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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本报记者李 平

近日，仙居县横溪镇后山根村养
蚕户应光富骑着三轮车，将家中今年
最后一批蚕茧送到浙江藏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仙生物”），用
作培育蚕蛹虫草。蚕茧每斤收购价40
元，价格较之蚕丝收购价要高30%。

“栽桑养蚕”产业是仙居的传统
农业，上世纪80年代进入发展鼎盛时
期，全县桑园面积达到上万亩，后因
效益低，产业规模急剧缩减。

而今，在藏仙生物的带动下，逐渐
萎缩的仙居桑蚕产业以一条蚕虫的华
丽“变身”，“织”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0年，藏仙生物向仙居全县及周边
地区蚕农及合作社收购蚕茧近80吨，
帮助蚕农每亩增收1万元以上。

蚕蛹长虫草 赋能传统农业

走进藏仙生物基地，隔着透明玻
璃，可以看到蚕蛹虫草培育的整个生
产流程，一个个白胖的蚕茧经过消
毒、剪开取蛹、接种虫草菌、仿野生培
养等多个环节操作，最终蚕蛹上“长”
出一丛丛橘黄色似虫似草的子实体。
这些子实体就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
的高营养价值食品“蛹虫草”。

2011年，藏仙生物创始人张友威
偶然关注到一项“国家863计划”成果，
我国的虫草专家历时40多年研究，成
功攻破了活体蚕蛹虫草培植技术。

“这是个投入全民健康产业的大
好机遇。”获悉消息后，张友威迅速对
接专家团队，引进技术，在仙居建立

虫草培育实验室、虫草高倍序化基
地，取得虫草生产许可证，让虫草人
工培育走出实验室，进入大规模、标
准化培育阶段。

随着蚕蛹虫草工厂化生产走上
正轨，藏仙生物与当地桑蚕养殖户建
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而此时，仙居
桑蚕产业正处于衰退的低谷。

“效益不好，大家就不养了。”在藏仙
收购员找上门前，应光富是村里仅存的
养蚕户，桑园面积只有小小1亩，为了销
路更为了多些收入，有时他要把蚕茧送
到丽水缙云的收购站。“现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销路，价格还比市面收购价高。”

应光富仍记得7年前与藏仙团队
初次接触时的对话。“他们问我能不
能提高供货量，我问他们要收多少，
他们说有多少收多少！”

有了这份承诺，应光富租用土
地，扩大面积，如今家里有了 10亩桑
园。忙不过来时，儿子也一起参与养
蚕。凭着养蚕卖茧的收入，他家里有
了车，也在县城买了房。

据悉，藏仙生物每年出资 800余
万元，向仙居、丽水缙云等地的 50多
户蚕农及养蚕合作社长期收购蚕蛹。

产品多元化 辐射更长
的共富链

随着不断深耕虫草人工培育产业，
藏仙生物继续引进冬虫夏草拟野生培
育技术，在青海、西藏建立虫草实验室，
实现冬虫夏草仿野生规模化标准化培
育，开发出虫草片、虫草茶、虫草酒、虫草
鸡、虫草蛋等系列产品。（下转第二版）

“织”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开辟共同富裕新路径

仙居：一条蚕的华丽变身

本报讯（记者王媛媛）11月17日，
随着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土建
十二工区城万区间左线盾构机刀盘破
土而出，市域铁路S1线全线最大盾构
区间完工。由此，市域铁路S1线迎来开
建以来又一重大胜利——全线贯通。

市域铁路 S1线城万区间采用盾
构法施工，线路出城西站沿中华北路
向东南方向行进至万昌路站，是全线
最长盾构区间，也是全线硬岩区间最
长、施工难度最大的盾构区间，最大
埋深达26米。

“城万区间是全线最难的‘卡脖
子’工程，决定了 S1 线能否如期交
付。”台州台中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石向东介绍，区间穿越全
断面软土、全断面硬岩、上软下硬等
特殊岩层，其中长度约 940米的凝灰
岩平均强度约 68兆帕，最高达到 103
兆帕，石英含量高达 73％，此前国内
在此岩层内盾构掘进无经验可供参
考，施工难度极大。

此外，该区间盾构掘进下穿以及
临近穿越建筑物 150多栋，加之中途

换刀、下穿河流等重大风险源，管理
难度高，掘进风险大。

台州市域铁路 S1线土建十二工
区经理张伦政介绍，工程管理人员多
次组织行业盾构专家和技术人员进
行施工方案专项论证，运用一系列信
息化施工、远程视频监控手段，优化
盾构掘进参数，克服了管片上浮严
重、螺旋机喷涌、刀具损坏快、螺旋机
卡死、筒壁磨穿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最终圆满完成掘进任务。

（下转第二版）

最快明年6月底试运行

台州市域铁路S1线全线贯通

本报记者刘蒸蒸 本报通讯员方永乐

11月11日上午，即将出院的毛利清（化名）和儿子
拉着医护人员的手，万分感谢却不知如何表达。

20多天前，毛利清患急性主动脉夹层，生命危在
旦夕。经过台州医院心胸外科的紧急手术，才得以转危
为安、顺利康复。

这也是台州首次自主开展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
成为台州医院心脏外科手术技术的重大突破。

什么是“主动脉夹层”？

10月22日晚9时许，67岁的临海患者毛利清因持
续胸腹疼痛，被紧急转送至台州医院救治，经主动脉
CTA等检查，诊断为A型主动脉夹层。

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它究竟有多凶险？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管道，负责为全身

各个器官提供血液和氧气。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富有弹
性，内外膜紧密贴合。但因长期高血压的损害或其他原
因，导致血管扩张，管壁变薄，血管会变得非常脆弱，一
旦被血流冲破主动脉内膜，就会在内外膜之间形成主
动脉夹层。

正常血流“改道”至夹层内的“假腔”，后果十分可
怕。它就像劈竹子一样沿着血管一路“撕裂”，导致脏器
和肢体缺血。而一旦主动脉破裂，瞬间失血可达 2000
毫升，根本没有抢救的时间。

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手术难度也特别大，甚至被
称为“心脏外科皇冠上的明珠”。在过去，台州还没有哪
个医疗团队能独立完成这一手术，只能转送上级医院
或是外请专家。

不论哪种替代方法，消耗的都是患者异常宝贵的时
间。据临床统计，A型主动脉夹层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
3天内死亡率超70%。越早手术，患者生还的希望才越大。

“我们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更是为台州患者赢
得抢救生命的先机。”台州心胸外科学科带头人、著名心胸外科专家朱成楚说，
台州医院心胸外科三年前就定下目标：要实现心脏大血管手术的独立完成。

30分钟倒计时

持续剧烈胸痛，对病人是巨大的折磨。入院不久，毛利清就已出现血压低，短暂
神志不清，查心超考虑夹层破入心包腔，导致心包填塞。病情危重，必须紧急手术。

当晚12时，手术在麻醉科、手术室、体外循环、输血科等多科室的密切配合下进行。
台州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国担任主刀医生。术中探查发现患者

主动脉窦部直径约 6.5厘米，窦部内膜破裂口长 8厘米，同时主动脉弓部也出
现内膜破口。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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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台州一上市公司要和全球首富
一起造火箭 4版>>>>

本报讯（记者叶晨阳）近日，市府
办下发《台州市培育发展光电产业若
干政策》，旨在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促进我市光电产业跨越式
发展，打造国家级光电产业集群。

该政策共“11条”，有效期 5年。
光电产业是台州数字经济的核心产
业，是汽车、智能家居等主要产业集
群的“眼睛”“大脑”，对转型升级有重
要的赋能带动作用。该政策以推进光
电产业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融
合发展，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为目
标，同时，针对光电企业迫切需要支
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供精准支持政

策，构建全要素、全方位的政策体系。
“政策的最大亮点，就是全面支持

光电产业各领域发展，体现重点倾斜和
普惠性相结合。”市府办有关人士在解
读这份文件时说。该政策既有支持超高
像素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AMO⁃
LED）、小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ni-
LED）、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
LED）、AR/VR显示、半导体激光器、液
晶材料、光学模组、超高清设备等具有
引领带动作用、成长潜力较大的光电产
业，又有支持关键设备投入、鼓励做大做
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综合性、普惠性
政策，力求兼顾各方。（下转第三版）

我市发布光电产业
培育发展“11条”

建党百年 外国人看台州⑬

本报记者朱丽荔文/摄
眼下时节，满城丹桂，这是张一

凡在台州度过的第二个季节。来台州
仅 5个多月，张一凡便深深爱上了这
座山水之城。“自然风光美，生态环境
好。”是他对台州的初印象，“在这样

的环境里办公，压力都小了一大半！”
在台州这片创业沃土上，张一凡

创办了互联网公司。“这是一种机
遇。”张一凡和女朋友一起，见证梦想
落地生根、抽枝发芽，“希望在台州良
好政策的支持下，把公司做大，有更
好的办公环境，招更多的员工。”

播下创业种子

在张一凡眼里，台州是座年轻的
城市，它正以肉眼可见的发展速度朝
前迈进。对于同样年轻的自己、年轻
的公司来说，他们更像是共同成长的
朋友。

早在 2020 年，张一凡尝试在上
海创办 IT公司。今年 1月，在他台州
女朋友的建议下，张一凡来到台州，
边游玩边考察这里的创业环境。

“台州真是块创业的沃土！”张一

凡感叹，“我知道台州有很多像杰克
缝纫机、沃尔沃汽车这样的大企业，
还有很多塑料模具厂、泵与机电厂，
他们的发展速度惊人，前景也好，很
多都出口国外，做全球贸易。”

在张一凡的家乡阿尔及利亚，杰
克缝纫机非常出名，市场占有率也不
错。张一凡的母亲是名裁缝，家里用
的就是杰克缝纫机，“我的母亲和外
公做衣服都用它！”如今来到原产地，
张一凡内心充满好奇和崇拜。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一步步慢
慢做大的过程。”张一凡赞叹台州人
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勇于尝
试的胆量与气魄，这也激发了张一凡
的创业干劲。“从零开始，对标台州大
企业，认真工作，保持热爱。”这是张一
凡对自己公司发展的期许，也成了公
司不成文的文化内核。

今年 6月，台州瑞米计算机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主要帮助客户设
计网站、修复网站漏洞等。住处即办
公地，员工只有张一凡和他的女朋友
两人，虽是全新的 IT公司，但它在台
州良好营商环境政策的助推下，稳定
发展着。

“台州的包容性很强，创业难度
也相对小一些，‘最多跑一次’政策真
的给我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张一
凡说。不仅如此，政府工作人员耐心
负责的态度给张一凡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们会一直跟进我的手续，有
问题会及时反馈给我，给我一种踏实
的感觉。”

“准女婿”享受“幸福台州”

工作中，张一凡认真谨慎、不苟
言笑，生活中的他却是个喜欢运动、
有些腼腆的大男生。（下转第三版）

张一凡：在“创业沃土”台州播下梦想种子

王春国王春国（（中中））正在为病人做微创心脏手术正在为病人做微创心脏手术。。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方永乐方永乐摄摄

图为张一凡在办公图为张一凡在办公。。

11月17日上午，鉴洋湖湿地公园
附近一处抢修点，多名工人正在对供
水管道进行排水作业。

为配合 S1 线恩泽医院地下场站
工程建设，台州水厂至椒江 DN1200
供水管线停水迁改。本次抢修预计30
个小时，至18日早上6时完成，加上冲
洗消毒和管网压力恢复时间，预计18
日下午恢复供水正常。

本报记者陈雨卓摄

抓紧抢修管线
尽早恢复供水

新政发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