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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 晔 张 荣

10月13日，走进位于玉环市沙门滨港工业城的浙江海
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沙门工厂，一个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的“未来工厂”初具规模。上半年，海德曼实现销售收入
约2.7亿元，相比去年增长约35%，订单已经排至明年。

双环传动入选 2021年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名
单，双环传动、海德曼入选省级“未来工厂”场景应用试
点台州市推荐名单，苏强格、工交机械等 12家企业入
选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台州市培育名单……

在以“未来工厂”、智能车间等为核心的数字化场景
应用驱动下，玉环传统产业正迎来一场深刻变革：产品研
制周期大幅缩短，企业管理日益科学，生产效率不断提
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玉环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强市、人才强市首位战略，推动产业集群、融合、协调
发展，全力打造竞争力强、创新力强、抗风险能力强的
产业生态圈。”玉环市委书记吴才平说，“十四五”期间，
玉环将始终聚焦“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主定
位，通过大力开展产业提档升级、科创高地建设等攻坚
年活动，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一老一小”腾笼换鸟
“腾笼换鸟”，用来形容江建军的浙江康轩水暖科

技有限公司，再贴切不过。
10月13日，在位于玉环太平塘小微企业园的公司车

间里，江建军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以前租厂房，不到
1000平方米，现在投资2000万多元自建，有6000多平方
米；原先员工只有30多人，现在80多人，“年产值从以搬
来前的1000万多元，到现在的3000万多元，增了3倍”。

靠传统制造业“立家”的玉环，也出现了因“低、散、
乱”产业比重较多而带来的“成长烦恼”。

“烦恼”怎么解？玉环的回答是：“抓大不放小，喜新不厌
旧”——一手抓老旧工业点改造、一手抓小微企业园建设，把
推动“一老一小”的蝶变，作为产业提档升级的一大“利招”。

玉环在全省率先全面启动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工
作，结合园区发展方向和产业发展实际，通过“聚、退、
转、改”和“退转改”5种方式，采取腾笼换鸟、空间换地
等一系列组合拳，分门别类改造提升。

“我们以拆开路腾老旧，实施攻坚行动，一鼓作气推
进76个15亩以上老旧工业点应改尽改，累积拆除建筑
面积 284万平方米，搬迁企业 1560家，腾出低效空间
7145亩。”玉环市“三改一拆”办主任陈君钦说，76个老
旧工业点现已完成改造46个，13个纳入城市有机更新
范围进行改造，还有17个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腾出土地，盘活土地，力争让每一寸土地都用在高质量项目上。迈入“十四
五”，玉环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2.0行动，做深做实“一老一小”后半篇文章。

“到今年年底，24个小微企业园基本全部建成。”玉环市经信局副局长梁永
弟说，目前投用的20个小微企业园，已入驻866家企业。

无论是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还是小微企业园建设，玉环都严格按规划设
计、工程建设、功能配套、治污排污、物业管理“五个统一”的刚性标准实施，并
专门设定产业类型、企业规模、亩均效益、安全生产等多项标准。

“后半篇文章的关键是‘建管并重’，一方面要加速园区全面投运，另一
方面要提升园区管理水平，特别是加快园区数字赋能，把小微企业园建设成
为主导产业集聚和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展的特色产业基地，从而引导小微
企业向小微园集聚，真正实现传统产业涅槃再造。”梁永弟说。

“一创一数”激发活力
实现交易额11亿元，为200多家企业降低采购成本1000多万元——自去

年 4月正式上线运营以来，“浙江智联阀门产业互联网平台”为玉环水暖阀门
企业采购原材料铜棒提供了新途径。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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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葛佳宁）10月17日，
“中国体育彩票”台州市第十届体育
旅游休闲节在玉环落幕。

该活动持续两天，近200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户外休闲运动爱好者齐聚蓝波
湾水上运动俱乐部。在体验了水上摩托
艇、桨板、皮划艇、游艇观光等运动休闲
项目之后，他们在生态园区露营。“美食
美景和美好的户外体验令人难忘。”玉环
籍世界游泳冠军朱梦惠对此赞不绝口。

活动第二日，所有参与者沿着干
江镇精心打造的红色探索线路开始
了 2公里的海岛徒步定向游，并途经

有“乡村版迪士尼乐园”之称的上栈
头景区，体验了玻璃栈道、丛林穿越、
军事打靶等多个网红打卡点。

“‘十四五’期间，台州要打造‘山、
水、海、陆、空’全域体育的运动休闲城
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台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卢颖才说，要让体育运动真正
回归自然，回归生活，成为时尚。

据悉，我市是省内第一个提出并
举办体育旅游休闲节的地市。十年
来，台州不断围绕品牌打造，深化体
旅融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水平。

目前，台州初步形成了涵盖水陆
空、立体式、全覆盖的体育旅游休闲业
态体系——创建1个国家级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1个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项
目，1条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线路，1个
中国体育旅游十佳景区，3个长三角地
区精品体育旅游线路和赛事，4个省级
运动休闲基地和（培育）小镇，10余个省
级运动休闲旅游示范基地、精品线路和
优秀项目，涉及登山、飞拉达、滑草、游
艇、漂流、滑泥、滑雪、滑翔伞运动等多
门类项目，为户外休闲运动爱好者们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运动项目选择。

让体育运动真正成为时尚

台州市第十届体育旅游休闲节闭幕

本报记者吴世渊

今年国庆期间，2.4万人次走进
市博物馆，参观《红船从浙里起航
—— 中 国 共 产 党（1921- 1949）》展
览；市图书馆的非遗剪纸体验、“台
图书市”等阅读活动举办 21场次，参
与人数近万人次；市文化馆推出全
省美术馆馆藏名家主题创作展，令
游客络绎不绝。

除了市级三馆，像天台县博物
馆、路桥区非遗馆等县（市、区）级场
馆，仙逅文旅小站等基层场馆，朵云
书院黄岩店等商业体，都成为市民们
出游的热门地。

在台州，公共文化空间“处处可
去”，公共文化服务“人人可及”，已然
成为一门常识、一种常态。当“共富”
的梦想照进现实，人们对精神世界与
文化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这也是我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事实上，自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

服务示范区以来，台州的文化发展，
便驶入了快车道。从创建到创成，快
步不停歇，并向着“十四五”的“诗和
远方”飞驰。

解码文化基因，亮出独
特金名片

台州历史悠久，文化灿若星河。这
里是和合文化的发祥地、唐诗之路的
目的地。远航台湾的东吴舰队，从这里
出发；宋韵的名士风流，在这里传扬。
垦荒记忆，催人奋进，历久弥新。

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今天的宝贵
财富。挖掘地域文化内涵，编译、解码
文化基因，是当下文旅发展的战略性
和先导性工作。

早在 2012年，我市成立《台州文
献丛书》编委会，抢救濒临消亡的珍
贵文献。9年来，已出版古籍点校本10
部35册，古籍影印本20部52册，撰写
并出版相关研究专著 24部，成果丰
硕，且广受好评。

依托基础性的整理、研究，去年，

我市启动“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旨在将优秀传统文化、新
时代要求和创新实践相结合，涵盖全
地域元素、探索新技术应用、整合全
社会资源、设立完善的评价机制。目
标是，到2022年，形成系统的、全台州
区域的“文化基因谱图”，建成“台州
文化基因库”；同时，实现文化基因的
产品转化，建立文化基因转化利用长
效机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目前，全市完成文化元素普查入
库2227条，其中重点文化元素227条。
我市组建起一支专家团队，描绘文化
谱系和精神脉络，构建文化基因图库。

“解”是上半篇文章，“用”是下半
篇文章。以和合文化为例，我市将形

成一批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景区景
点、研学旅游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示范区，让“和合圣地”成为台州乃
至浙江的“金名片”。

打造美丽空间，唱响惠
民梦之歌

文化活动丰富，唱响四季之歌。自
2017年以来，“台州文化年”系列活动，
已成为市民最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

“台州文化年”以民俗文化、全民
阅读、书画艺术、精品展演为“四季”主
题，年均组织市、县、乡、村重点文化活
动3.5万场次，受益人数达百万人次。

群众爱看什么，文艺工作者就奉
上什么。送戏下乡，多年入选台州为
民办实事项目。 （下转第二版）

——台州谱写公共文化服务新篇章

构建“文化润富”高地
·开局十四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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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者说

坚持“工业强市”提升玉环显示度
——访玉环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局长金富盛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沙门工厂的生
产车间。 （资料图片）

课后服务陪伴快乐成长 8版>>>>

今日导读

杨礼池：大棚里的“造梦者” 2版>>>>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本报记者陈 诺 本报通讯员杨辉辉

10月 17日，在三门县海游街道
城建宿舍区，工人们忙着对该区块的
道路、外墙、房顶等进行改造，现场一
派忙碌景象。

“我们小区要改造，这是一件大
喜事，大家拍手叫好。”眼看小区即将
旧貌换新颜，住户们格外开心。

老旧小区改造是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的关心关切事，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三门县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与推动工作发展
相结合，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着力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城
市品位形象。

一区一策 畅通“民意关”
2021年，三门县计划完成老旧小

区改造 19 个，涉及建筑面积约 19.4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 1210户。老旧
小区改造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加上
住户多、诉求复杂，改造过程中难免
遭遇困难和阻力。

为此，三门立足全县老旧小区实
际，出台《关于推进全县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老
旧小区改造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成立了三门
县老旧小区改造行动领导小组。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切身
利益，因此，我们充分征集居民意
见、尊重群众意愿，始终将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切实过好‘民意关’。”三
门县建设局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主任方土说，按照“一区一策”原则，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每个小
区的实际情况，反复勘察现场，充分
论证方案，科学规划设计，分别制定
改造方案组织实施。

截至目前，居民们共提出停车位
改造、“污水零直排”等建议 30余条。

得益于此，在推进滨江花园、绿洲名
苑、两岸家园等小区改造时，该县根
据居民诉求，先后在小区内开设智慧
配送站、垃圾分类回收站等多个便民
服务点，在每个楼层加设老人休息
椅，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呼声。

全民共建 筑牢“质量关”
老旧小区改造，在居民正常生活

中同步实施，因此，安全文明施工、严
格质量把控等尤为重要。

为此，该县鼓励街道、社区及居民代
表成立群众监督小组，对工程实施进程中
的各项环节进行群众监督。（下转第二版）

以“新”换“心”过“三关”

三门：老旧小区改造点亮百姓“心灯”

党史学习教育“三为”专题实践

本报记者叶晨阳

近些天，在黄岩永宁江绿道下游
段生态环境提升工程（一期）4标段施
工现场，工人们忙着滨水平台开挖、石
笼抛石、陶瓷颗粒混凝土基层处理。

“以前，这里是环保处理地块，绿
道经过这里，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才
行，以减少对地下土壤环境的影响。”
黄岩建设局工作人员颜建华说。

永宁江是黄岩的母亲河，绿道以此
依托而建，其东延段西起北门大桥，东至
三江口，预计12月份完工。届时，将为市
民提供一条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
体验、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生态廊道。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因地制宜、
生态优先、文化传承等原则，结合重
点区块、市政道路、美丽河湖建设等
重点工作，统筹推进辖区绿道建设。
截至 9 月底，市区新增绿道 47.29 公
里，累计建成绿道292.57公里。

在路桥区新桥镇稻香果园美丽田
园综合体内，有一条展现新桥历史文化
及党史党情的特色绿道。这条“初心之
路”长约1.3公里，串联了该镇党群服务
中心、百花园林茶梅苑、该区乡村振兴

学院等景观及建筑节点。沿线的本土文
化景观系统展示了新桥人民千年来开
埠拓源、抗倭御匪、宏文兴教、革命赴
新、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历史画卷。

常来此游玩的村民章传德说，这
里原来是一片苗圃基地，改造后，成
为周边百姓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提升中心城区
绿道网密度，推动绿道向休闲旅游、绿色
出行、体育健身、社会文化、经济产业等
多功能的延展，按照景区标准打造美丽
绿道，构建连通城乡的生态网络体系，实
现‘绿道连山水、美景入城中’，是我们追
求的目标。”市建设局副局长倪海燕说。

到2022年底，台州市区将完成233
公里美丽绿道建设任务（其中新建136

公里、完善提升97公里），与其他城乡绿
道一起，初步形成“一湾两江两带六片”
的空间结构。

眼下，建设、水利等部门正积极推
进“5环5轴1线”美丽绿道建设，努力
创建“浙江省最美绿道”。5环，即主要
建设环白云山绿道、官河古道、鉴洋湖
绿道、飞龙湖绿道、月湖绿道等5个精
品环；5轴1线，即建设葭沚泾绿道南
延、高闸浦绿道西延、永宁河绿道、心海
绿道、南官河绿道等5条精品轴，和中
心城区白云山云中绿道1条精品线，带
动市区整体空间环境提升。其中，官河
古道、鉴洋湖绿道（核心区块）建设已基
本完成，环白云山绿道一期年底前投
用，并向市民开放。

连接椒江、黄岩、路桥三区的区
间绿道也正有序推进中，目前已完成
19公里，相关部门正加强区域统筹，
克服区间地形复杂、区块发展不平
衡、交界面不衔接的困难，着力打通
绿道断点，推进市区进一步融合。

截至9月底，累计建成292.57公里

台州市区美丽绿道建设蹄疾步稳

10月15日，在温岭市滨海
镇五星村，电力工人正在为
220 千伏苍山输变电工程架
线。220 千伏苍山输变电工程
为省重点工程、温岭市重大前
期攻坚项目，总投资3.2亿元。
该供电区域面积约150平方公
里，建成后将缓解区域供电压
力，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本报通讯员郑 莎摄

“空中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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