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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说春早

新春走基层

黄保才

光阴倏忽，岁月似箭。美好的时
光尤其飞速，今天是虎年春节长假最
后一天。

每年都说人勤春早，虎年更是如
此。“飞雪澄清万里埃，啸声动地报春
来”，虎年伊始，虎啸报春到，人们乐
于以虎的精神给自己打气，虎虎生
气，虎虎生威，虎步奔腾向未来。

新时代，新征程，万里之行，始于
脚下。七天春节长假，从一个角度看，

人们得到长足的休息，养精蓄锐，为
新年迈新步积蓄新动能。

农民们已开始谋划新一年的种植
计划，启动春耕备耕，为春华秋实播撒
希望的种子；工厂正在检修机器设备，

“招兵买马”，为早日开工，交付接连不
断的订单作准备；商家们线上线下多方
联系，着手进货盘货，趁春重新开张；重
点工程建设工地，隆隆机声再度响起，
晃动着施工人员忙碌的身影，道路在延
伸，楼宇在长高；更多的人已背上行囊，
离开温馨的家，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

城市，为的是明天如期返岗……
街上车水马龙，人流渐趋密集，

这春天的消息就蕴藏在人们铿锵的
脚步声里，这虎年的啸声就伴随在人
们时不我待的行动中。

虎年，当为“五谷大熟”大有之年，
大有，即是丰收。憧憬变成现实，靠自
己辛勤耕耘、实干苦干。“天上不会掉
下馅饼”，我们只相信“一分付出，一分
收获”，我们只带着勇气，走进春天，用
心血、汗水和智慧浇灌希望。

春来勤为早，奋进正当时。一个地

方，积极的开春姿态，折射社会的生机
活力。台州，早已锚定“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市”目标，谋划了富有
特色的“九富”路径，正全力奔跑在共
同富裕的大道上。春天会有喜人的东
风化雨，也有烦人的乍暖还寒。但我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催生源源不
断的新动能。只要我们凝心聚力，同心
同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铆足虎劲
头，高扬虎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就一
定能够收获丰硕果实，“不负春光，不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啸声动地报春来

本报记者陈 赛

2月 5日，正月初五，一大早，久
违的太阳露脸了，但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铺轨三工区铺轨基地上，依旧
冷风飕飕。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
着，总包部副经理武相坤和同事们
也照常在工地上巡视，为工地做着
资源调配。

这是武相坤在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工地上度过的第二个春节。“已经
习惯了，我们做工程的很少有节假日

的概念。”武相坤笑着说，“而且在工
地上和工友们一起过年，也有另外一
种过年氛围，大家天南地北地聚在这
里过大年，也是一种缘分。”

武相坤老家在河北邯郸，由于疫
情的原因，加上为了保证工程进度，
和去年一样，他仍旧选择坚守在工地
上。“市域铁路 S1线是咱们台州的第
一条轨道交通，群众的期待值很高，
我们更要重视。”

虽然要坚守工地，但武相坤和
770多名工人也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

春节。除夕那天，各个项目区块各自
组织了文体活动，工人们自己表演节
目，晚上团聚在一块吃了顿热闹的年
夜饭。

武相坤有一个 14岁的儿子和 4
岁的女儿，平时靠电话、视频等联络
感情。虽然人在台州，但武相坤年前
早早地就为两个孩子置办了年货：新
衣服、文具、玩具、零食……“现在网
购、物流都很方便，我就趁着休息时
间网上下单，直接寄回老家。”武相坤
说，“孩子们只要收到一样东西，都会

和我分享，看到他们的笑脸，我就开
心了。”

和武相坤一样，来自河北邢台的
黄建通也是第二年在台州度过春节
了。“今年一起过年的工友们更多、更
热闹了，年味也更重。”他说，“唯一有
些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原因，只能待
在工地上，无法出去感受台州当地的
春节风俗。”

“我们所有人都期待 S1 线能早
日运营，让台州市民早一天坐上轨道
交通。”武相坤说。

S1线工友坚守工地过大年

本报记者葛星星

2月 5日，台州综合保税区启动
区项目施工现场，桩基林立、车辆穿
梭。项目负责人林浩早早来到工地，
天气晴好，他要抓紧调度施工，进行
塘渣回填。

台州综合保税区位于台州湾经
济开发区北洋区块，于2021年12月9
日获国务院批准设立。其紧邻头门港
火车站，总用地面积 1.77平方公里，

设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
流区、保税服务区和综合服务区 5大
功能板块。

为了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台州
综合保税区国家验收项目如期竣工
验收，同时响应政府“就地过年”号
召，今年春节该项目部有30多名建设
者坚守工地。正月初八争取全员返
岗，全面复工。

“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工程有需
要，我就选择留下来。只要能保质保

量完成项目，辛苦点也值得。”工人李
良强来自河南焦作，这是他第一次留
在台州过年。他说，跟工友们一起吃
年夜饭看春晚，项目部还发了年货礼
包，挺温馨。

台州综合保税区以“免税、保税、
退税”等政策红利为根本，服务台州
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适合入区
的企业类型也较为广泛，包括加工
制造类、研发设计类、物流分拨类、
检测维修类、销售服务类等各外向型

经济企业。
作为国家级开放平台，也是我市

唯一最高形态的特殊开放区域，台州
综合保税区承载着服务产业和城市
发展的使命，工程建设备受关注。台
州综合保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
程管理部负责人周富告诉记者，头门
港区域地质较为松软，地基加固是重
要环节。“项目采用水泥搅拌桩加固
工艺，目前已完成地基加固，今年 12
月将完成国家验收工程项目建设。”

台州综保区 春节抢工期

本报记者张 怡

新春伊始，天台县三合镇峇崷村
召开乡贤座谈会，40余位新乡贤齐聚
一堂，为新60省道至宝华寺道路建设
项目捐资献策。

近年来，峇崷村整合太岳溪、狮
子山、宝华寺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如今，宝华寺建设已成规
模，每年到访的游客越来越多。

“峇崷村通往宝华寺的道路只有

4米宽，假期车流量大时经常会造成
交通堵塞，严重阻碍乡村旅游发展。”
峇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许
尚理说，“目前，拓宽道路的路基已建
好，村‘两委’希望通过新乡贤的力
量，集齐沿溪道路路面拓宽和跨溪大
桥建设项目资金。”

座谈会上，各位新乡贤围绕峇崷
村发展建言献策，纷纷表示愿意支持
本村旅游事业发展。最终，峇崷新乡
贤共为新 60省道至宝华寺道路建设

项目捐资180余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是峇崷村助力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新举措。俗
话说万事开头难，作为地方企业家，
我应该起到带头作用。”浙江天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吉锭说。

天铁公司主要生产轨道结构减
振产品，杭台高铁开通后，该公司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带动峇崷村经
济发展，许吉锭将一期与三期厂房的
选址定在峇崷村，为村民提供了百余

个就业岗位。
“造路需要大家的努力，作为新

乡贤，我们应该发挥榜样作用。”菲美
箱包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锋平是首次
参加峇崷村乡贤座谈会。

“新春佳节，通过各位新乡贤
的努力，顺利凑齐了拓宽道路和建
设跨溪大桥的费用。新乡贤是乡村
振兴的领头雁，在他们的帮助下，
峇崷村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许尚理说。

峇崷新乡贤 捐资建路桥

本报记者邱琳敏

正月初五早上7点，当许多人还
裹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时，椒江葭沚街
道东山卫生院检验科检验师周丹丹
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作为椒江白玉
兰酒店医学观察点的医疗组组长，她
从 1月 24日起，24小时坚守在该医
学观察点。

自称“小管家”的周丹丹，每天有
忙不完的工作。“做好防护，我就得坐
在电脑前，收集医学观察对象的信
息，还要汇总他们的进出站情况、核
酸检测计划等，生成各种报表。”

除了应对正常程序的工作，周丹
丹还要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医学观察
对象的核酸检测突然查不到结果、医
学观察对象半夜“报到”或不配合管
控……春节期间，周丹丹的手机也是
不分昼夜地弹出各种消息。周丹丹记
得，最忙的时候，她两天只眯了一个

半小时。
除夕夜，周丹丹一直忙到第二天

凌晨 1点。期间家人打来电话，她也
只能简单应答几句，就急匆匆挂断电
话：“没时间聊。”

集中医学观察点是疫情防控的
“关键一环”。新春佳节，仍有一些人
逆行而上，把自己“关”在离疫情最近
的地方，绷紧神经保障医学观察点的
安全。周丹丹只是白玉兰酒店医学观
察点坚守人员的一个缩影。

春节期间，该医学观察点共有
25名工作人员在岗，包括医务工作
人员、安保、司机等，24小时轮班，分
别负责医学观察点日常工作和白玉
兰核酸检测点的核酸采样等。

坚守医学观察点虽然辛苦，但也
温暖。除夕，无论是医学观察对象，还
是工作人员，都吃到了热气腾腾的年
夜饭，还收到一份新年大礼包，里边
装满了台州特色糕点。

医学观察点里迎新春

本报记者陈 赛

前段时间杭台高铁的开通运营，
让台州与杭州间形成一条铁路快速客
运通道，开启了沿线人民的幸福之路。
这被写入了 2022年浙江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回顾”篇章中。

1月 24日，今年省“两会”的省政
府工作报告全文在媒体上刊发，向全
省人民回顾了 2021 年政府工作，对
2022年工作作出了部署。

在省政府工作报告的2022年目标

和重点工作中，有不少明确提及台州或
与台州有关的内容，比如甬台温高速改
扩建、甬舟温台临港产业带、数字化改
革等词语。众多催人奋进的内容，都蕴
含着我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机遇，也为
台州今年的发展下了“任务单”。

关键词：甬舟温台临港产业带
大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是我省今

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台州是主战
场之一。

省政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海

洋强省建设。其中提到加快建设甬
舟温台临港产业带。海洋是高质量
发展战略要地，是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要载体。作为浙江大湾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条产业带是浙江统
筹沿海海湾、海岛和港口资源，引导
产业大项目向沿海临港区域集中布
局的重要支撑。

“我们要围绕落实海洋强省战略，
立足实际，加快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台
州临港产业带。”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邱欢庆说。 （下转第三版）

——看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台州“任务单”

铆足新干劲 奋进新一年

2月4日下午，恩泽妇产医院LDR家庭化产房内，工作人员正在为小宝宝
洗澡、抚触。“宝爸”潘先生透过专门设置的除雾玻璃拍下这温暖的一幕。这是
恩泽妇产医院今年迎来的第五个“虎宝宝”，也是潘先生家的第一个孩子，一家
人新春佳节喜上加喜。 本报记者刘蒸蒸摄

新春喜迎“虎宝宝”

本报通讯员王卫君

新时代共同富裕新征程上，椒江聚焦“幼有所育、
学有优教、老有颐养”等公共服务事项，探索政企联合
的养老、育幼新模式，打造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
惠民举措。

“专属食堂”解决老人“吃饭难”
近日，在枫山路的怡家社区食堂，老人们正开心地就

餐。“本来是子女每天给我送饭，有了这个食堂，就不用麻
烦他们了。”食堂开业以来，89岁的石招娥老人成了常客。

空巢、高龄等老年人“吃饭难”是个问题。2021年，
椒江区把老年食堂建设纳入民生实事，由区民政局、社
发集团通过盘活社区原有闲置房产或租用临街店铺等
方式，对其设计改造，先后在白云、海门、葭沚、洪家开
设4家怡家社区食堂，专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

据悉，怡家社区食堂是由椒江区社发集团自主运
营的普惠性社区食堂。食堂运行后，推出 70周岁以上
老人七折优惠、95岁以上老人全额免费的就餐政策。对
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融入长情码，推出线上线下订餐服
务，辐射周边3公里。

截至目前，这4家社区食堂已有2467名老人办理了就餐
卡，约8万人次就餐，约4.5万人享受优惠，优惠金额约23万元。

“医养”牵手让老人没有后顾之忧
位于岭南小区的居家养老医疗服务中心，平日里总

有不少人光顾。椒江区社发集团、民政、卫健、市场监管等
部门整合资源，在全市率先试点建设居家养老医疗服务
中心，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下沉社区，送医入户。

“我和老伴都有高血压，现在医生上门服务，真的
很方便，小病小痛都不用去医院了。”岭南社区79岁的
老人程福清在上门医生给他测血糖、评估身体健康状
况后开心地说。

“医养”牵手，这里的老人有了专属“家庭医生”，
“登门服务”成为老人的幸福标配。

针对老龄化社会的不同需求，椒江还积极探索多
元化、市场化运营模式，组建专门的养老公司——爱康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搭建专门平台、组建专门团
队、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手段专线发展多元化的养老产
业，努力实现养老产业从有走向优。

政企联合，助力“人生第一步”
朱艳是明和雅苑的一位业主，也是一对双胞胎的

妈妈，平时两个宝宝都由外公外婆带，负担重，教育、饮
食上也操心。2020年11月，明和雅苑托育中心开办，她
第一时间报名，看到孩子被照顾得很好，她由“牵肠挂
肚”变成“放心落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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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临海市桃江十
三渚景区内，游客徜徉在大
片油菜花田里，欣赏家门口
的田园风光。立春过后，金黄
的油菜花竞相盛开，形成了
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本报记者潘侃俊摄

油菜花开早
游客踏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