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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聆听 叶晨阳 何 赛）连
日来，叶海燕、陈伟义、芮宏等市领导带队赴
各地开展国庆平安暗访督导，要求各地树牢
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平安祥和
节日氛围。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海燕率队赴黄岩开
展国庆平安暗访督导工作。在十里铺某塑料
厂，叶海燕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和仓库，仔细检
查企业安全生产等情况，要求企业对存在的
一些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叶海燕指出，企业要
牢固树立抓安全就是促发展理念，切实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彻底排查整治各类安全
隐患，全面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在大润发超市、嘉丽阳光广场某高层建
筑，叶海燕实地督查了超市消控室和高层建
筑消防设施状况。叶海燕强调，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安全工作，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全面落实责任，铁腕推进安全隐
患集中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在台州西
站，叶海燕要求各方强化路地联勤联动，提高
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旅客
乘车安全。当天，叶海燕还检查了大桥路农贸
市场和永宁半岛建筑工地。

市政协主席陈伟义率队赴临海暗访平安
和安全生产工作。在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陈伟义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事
故应急救援等情况，并现场抽查了工作人员消
防技能掌握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落实好
安全生产各项防范措施。在台州湖景国际小区，
当看到部分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时，陈伟
义立即要求整改，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陈伟
义指出，高层建筑消防火灾存在蔓延快、扑救难
度大等特点，平时要加强消防演练，提高灭火救
援水平。在台州医院，陈伟义检查了反恐人防、
技防、物防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医院筑牢
反恐防暴“防火墙”。陈伟义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始终把平安建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芮宏率队赴温岭
暗访平安和安全生产工作。在温岭市大喜都家
具城，芮宏实地查看因违反消防规定正在拆除建筑的施工现场，他叮嘱当地相关
部门加强指导，加快落实整改到位，并以此为鉴展开地毯式滚动排查，将安全隐患
扼杀在摇篮里。在城南汽修厂，他重点对汽修厂区内的维修设备、电器设施、消防
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同时对危废库、材料库、作业现场、办公区和住宿区等重点
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要求负责人以安全至上，立即着手整改安全隐患。在温岭
城南水厂和温岭购物中心，芮宏检查了反恐人防、技防、物防等防范措施落实情
况，要求水厂安保人员年轻化和加高水池护栏，进一步增强安全度。当天，芮宏还
走访检查了万昌菜市场，确保群众“菜篮子”安全。同时，芮宏还在温岭启动了安全
应急演练，要求当地进一步提升防范和处置突发事故灾难的综合能力。

其他市委常委和相关市领导分别带队赴各地开展国庆平安暗访督导，要求各地
各部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让市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欢乐平安的国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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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庞晓栋

“国庆节对多数人来说，是长假，
但于我们电商而言，意味着离‘双十
一’不远了。”在天台县坦头镇金恒德
汽车用品城，天台紫风铃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邱海峰说，这阵子公司
都在忙着采购原材料、仓库备货，提
前准备热销款，为“双十一”做准备。

2005年，邱海峰开始在坦头镇五
百村经营汽车坐垫实体店，并于2009

年向电商转型。“从起初的两个人到
现在的140人，公司规模逐渐扩大，除
了市场的带动，也离不开政府帮扶。”

针对网速慢，天台县委组织部牵头
坦头镇、电信等单位，投入100多万元
对五百村实施整村远教入户和光纤提
速工程；随着大量青年创客涌入，天台
县商务局联系阿里巴巴，邀请店铺“小
二”及专业讲师，教电商户基础入门知
识，如何利用线上活动打造爆款……

近年来，坦头镇依托汽车用品和

电商产业优势，成立电商党建联盟，
下辖6个行政村，7个党支部。“电商
党建联盟成立时，很多人质疑，但我
们坚信可以带动更多党员，辐射更多
村居，让更多村民成功‘触网’，家家
开网店，人人做淘宝，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坦头镇电商党建联盟负责人
兼五百村党支部书记徐世瑶说。

如今，辖区内电商总数由 2018
年不足 900 家上升到现在 2300 余
家，6个行政村均被评为“中国淘宝

村”，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30
万元，带动辐射农村电商就业群体
5000余人。2020年，该镇实现网上销
售额超百亿元。

“此外，联盟相继开展‘红色导师’
‘一分钱公益’等电商助贫行动，一对
一帮扶，手把手教学。”徐世瑶介绍，通
过党员供货商上游结对，党员物流经
营户上门取货，帮助贫困户、残疾人零
门槛电商创业，推动扶贫工作从原始
的“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转变。

目前，坦头镇电商党建联盟共
结对扶持了100多名贫困户、残疾人
通过电商脱贫，其中残疾人许昌林
通过做淘宝，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

坦头：村村电商 淘宝共富

本报记者黄 微

这几天，走进位于黄岩宁溪镇南
渠村的燕语(台州)食品有限公司，只
见员工们一排排整齐地坐在净化车
间内，对着灯光细心地将燕窝中的羽
毛一根一根挑出，整个现场忙碌有
序。50多岁的员工王米友来自宁溪
中下桧村，今年是他在这里上班的第
4年，“以前我是搞房屋装修的，现在

年纪大了，能在家附近上班，真好。”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源于黄岩

区推行的“小橘灯”暖心工坊模式。
近年来，基于东西部存在发展差距，
为促进西部区域百姓增收，黄岩区
推出了全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实施
方案，其中“小橘灯”暖心工坊项目，
就是筛选出部分劳动密集型、没有
污染的来料加工产业，进行“工厂西
扩”，在解决西部就业问题的同时，

也缓解东部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燕语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企业，

自 2017年引入宁溪镇南渠村以来，
该企业已解决了周边村庄近百人的
就业问题。目前，像燕语公司一样，
台州已有 50多家企业将杯盖组装、
喷雾器附件代加工、节日灯制作、菜
花梗加工等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生
产线，搬入黄岩西部山区村庄，带动
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人 人 有 活 干 ，家 家 有 钱 挣 。
“小橘灯”工坊虽小，却实现了送
项目到村、送岗位到户、送技能到
人。这几天，平田乡平田村“小橘
灯”工坊也是处于忙碌状态，只见
100 多名来自周边村庄的工人们
正在娴熟地组装黄岩明宇塑业有
限公司的玩具产品，努力赶制订
单。“村民在家门口能赚到钱，而
我们村通过出租办公楼，村集体
每年有 6 万元收入。同时，企业能
解决用工荒问题，我们三方都能
获益。”平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蔡倩荣说。

黄岩：“小橘灯”暖心工坊劳作忙

图为庞天茂图为庞天茂（（右右））正在和蔡灵明讨论民宿后续建设方案正在和蔡灵明讨论民宿后续建设方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曹思思曹思思摄摄

本报记者曹思思 张 荣

10月 1日一早，庞天茂就约上
龙溪镇凤凰村村“两委”班子成员，
走在去往无尘山庄项目的路上。“一
年前，这里还是座荒山，连条像样的
路都没有。现在好了，以后村里的

‘生命力’都在这。”庞天茂说。
今年 59岁的庞天茂，是玉环市

派驻龙溪镇凤凰村的农村指导员。
2019年 7月来凤凰村报到后，他就
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庆节这天，庞天茂给自己做了份
计划：上午，和村“两委”成员到无尘山
庄看看，为节后首批3幢民宿开工建设
做好准备；下午，去村里的山地滑坡地
质灾害点和污水零直排工程现场走走，
看看有没有需要协调解决的地方……

“带着农村工作指导员的使命
来到凤凰村，就是要让村民的日子
好起来、富起来。”庞天茂说。

在无尘山庄项目的现场，庞天茂
与凤凰村党支部书记蔡灵明边走边
聊，一起探讨民宿后续开发的方案。

占地200亩的无尘山庄项目，是
凤凰村首个旅游项目，也是庞天茂全
程参与建设的一个大项目，目前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0%以上，计划明年正
式运营。该区块上有天然水库，下有
自然形成的溪坑，在此基础上建设游
步道、露天泳池及民宿等，预计每年
可为村里带来近百万元的收入。

凤凰村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但村里的旅游业一直没有发
展起来。初到凤凰村时，庞天茂与村

“两委”成员一起下基层调研，决定
携手将村里的旅游“蛋糕”做起来。

“无尘山庄的这块山地就是一块没
有被挖掘的瑰宝，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得
到市里的支持。”庞天茂说，作为村里的
指导员，他就是村里和上级沟通的桥梁。

“一有空我就去山里走走，只有

我自己知道它们的旅游优势在哪，才
能更好打动上级，争取项目补助。”为
了让村里有好的建设项目，庞天茂光
跑镇里、市里对接洽谈就不下20次。

“去年国庆和大年三十，老茂都

还在村里干活。他刚来时，我们新村
刚合并，老茂跑到交通局，为我们争
取到壳业片和渡头片连接线的道路
建设资金。”蔡灵明说，村里的建设
离不开老茂的一份功劳。

农村指导员庞天茂的国庆节农村指导员庞天茂的国庆节

“国庆节送您一面小国旗……”
10月1日上午，游客一踏上下大陈
码头，椒江大陈镇的工作人员就递
上五星红旗。当天，大陈镇工作人员
在大陈岛垦荒纪念碑组织了一场

《歌唱祖国》的快闪，吸引了众多游
客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王 奔摄

国庆首日
歌“飘”大陈岛

本报讯（记者朱玲巧）远眺，终于
能望见台州湾东海之涯了。中建现代
大道五分部项目经理马俊杰迎着海
风，脸上掩不住开心。10月1日凌晨4
点，他们经过五天日夜奋战，完成了
隧道的沥青摊铺。至此，现代大道主线
路面工程就剩下聚海大道至标尾段的
最后两公里。国庆期间，他们将争取主
线路面完工。

中建台州现代大道项目路线全
长22.313公里，东侧延伸至台州湾海
之涯，西侧连接至路桥山之端，是一
条贯通台州市区东西的大动脉。

记者看到，在这两公里的路面
上，分布着 300多名工人。两个沥青
小组，四个水稳小组，投入了普通工
程两倍以上人力，“多兵种”作战。

透封粘班组长杨帅带着 14人的

队伍，每天要清理出 3 公里的工作
面。他们大多来自河南、陕西、安徽等
地，四个月没回家了。

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桥涵工
程、隧道主体均已完成 100%，管线
工程完成 99%，路面工程完成 68%，
机电工程完成 75%，交安绿化等完
成30%。

陕西小伙王国栋和父亲王建昌是现代

大道上的“父子兵”，这是他修的第一条路。
“我原先不干这行，我爸说来锻

炼锻炼，只有体会下修路的苦，才能
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他们一
家来台州十多年，已经是新台州人。

现代大道建成后，对于优化和完
善台州市区域路网结构、缓解沿线公
路交通压力、深化台州市山海协作、加
快台州湾区开发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王国栋抹了把汗，继续弯腰清理
路沿石沟缝：“修路苦是苦，但是很有
成就感。从 228大桥到标尾，我参与
了 6公里，以后现代大道通车了，一
家人开在这条路上得多自豪。”

中建台州现代大道项目：

国庆节，路面决胜最后两公里

本报讯（记者徐 平）“我们志愿
军战士真伟大，打出了中国人的骨
气。”9月 30日下午 4点，曾在海防一
线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天台县老英
雄奚希贤看了约 3小时的电影，一走
出影院，就敞开嗓门大声说道。

当天，《长津湖》电影在天台上
映，这是一部有着天台元素的电影，
剧组曾在该县寒山湖景区拍摄。当地
组织了一批老兵代表参加公益观影。

“一些老兵在收看电视新闻中，
了解到《长津湖》电影的消息，都希望
有机会观看。”为深化“三为”专题实践
活动，满足老英雄们的愿望，该县关爱
老兵公益组织红心社的党支部书记林

华强特地联系相关单位，安排了公益
专场。40多名志愿者提前联系老英雄
的家属，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并安排
好接送车辆、志愿服务人员。

老英雄们戴着纪念章，手拿小红
旗，一个个神采奕奕。老英雄叶万信
今年已经 94岁，因为身体比较虚弱，
红心社志愿者本不通知他参加，但他
得知消息后，执意要参与活动。志愿
者拗不过老人，把他背进了影院。

“能在有生之年观看这样一部电
影，我非常激动。”叶万信老人曾在21军
62师185团服役，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他回忆道，“我们换防的就是从长津
湖下来的兄弟部队，当时我们部队打的

都是硬仗，牺牲很大。战斗中，敌人的炮
弹落在我的身边，我被震得吐血……”

年过八旬的许笑华老人带着一
张父亲所在部队 70多年前颁发的优
待证前来观影。她的父亲曾在 20军
60师 180团 2营 5连任排长，自 1950
年后就再无音讯。她在影片播放前，
才知道父亲生前这支部队出现在抗
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场上。她满含热
泪，喃喃道：“我父亲去了长津湖，他
该有多冷啊！”

林华强介绍，目前天台县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健在的老英雄只有20多
位，组织观影，让抗美援朝的史实重现
在他们眼前，是对老英雄的崇高敬意。

天台：《长津湖》专场情暖老兵

本报见习记者姚梦卿 张 怡

1963年8月27日。
时至今日，耄耋老人倪里奋仍然清晰

记得这个日期，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
折点——那天，这个杭州知青在临海市林
场开启了长达39年的护林员生涯。

开山辟地第一代
“天很热，我们坐了9个小时客车，

一路颠簸。”到达临海市林场九支山分场
望头林区的第一天，倪里奋看到的是光
秃秃的“帽子山”，还有上山必经的羊肠
小道。“下午3点上山，那个斜坡很陡，我
们这些知青哪里爬得动，中间走走停停
起码20次，花了3个多小时才爬上去。”

晚上吃的是虾皮酱油汤配白米
饭，睡的是老庙里毛竹篾条铺就的硬
床板，倪里奋开始意识到，林场生活
比他想象中还要艰苦得多。

眼下最重要的是开山劈地。“我
们在林场老职工带领下劈山整地，要
把地造成一米宽、梯田形状的水平
带，一来有利于树木生长，二来以后
抚育时也能一眼区分野草杂灌。”

山上泥土硬实，翻地要用带“二齿”
的锄头，草根树根都能锄掉，也能把多余
的石块清理干净。一天下来，倪里奋全身
衣服都湿透了，“裤脚管都在往下滴水”。
不出几天，大家手上都磨出了血泡。

第二年开春，护林员又开始大面
积造林，主要种植马尾松、黑松、杉
木、柳杉、本地柏等用材林，分配给每
个人的任务是每天300株。

“先用扁担把树苗背上山，再用
绳子捆成一捆系在背上，从上往下倒
退着插苗。”倪里奋回忆起松树的“一
锄造林法”，向记者讲述道，“一锄头
下去挖个坑，把树苗插进去，再用锄
头根部‘捣’一下，把树苗根部和泥土
压紧，这样树木才能长好。”

老职工们手脚快，三四个小时就

能完成，但知青们不熟练，要在老职
工帮助下才能完成任务。即便这样，
倪里奋还是觉得很吃力，一上午下来
就腰酸背痛，连休息时间都很少。

“熬”成“斜杠青年”
对初来乍到的知青倪里奋来说，

要面临的挑战还真不少，首先是饮食。
每天吃的都是汤配饭，很少能吃上新

鲜蔬菜和肉。一个月下一次山，才能买点
菜，油煎过的小带鱼都成了难得的美味。

后来护林员们开辟了一块菜地，
种些青菜、萝卜和马铃薯。

白天在山上辛苦劳作，晚上还要
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在那一批
知青里，高中毕业的倪里奋学历最
高，因此他常常带大家看书读报。

那时候山上没有电，也没有通讯信
号，更别提什么娱乐活动了，倪里奋只能
把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山，听听京
剧、越剧，换一次电池能撑三四个月，这
就是他孤寂深山岁月里的精神食粮。

能者多劳，林场会计的担子也落
在倪里奋肩上。夜里，护林员们常常
能看到倪里奋坐在煤油灯下的身影，
那是他在打着算盘给民工结算工钱。

调到九支山分场后龙林区后，倪
里奋又变身茶农，杀青、揉捻、炒干……
整个制茶流程稔熟于心。

“杀青时，火要烧到一百摄氏度
以上，锅子都烧红了，茶叶放进去会
在锅里跳来跳去，像沸腾的开水一
样。”三十年前学会的制茶功夫，倪里
奋现在仍能脱口而出。

在林场的生活就是这样，把一个什
么粗活重活都不会干也干不了的知识分
子，硬生生“逼”成了一个样样都会的“斜
杠青年”，造林、种菜、炒茶都不在话下。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也同样弥足
珍贵，以至于回忆往昔时，老人的眼睛始
终闪烁着亮光。作为第一代护林员，倪里
奋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临海市林场。

会造林、能算账、会炒茶……

文弱书生成
“斜杠护林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