，
让党总支班子成员参加公司联席会
议、列席企业决策层会议，直接参与企
业的管理和决策，把握公司发展方向。

各党支部时常深入生产经营一
线，对公司现有制度的运行情况和实
际效果进行调研，收集和反馈员工的
意见建议。截至目前，共协助公司修
改完善管理制度20多条。

2017年，爱力浦投入 50余万元，

建设了 3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每个新入职的员工都要在这里学习
企业的党建文化。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
强了就是核心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
聚力！”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爱力浦
积极发展公司中高层领导和技术骨干
人员入党。目前，该公司的副总以上全
部是党员，中层领导中80%是党员，党
员人数约占员工总数的15%。

让 15%的 党 员 带 动 激 发 其 余
85%员工的激情，爱力浦的党员发展
对象正在向基层一线的优秀员工不
断延伸…… （下转第三版）

让公司15%的党员带动激发其余85%员工的激情

爱力浦：红色引航，党建强则企业强

本报记者张光剑 本报通讯员陈乐乐

“被不起诉后，财务制度是否完
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有没有什
么困难我们能帮忙的……”近日，仙
居县片区检察官陈轶凡对辖区内一
被不起诉企业进行回访。

2019年底，仙居县人民检察院践
行一线工作法，创新开展片区检察官制
度，将全县20个乡镇（街道）划分为六
大片区，由县检察院领导班子带领员额
检察官、业务骨干组成派驻片区检察官
团队，开展定点定员联系对接，推动党
的政策在一线落实、民生问题在一线解

决、风险隐患在一线化解、发展环境在
一线优化、全民守法在一线普及。

该制度设立以来，各片区检察官团队
共走访片区百余次，提供法律咨询50次，
开展专题法治宣讲17次，收集各类风险隐
患65条，移送法律监督线索66条，参与化
解各类信访矛盾38件，开展法律服务68场。

让群众感受司法的温暖

“张姐，我现在开始工作了，每个
月的司法救助金也准时发放，家里生
活好多了，爷爷奶奶让我谢谢你们。”
日前，片区检察官张捷接到司法救助
对象金小雨（化名）的感谢电话。

金小雨系故意杀人案被害人的未
成年女儿，张捷和案件承办人一同在
多次走访被害人一家时，发现金小雨
已辍学在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三人
均为领取低保人员。（下转第三版）

——仙居县片区检察官工作纪事
让检徽在仙乡闪光

本报记者柯 璐 见习记者姚梦卿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

近日，在温岭市箬横镇东浦农
场，“种粮大户”朱齐军正组织工人驾
着收割机在田间忙着收稻。

眼下，正处于“三夏”大忙季节，早
稻抢收、晚稻抢插，朱齐军用“打仗”来形
容自己最近的紧张状态：“今年早稻有
2100多亩要抢收，晚一天收割亩产量最

高能差100斤，正是争分夺秒的时候。”
“欣慰的是今年早稻产量和价格

都还不错，前段时间我们箬横镇粮食
专业合作社还获评国家级示范社呢。”
说起这些好消息，朱齐军喜上眉梢。

拒绝“旧把式”，走机械
化现代农业之路

“每年农忙时，我爸都要叫我回

来帮忙。看到他们这么辛苦，加上我
以前是做汽修工作的，那时候我就
想，一定要引进机械化。”

不得不说，朱齐军的眼光很“超
前”，他在 20多年前选择的机械化发
展，正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最早购入的机械设备，是一
台小型收割机，马力虽小，但干起活
来丝毫不马虎。”朱齐军说，原先人工
收割，一人每天 60元工钱，只能割七

分地；一台收割机一天可收割 20亩
地。“‘机器换人’，不仅减少用工成
本，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这次尝试让朱齐军尝到了甜
头，往后几年，他又陆续添置了拖拉
机、烘干机、插秧机、平整机等设备。
2015 年，朱齐军还特意跑到金华买
了 2 台无人机，用于喷洒农药和化
肥。如今，抽水、犁田、翻耕、插秧、收
割、运粮、烘干、碾米……这些劳作
已全面机械化。

朱齐军的仓库里，摆满了大大小小
的农机，其中一台10余米高的烘干机十
分显眼。“以前都是靠人工翻谷晾晒，占
场地、人力不说，要是遇上‘变天’，就只
能叫苦不迭了。” （下转第三版）

箬横镇粮食专业合作社——

让农户尝到“机器换人”甜头

本报讯（记者沈海洲 黄 微）近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共建名单，全国 72个县
（市、区）入选，浙江省两地列入名单：
黄岩区、衢州市常山县。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建设目
标包括县域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
98%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于所
在省份平均水平、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
业总产值比高于所在省份平均水平、农
村科技人才比例明显提高等几方面内
容。黄岩区共建对口技术单位为浙江省
农业科学院，双方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为

何“花落”黄岩？“主要原因是黄岩农业
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同时科
技兴农基础好，尤其是农业绿色发展
技术集成与应用推广走在全国前列。”
黄岩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据悉，黄岩柑橘、杨梅、茭白的种
植面积分别为6.3万亩、7.2万亩和3.2
万亩，已建成柑橘省级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有浙江名牌产品 13个，黄岩蜜
橘、黄岩东魁杨梅、黄岩茭白、黄岩红
糖获得国家地理证明标志。

2018年以来，先后被列为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试点县、国家
农产品质量放心县、全国有机肥替代化肥

示范县、全国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全区
拥有692家农民合作社，16个省级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10个省级高品质绿色
科技示范基地，2020年，全区农林牧渔业
实现总产值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

目前，黄岩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
先行县共建目标已出炉——到 2025
年，实现柑橘、杨梅、茭白三大产业的
产值分别增加20%、14%和45%；规模
畜禽水产养殖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
上；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98%
以上；开展种养基地数字化改造30个
以上；建立5个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基地
和主导产业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等。

全市唯一入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名单

黄岩：“科技兴农”目标锚定全国领先

8月13日，路桥农商银行螺洋支行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
测量体温，并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情况等。路桥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举措，各居民小区、商超市场、银行等场所严格执行亮码测温举措，守好每一道
防疫“小门”。 本报通讯员蒋友青摄

亮码测温亮码测温 守牢守牢““小门小门””

台州渔船安全“百日攻坚”

东海之光⑫

加强法治台州建设

图为浙江杰克智能缝制科技有限公司的图为浙江杰克智能缝制科技有限公司的99条装配长条装配长
线线，，每条每分钟可加工每条每分钟可加工11台缝纫机台缝纫机；；33条智能金加工线条智能金加工线，，每每
条每分钟可加工条每分钟可加工11台缝纫机机壳台缝纫机机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叶晓光叶晓光摄摄

近日，在诸永高速仙居县路段施
工现场，沥青病害铣刨机和沥青摊铺
机等施工机械轰鸣，工地上一片繁忙
的施工景象。连日来，浙江省交通集
团抓住晴好天气，组织人员和机械设
备，加紧对诸永高速公路病害路段进
行修复施工，确保行车舒适与安全。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伏天修路忙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