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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9日，我局接到台州
市公安局路桥分局的案件线索，依法
对台州捷威燃料油有限公司经营无
合法来源成品油进行调查，查获如下
财物：1.浙JS16V2五菱牌小型汽车一
辆；2. 陈 秀 环 名 下 建 设 银 行 卡
（6217001850016821507）中的钱款共
计163900.63元；3.伍胜三名下建设银
行卡（6214663391296666）中的钱款
共计941345.00元；4.戴渝森名下建
设 银 行 卡（6217001830042428766）
中的钱款共计 369700.33 元。因上
述车辆及财物均系从台州捷威燃
料油有限公司现场查获，经调查上
述车辆的实际所有人非登记人，银
行卡内的存款非登记人本人所有，
该车辆系台州捷威燃料油有限公

司在经营过程中所用，银行卡系
台州捷威燃料油有限公司用于资
金往来。我局经过多方查找无法
确定上述财物实际所有人，2021
年 12 月 20 日，我局依据《浙江省
反走私综合治理规定》第十四条
的规定在台州日报予以公告，公
告期 30 日，要求上述财物的实际
所有人在公告期内至我局协助调
查、认领，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仍无
人来我局协助调查、认领，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
行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
定，将上述财物予以没收并依法
处理。

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26日

没收无主财物公告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本报讯（记者章 浩）去无畏，归
无恙！3月25日上午，25名台州核酸
检测应急机动队队员经过 8天的紧
张工作，先后顺利完成衢州、三门

“战疫”任务，平安归来。
3月 16日晚，台州调派 25名核

酸检测人员驰援衢州。“我们在17日
凌晨抵达后，稍作休整，随后就进入
当地检测基地。”支援队领队、恩泽
医院检验科精准组组长丁仙红介
绍，当时台州队队员和衢州检测人
员共 46人，共同承担当地其中一个

实验室的检测任务。
丁仙红说，由于检测强度大，出

具检测报告的时间比较紧张，根据
实验室仪器配备数量，整个实验室
的检测团队按岗位分为两组，错时
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虽然是分了
组，但要是当天的标本量较大，就要
随时调整人员，另一组队员会及时
赶来帮忙。”

第一次参加驰援任务的队员李
笑笑说，工作过程中，她最大的感受
是检测工作非常紧凑。李笑笑是玉环

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她说，
在衢州时，不少队员都是8点进入实
验室，到深夜才能返回酒店休息。

6 天过去，衢州疫情已趋稳向
好。3月 23日早上，当台州队队员正
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时，再次接到
了市卫健委的通知：整队出发，转战
三门！

“我们23日下午2点多到三门，
吃过饭马上就进入实验室开始工
作。”丁仙红说，在三门的检测时间
也非常紧张，队员们和三门检测人

员一起合作，最终在当晚10点多，完
成了所有检测样本的报告，并在第
二天继续检测工作。

25日上午11点，25名支援队队
员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市卫健委。

现场，担任过两次支援队领队
的丁仙红，对于台州队队员的表现
深有感触。她说，队员们很能吃苦，
所有队员接到任务都能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好几次，我让一部分队
员先回酒店，但等我最后出来时，发
现大家还都在外面等我。”

先赴衢州，再战三门

台州核酸检测应急机动队凯旋

本报记者柯 璐

“妈妈，我好想你，你去哪里了，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晚上等到你很
晚都没回来，早上上学也见不到你。
你快回来。”

3月 21日晚，忙碌了一天的何
慧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像往
常一样打开课本检查女儿林雨玥的
作业，偶然在书的一角发现了女儿
写的这段话，鼻子一酸。

“如果妈妈没来，你就
自己回家”

何慧娟是三门县横渡镇大横渡
村党员、网格员。因疫情暴发，她每
天起早贪黑，奔走于村里角角落落。
在横渡中心小学读一年级的林雨玥
由于长时间见不到妈妈，在书本右
上角写下了对妈妈的思念。

“看到这个我特别心疼，但是没

办法。”何慧娟告诉记者，林雨玥从
小没离开过妈妈，但只有 9岁的孩
子却表现得特别坚强，不会和她哭
闹抱怨。

据了解，在之前的疫情常态化
防控中，何慧娟每天早上 5点多就
到农贸市场门口值班，结束了直接
去村口卡点值班，一直到晚上 10点
以后才回家。春节后上级有任务让
大家入户逐一开展网格码包登记工
作，何慧娟又是主力。

“现在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工作
时间摸不准。”何慧娟只能和女儿
说，“假如你到校门口妈妈不在，你
就自己回家。”

大横渡村是横渡镇的集镇村，
人流量多，防疫压力最大。这次事态
紧急，村里小门管控需要得力人员，
何慧娟就主动请缨：“我之前一直在
参与卡点值班，经验足，也年轻，可
以熬夜。”就这样，她的值班时间被

排在了晚上。
特别忙的时候，何慧娟会把手机

交给女儿。“虽然明知道给她手机是
不行的，但不给她她就要一直跟着
我，那我怎么干活？”何慧娟说，晚上
到点了她会打过去试试看有没有人
接，“没人接就睡着了，我就放心了。”

“一上午就把电瓶车
给开没电了”

23日上午，三门县六敖中学宣
布全面停课，学生放假回家隔离。何
慧娟立马出动逐一排查有没有学生
偷偷回家，检查每家每户的居家隔
离情况，并将情况告知一些没有智
能手机的老人。

村民张四花是外地人，女儿在
六敖中学读书，她听到学校停课了
很担心。“女儿会不会发生什么？什
么时候回来？……”

何慧娟耐心安抚，让她放心，还

帮张四花把床搬到了另一个小矮
房，方便其女儿回来居家隔离。

十点多，上级经研判决定不放
学，学生统一在学校隔离。何慧娟又
开始逐个打电话通知。“有些人年纪
大了，电话也讲不清楚，我直接去他
们家说，当网格员 5年了，村民的家
我都熟门熟路。”

“何慧娟常年在村里，每年都被
评为优秀网格员。”大横渡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勤长对何慧娟印
象最深的就是勤恳认真，“每每有外
来车辆进入，她会逐一查看每个人的
行程卡、健康码，测量体温并登记。”

午饭一过，何慧娟又开始在村
里放起了小喇叭，她熟练地去到每
一户在家人员的门口，将疫情政策、
信息传达给每一位村民，并逐人排
查外出情况。“今天来来回回跑了不
知道多少趟，一上午就把电瓶车给
开没电了。”何慧娟说。

何慧娟：是孩子母亲，也是抗疫战士

近日，在国内外疫情交织的特
殊时期，台州出入境边防边检站民
警风雨无阻全力做好台州口岸的管
控，严守疫情输入关口。图为该站民
警为从北太平洋公海入境的兴旺99
轮渔船做入境检查。

本报通讯员施界行 薛继浩摄

严守疫情输入关口

本报讯（记者王依妮 通讯员李
泽文）“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
作报告》对发展海洋经济提出了明
确要求。同时，我省正大力推进‘海
洋强省’战略，为健跳乃至台州的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日前，一场生动鲜活的宣讲在
三门县健跳渔政码头开展，几十名
渔民渔嫂拿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
跟随“跳跳鱼”青年宣讲团团长、省
发改委选调生李泽文一起学习全国
两会精神。

据了解，健跳镇“跳跳鱼”青年
宣讲团成立于 2021年 12月，由省市
县选调生发起，寄寓让青年干部像

“跳跳鱼”一样，“跳”到田间地头去、
“跳”到群众中去，“走村入户”讲好
百年党史、中国力量、健跳故事、青
年声音。目前，已组织开展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防疫知识宣
传、村情调研、困难群众帮扶等多项
活动。

当天，“跳跳鱼”宣讲团联合县
农业农村局、海事处、镇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等单位，精心组织“登渔船进
渔家”暨“春雷行动”系列宣讲活动，

从《政府工作报告》出发，结合地方
发展实际和渔民生产生活需要，登
上党员先锋船、出海进渔家，将全国
两会精神娓娓道来，让渔民群众听
得又明白又高兴。

此外，坚守渔业安全生产红线，
宣讲团讲述了当前省、市、县“春雷
行动”的主要内容，以及当前时期的
渔业安全注意事项和伏季休渔要
求。同时，现场开展定人联船检查和
渔民意见收集工作，积极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及时解决渔民的烦心事、
操心事、揪心事，确保广大渔民平安
出海、满载而归。

“健跳镇作为传统渔业重镇，
辖内渔船和渔民数量较多，我们以

‘跳跳鱼’为载体，将党的好声音、
渔业安全知识和专业养殖技术以
接地气的形式送到渔船甲板上、送
到养殖户家里，第一时间传递全国
两会精神，更将‘春雷行动’‘平安
争鼎’推进至海上‘最后一公里’，
为三门实现共富先行、跨越赶超实
现青春力量。”健跳镇党委副书记、
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选调生
王峰说。

健跳镇组织青年宣讲团登渔船进渔家宣讲

“跳跳鱼”传播“好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孙红红）“我们
应该发挥各村的优势和特色，突出
一村一品，做大做强一二三产业，探
索出一条北洋模式的共富路，让老
百姓的钱袋子更鼓，生活得更好。”
近日，黄岩区北洋镇在称歇村文化
礼堂举办2022年第一期书记论坛暨

“强基兴村密钥”座谈会，22 个村
（居）党组织书记、特色农业观光小
镇党支部、两新联合党总支、商会党
支部书记参加。

据了解，参加论坛的各村党支
部书记围绕“强基兴村密钥”共富主
题，相互探讨本村的优势、存在的问
题及今后的发展目标。

论坛以书记讲给书记听，书记
跟着书记学的方式，给各村党支部
书记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经验、

探讨工作、凝聚智慧、共谋发展的重
要平台，帮助他们跳出工作来认识
工作，着眼谋划村级发展，加快建设

“四个北洋”，全面塑造“三地一枢
纽”，高质量打造现代化共同富裕示
范镇。

北洋镇党委书记卢明宇说：“书
记论坛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将‘他
山之石’与‘本地实际’有机结合，碰
撞出了‘守好红色根脉、打造共富典
范’的思想火花。下一步，我们通过

‘联盟结亲’新模式，把 22个村居分
别纳入到‘高端模塑产业园区’‘多
彩田园’‘生态共富’这三个党建联
盟中，合理盘活联盟内各村居特色
资源，打造一村一品，增强村集体持
续增收，打造‘特色农旅一体化’共
富发展模式。”

北洋——

“书记论坛”共话乡村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章明宇 记者
黄 微）每个工作日早上，家住黄岩
沙埠镇农村的王素敏都会乘坐南
城街道的包车，来到位于当地的浙
江亿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班，

“我家里在山区，出入不方便，现在
有班车接送我们上下班，早出晚
归，真是太好了！”

王素敏的上下班专车，源于黄
岩区开展的精准助企服务。浙江
亿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该区南
城 街 道 最 大 的 塑 料 制 品 企 业 之
一，用工高峰期企业员工近千人，
而春节后的招工难题一直困扰着
企业，目前用工仍存在 20%左右的
缺口。

为此，黄岩区“永宁企管家”一
面收集用工需求，积极对接该区外
省驻点招工专班，一面转变思路组
织市内招工专班，盘活本地闲散劳
动力，动态掌握节后外出务工需求、
计划出行时间、务工去向等信息，通
过村企结对，推荐入企，集中把务工
人员“点对点、一站式”地送到工作
单位。“我们通过对接人力资源部
门，了解到临海沿江、黄岩偏远山区
等地有空余劳动力，就想着把那些
空余劳动力通过专车接送的方式送

到企业。”南城街道的“永宁企管家”
驻企指导员郭远跃说。

除了解决企业迫在眉睫的招工
难问题，为了实现一季度开门红，黄
岩区以解决企业要素紧缺的瓶颈问
题为重点，以专班集中攻坚为着力，
在企业厂区落实和产能扩大等方面
实现精准服务。最近，黄岩华萍生活
用品有限公司新厂区投入使用。这
个 6500平方米的空间，帮助企业在
电商、仓储、货运、物流等方面都有
了独立的工作场所。

“2021 年，场地限制还比较严
重 。当 时 我 们 电 商 的 发 货 在‘ 双
11’年货节时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订单在去年尤其是旺季的时候滞
后比较严重。”华萍公司总经理周
挺说。

为此，“永宁企管家”积极发挥
网格全、信息多、渠道灵的优势，南
城街道第一时间全面梳理存量用
地、闲置厂房，摸底排查租赁和出让
需求，将重点项目、现代产业、优质
企业用地需求纳入供应计划，通过
专人主动上门对接，协助供需双方
沟通厂房租赁情况，加速审批流程
等方式，第一时间帮助华萍公司解
决难题。

黄岩：排摸企业需求
做好精准服务

服务解难题 助企“开门红”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上接第一版）要打造最优法治化营商
环境，以数字化改革牵引办事流程持
续优化，充分发挥法治助企惠企作用。

要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加快推进“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形成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格局。

要健全完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充分
发挥“基层治理四平台”作用，加强普
法宣传，推动形成良好法治环境。

会议强调，要着眼台州发展需要，
立足地方实际特点，围绕支持民营企
业、推动创业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等重
点领域，扎实推进立法工作，为我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吴晓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上接第一版）“直到 1956年，沙埠青
瓷窑址群为省考古所专家发现。”

来到沙埠镇竹家岭窑址，入眼的
是漫山遍野的碎瓷片，满目灰色中点
缀着点点青绿。

在未到博物馆以前的节假日，罗
永华时常带着一根竹签、一个塑料袋
往建筑工地和古窑址跑。捡些瓷片，
根据瓷片上的花纹、釉色等，去分析
它产自什么年代。

怎么辨别年代？“多跑博物馆、多
跑古玩市场，锻炼眼力！”罗永华说，
多年经验积累下来，孰真孰假，有的
东西他远远一看便知。

在研究跟考古发掘都不多的当
时，罗永华与一批有相同爱好的社会
人士，共同研究沙埠青瓷，为史册上
缺失的青瓷文化做了不少功课。

2015年 7月，罗永华出任黄岩博
物馆馆长。第二年，首届“黄岩窑沙埠
青瓷窑学术研讨会”在黄岩召开，故
宫、北大、人大、浙大、省考古所、省博
物馆等单位专家齐集黄岩，共同研讨
沙埠窑青瓷历史与文化。

2020年，凝聚了罗永华及众多陶
瓷艺术爱好者心血的《丹丘瓷韵——
台州窑陶瓷简史》出版，为台州及黄
岩史册上缺失的青瓷文化添上了迟
来的一笔。

探索——拨开黄土，复
现遗失的历史

沙埠窑址群主要包括竹家岭窑

址、凤凰山窑址等7座晚唐、两宋时期
古窑址。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竹家
岭窑址。

在沙埠镇竹家岭窑址，漆红色长
廊向上延伸，那是一号窑炉的保护棚。

“瓷器作坊区设置在山脚平地，
窑炉沿山坡而建，造型像一条长龙，
因此被称为龙窑。”窑炉两侧修葺起
了石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年轻的 90后姑娘汤妮拾级
而上，为访客介绍起这条历经黄土
掩埋，2019 年才复现在人们眼前的
龙窑——

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工作人员谢西营等 6人来到沙埠镇，
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一把手铲，一个畚箕。他们按
照 10×10 米的探方逐步发掘，一次
下挖 5 厘米至 10 厘米，每个地层都
要记录……拂去层层黄土，一条长
达 72.32 米的龙窑出现在考古人员
眼前。

这是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两
宋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
的窑炉遗迹。其出土的青瓷能佐证沙
埠窑址群是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
衔接和过渡的重要地带，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

一时间，沙埠窑名声大噪。当年，
沙埠窑址群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2021年，为配合窑炉保护棚建
设，意外发现在Y1的西侧有疑似窑

炉窑壁的迹象。新发掘揭露出的一
条龙窑，编号为Y2。”汤妮介绍。“在
以往浙江地区瓷窑遗址考古发掘
中，年代不同的龙窑窑炉多集中于
同一位置，采用不断修整、层层叠压
的方式进行连续使用，而竹家岭龙
窑窑炉出现了这类平行分布、早晚
移位的方式，突破了以往的认识，对
于今后的窑址考古工作也提供了新
的经验。”

通过考古，被黄土掩埋的历史在
眼前重现——

丰富的瓷土为烧制瓷器提供
了优质原材料；低矮而平缓的山麓
正是建造阶梯式龙窑的理想场所；
茂密的林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燃
料资源。

瓷匠人们在山脚将制作好的泥
坯装入匣钵中，再通过12扇窑门将匣
钵叠放入窑炉中烧制。

就这样，沙埠窑的炉火，在两宋
时期，绵绵不息。

复兴——产业发展，青
瓷走入千家万户

越来越多与沙埠青瓷相关的文
献文章刊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激
动人心。随着家乡沙埠窑和沙埠青瓷
的走红，谢振威在倍感自豪的同时，
也动起了做青瓷生意的念头。

三年前，谢振威开起了青瓷工作
坊。“我们看好家乡青瓷产业的发展
前景，也想把沙埠青瓷当成一个可以

代代相传的事业，重新恢复沙埠青瓷
的荣光。”

三年间，磕磕绊绊。制窑技艺失
传，谢振威往返龙泉，请教技艺；产品
定位不准，他从罗永华处得来了制作
青瓷香炉的点子。

如今，青瓷香炉已经成为黄岩区
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之一。此
外，青瓷工作坊还仿制了其他青瓷珍
宝，配上茶杯，做成茶具礼盒，也很受
欢迎。

同时，他的青瓷工作坊集生产、
展览、体验为一体。到了周末和寒暑
假，来自台州各地的学生，经常将这
里的小房子挤满。谢振威就手把手指
导学生们拉坯，瓷土在一双双小手中
成型，茶杯、碟子、碗，各式各样的形
状都有。

素烧8个小时，上好釉色，再复烧
14个小时，最高温度达 1200摄氏度。
在经过火炼后，青瓷会显现出翠青、
叶青泛黄、淡青诸色，魅力独特。

青瓷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沙埠
镇也有着自己的规划。

“现在遗址公园保护规划已经
获批，我们要在公园内建设博物馆、
大师工作室、文创园区、研学基地、
遗址公园等。”沙埠镇党委书记陈智
迪说，“我们还将结合老街招商项目
引进青瓷展示、销售、制作，对接国
家级美术大师进行座谈，将沙埠青
瓷作为一项产业打造，更好展现青
瓷文化、青瓷工艺。今年 10月，我们
将举办沙埠青瓷宋韵文化月，宣传
沙埠青瓷文化，带动群众实现共同
富裕。”

沙埠青瓷：在窑火中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