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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 赛

风从海上来，潮涌台州湾。
台州凭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成为人们认识观察中国民营经济发
展的“城市地标”。近年来，我市紧扣

“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工作从“全面突破”
向“全面跃升”迈进。

看，这是东向前行的铿锵步伐——
2020年，我市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创下七个“历年之最”，达成合作、招
商业绩、人才生态、布局力度、协同范
围、资源循环集聚、环保共治七项数
据勇创新高。

听，这是从黄浦江到台州湾的澎
湃潮音——2021年以来我市新引进5
亿元以上长三角区域产业项目 161
个，协议总投资2266.69亿元。

在全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会
上，市委书记李跃旗提出“建设长三
角南翼充满活力的新兴增长极”的目
标。台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
正在驶向更广阔天地。

以城市特色抢抓风口
助力民营经济

参与长三角一体化

翘首以盼中，我市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历
史时机。

2019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鼓励民营经济跨
区域并购重组和参与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温州、台州开展跨区域发
展政策协同试验，为民营经济参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探索路径。
那是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历史

使命。
台州积极探索试验，加快推动与

长三角城市区域市场协同、科技创新
一体、产业发展联动。

以民营经济为话题，台州的“朋
友圈”越来越大——

2020 年 11 月，我市在上海举办
长三角民营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论
坛，联合温州市、上海市杨浦区、江苏
省常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共同发起成
立长三角民营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
联盟。五地政府签署联盟合作协议，
实现联动协同、优势互补。

第二年，第二届论坛在五地（市）联
盟基础上，吸收合肥、南通2个万亿GDP
城市加盟，并与长三角企业家联盟、长
三角文化产业创意联盟签署战略协议。

在台州承办全国“跨区域协同支
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将跨
区域合作经验向全国重点城市推介。

以民营经济为纽带，我们的朋友
越走越亲——

我市在杭州成立三门湾（杭州）
科创广场，截至2021年12月份，已入
驻 15个项目，完成在三门工商注册
14 家，储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
禄、美籍华人科学家唐东起在内的10
名以上高层次人才。

台州温州两地政府签署了《温台
民营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温台技工院校产业联盟，吸引民
营资本进入职教领域，为国家职业教
育综合改革探索经验。

以民营经济为“王牌”，台州在长
三角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下转第三版）

以建设长三角南翼充满活力的新兴增长极为目标

台州：全面接轨长三角 开放融合“大通道”

本报讯（记者张 怡）2月10日晚，
来自云南省的 28名务工人员顺利抵
达临海市杜桥镇，这是我市2022年跨
省“驻点招工”行动的首批战果。

自 2月 8日开启跨省“驻点招工”
行动以来，我市22个“驻点招工”工作
组积极运用“家门口招聘”“以老带新”
等方式，灵活开展各类招引活动。截至
目前，各“驻点招工”工作组累计举办
招聘会36场次，帮助企业达成用工意
向3361人，与各地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18份，设立劳务协作工作站4个。

2月 11日，30余名甘肃籍务工人

员抵达仙居，33名四川籍务工人员抵
达温岭。

“我是 2005年来温岭的，一直在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至今。台
州‘包车返岗’的政策给予我们很大便
利。”返岗老员工刘钦全说。

与老员工刘钦全不同，李佳俊是
第一次来台州工作。“我是通过台州就
业招聘微信小程序求职成功的，第一
次到温岭务工。”他坦言，正是因为可
以坐专车就业，才坚定了自己来温岭
工作的决心。

眼下正是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

期，对企业来说，政府出台的鼓励新老
员工返台的相关政策就像一粒“定心
丸”。截至目前，已有1581名新老员工
乘坐返岗包车抵达台州。

“在得知相关政策后，我们提前联
系车队，准备专车迎接新老员工返岗，
确保公司年后顺利、快速复工复产。”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
管管林帆说。

据悉，受疫情影响，此次首批包车
返岗的务工人员中，超过半数的新员工
通过“百城千企·乐业台州”系列招聘活
动中的“云招聘”活动实现岗位对接。

达成用工意向3361人

台州跨省“驻点招工”传捷报

本报通讯员陈 缅 本报记者崔旭川

春节期间，一张张天台景区手绘
明信片在微信好友和朋友圈疯转，“萌
虎乘高铁”卡通形象走红。点开明信片
上的二维码呈现的则是一条“虎年乘
高铁游天台”动画旅游攻略H5，滑动
页面，一幅幅手绘的天台风景画卷引
人入胜，同时还能定制虚拟高铁票，朗
读天台美景诗文，选取喜爱的风景画
面生成天台山景区拜年电子明信片。

线上的“高铁游”走红，线下的“美
景游”更热闹。春节期间，天台始丰湖
公园水上体验游、雪景游成热点，石梁
景区、华顶景区等地都广受游客青睐。

杭台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春节，在
当地文旅部门的“巧手”策划推动下，

天台爆点频出，交通便捷带来的高铁
游井喷效应初显。

一张高铁票撬动旅游经济
“飞腾直欲天台去，只需一张高

铁票”。在杭台高铁试运行当天，天台
县委书记杨玲玲发出“凭高铁票半价
游景区大礼包”的邀请。

为进一步开拓高铁游市场，该县又
推出“高铁游优惠券”。在全县涉及“吃住
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的行业中征集了
100余家优质企业，整合了总价值超过
3000元的“高铁游优惠券合集”。

据了解，优惠券合集上的消费抵
用券均是由商家自愿提供。游客凭目
的地为“天台山”站的高铁票可换取一
本优惠券合集，可以代替现金使用。

春节前夕，该县还举行“优惠券
合集”线上发布会，用时下热门的直
播方式发布并介绍优惠券使用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前三天，优
惠券间接带动商家消费近 10万元，

“手捧高铁游优惠券，畅游雪域天台
山”一时间风靡全网，在小红书、抖
音、微信、新浪等新媒体平台上流行，
成为春节期间游客出行的新风尚。

“诗路驿站”赋能个性化旅游
现如今，外地游客游览天台山，再

也不必担心“人生地不熟”。该县以数
字化改革擦亮“神山秀水心归处”金名
片，打造“诗路驿站”平台服务游客。

目前，该平台上共入驻 58 位导
游，共发布101款导游服务产品，其中

高铁游路线和冬季热门产品设置在
首页展示；入驻 47位文旅企业商户，
共上架发布153款产品。

“诗路驿站”日均访问量400人次
左右，预计年访问量在 10万人次以
上。平台还组织了“诗路驿站首席旅
游星推官大赛”“诗路驿站数字化示
范企业评选大赛”等活动，在全县各
景区、酒店、民宿放置宣传展架，提高
平台的使用率和游客的知晓度。该平
台代表台州市文旅系统入围全省数
字化平台最佳应用名录。

“我们去年开始谋划搭建这一数
字平台，旨在解决政府旅游市场监管
不够高效、企业宣传促销成本高昂、
游客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导游执业
渠道单一等问题。 （下转第二版）

数字赋能“搭台”文旅融合“唱戏”

天台：奏响高铁时代旅游强音本报记者章 韵

对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来说，2021年
是一个丰收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68亿元，同比
增长 98%；税收 5300万元，同比增长 14%；净利润
1.73亿元，同比增长154%。

“多年深耕，一朝丰收，研发技术是关键。”公
司总经理车建波说，拓卡奔马是杰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缝前智能裁剪设
备、特种缝纫机，技术水平处国际领先地位。

跨行业收购，困难重重
杰克科技主营工业缝纫机，之所以创建拓卡

奔马，缘于2009年相继收购了德国的拓卡、奔马两
家生产服装缝前设备的公司。车建波介绍，从工业
缝纫行业跨入服装民用行业，等于进入一个完全
陌生的领域。

“收购之后，杰克面临的是技术不通、语言不
同、文化差异，工作难以开展。”车建波说，当时，德
国的图纸拿回来之后，研发技术人员看都看不懂，
因为国内外连简单的公差（精度的加工要求）标注
方法都不同，更何况其他。

尽管困难重重，但杰克依然充满信心，因为国
内人口多，服装厂多，缝前的核心设备是电剪刀，
属于纯手工，缝前自动化设备基本空白。

技术转化，零部件国产化
拓卡奔马在临海投产后，由于沟通不畅、技术

不通，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
“所有零部件都是进口的，我们依样画葫芦地

安装上去，导致一台设备的售价非常昂贵。而我们
国内中小企业多，无法承受这样高昂的价格。”车
建波说，这导致设备生产出来后面临非常尴尬的
局面——高端市场进不去，中低端市场不买单。

如何解决困难，突破技术壁垒？
据车建波介绍，2013年，杰克领导层邀请德方

负责人来中国，带着他们了解杰克的抱负与愿景，
才扫除了沟通的障碍，双方各个模块才开始有效
对接。“我们的研发技术人员分批到德国去学技
术，逐步将零部件国产化。”

2013年末，20%的零部件国产化，设备的价格
降到了110万元左右。2015年，40%零部件国产化，
材料成本不断降低，设备的售价降至七八十万元，
市场也逐步打开。如今，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达到了

90%，产品也开始多样化，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销售可喜。“现在，关键
零部件——驱动器多轴伺服电机还需进口。”车建波说。（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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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2月10日，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晓东赴黄岩开展新
春“三服务”活动。他强调，要围绕地区和
企业发展最现实、最紧迫需求，强化政策
创新和集成落地，更大力度帮助破解难
题，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宁溪镇岭根村引进浙大博导团
队，建起了占地 160亩的精品柑橘科
创基地；与希乐集团建立合作关系，
引入了保温杯杯盖组装加工线。两个

项目拉高了村集体收入，还解决了村
民家门口就业问题。吴晓东说，当地
干部和项目团队要继续深化当前做
法，探索新的方法路径，不断擦亮西
部山区共富品牌。针对库区难以引进
适配项目等问题，他指出，要摸清企
业与村民的两端需求，在更大范围内
寻找适宜于乡村发展的项目，引导产
业回乡村,开展农民大培训，推动农民
大就业，真正抬高共同富裕的底板。

吴晓东还考察浙江宏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黄岩智能模具小镇客
厅、精诚时代集团，详细了解企业复
工复产、技术研发等情况，听取模具
产业数字化改革成果等相关介绍。企
业负责人展示了最新技术成果，并反
映了上市报会、产业链短板等方面的
问题。吴晓东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重
点培育企业的业务指导，精准解决难
题，做强优势集群。

吴晓东强调，企业要紧抓当前机
遇，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产品迭代
升级，在融合开放中形成更加强大的
创新力量。政府要有集成突破的思维，
以“普惠政策+靶向发力”解决好关键
问题，培植优化产业生态，形成互相依
存、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广大干部要
提升专业化水平，拓宽经济思维，提高
招商引资、项目服务的能力本领。

市政府秘书长陈春参加。

吴晓东在黄岩开展新春“三服务”活动时强调

发挥集成作用 优化产业生态

2 月 11 日，临海市杜桥镇，
在东海翔集团各生产车间里，已
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目
前，该企业近1200名老员工（含
管理人员）返岗，复工率已达
90%，产能恢复率95%以上。图为
该企业涤纶布生产车间，工人在
工位上操作。本报记者李明锦摄

复工复产
有条不紊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2月11日，温岭市城南镇举行了“妈妈的味道”元宵喜团圆 各族一家亲活
动。来自苗族、藏族、土家族、壮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的40多人参加，她们带来
自己民族的特色美食和大家一起分享品尝，回忆家乡的味道，同时进行民族特
色的才艺表演，促进民族一家亲。 本报记者孙金标摄

元宵喜团圆元宵喜团圆 各族一家亲各族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谢 蕾）日前，临海
市中医院古城分院医务人员走进亚
东特种厂，为该厂 81名返岗员工进
行核酸采样。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
又正值节后返工返岗高峰，临海市组
织医务人员上门开展核酸采样服务，
确保防疫复产“两不误”。

“送来核酸检测的样本，从正月
初四开始明显增加，很多是跨省出行
返岗工作的。”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
验科副主任朱国飞说，目前一天检测
近 8000人次的核酸样本，PCR（核酸
检测）实验室每天安排 6 名检验人
员，从早上 7 点半工作到深夜近 12
点，遇到需要复查的样本甚至要忙到
凌晨一两点钟，样本量多的时候还要

增调人手加班加点。
据了解，像市一医院这样的核酸

检测实验室该市共有 5个。据介绍，
为防止气体外泄造成污染，实验室要
完全封闭并一直保持负压状态，检验
人员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要全程穿
戴整套防护服，度过“与世隔绝”的一
整天。

“为防止检测液体外溢，盖子都
拧得特别紧，长时间操作，一些同事
甚至患上腱鞘炎。”核酸检测实验室
组长张艳说，在进行标本加样过程
中，需要单手拧开及拧紧盖子，还要
保证速度，一天下来这个重复上千次
的动作让手指难以负荷。“虽然辛苦，
但是想到我们承担着防疫关键一环，
感觉还是很光荣的。”

临海：战疫“排雷兵”
助企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