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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庞晓栋）4月 6日下
午，省委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
流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
国两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聚焦聚力“开好党
代会、备战亚运会”攻坚克难、善作善

成，全力做好二季度工作，确保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吴晓东、吴海平、叶海燕、陈伟义、
林毅等市领导在台州分会场出席会
议。西湖区、北仑区、瑞安市、吴兴区、
南湖区、越城区、武义县、常山县、三门

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等 10 个县（市、
区）负责人在分会场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面对疫情
影响和复杂形势，全省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突出稳进提质、除险保安、塑造
变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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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小兵 陈 耿文/摄
3月末的雨后，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在临海市河头镇的羊岩山上，漫山的茶园弥漫

着清新的茶香。当下正值茶叶采摘旺季，茶园里不时
可见采茶人忙碌的身影。

“我种了 7亩茶，茶青都由羊岩茶场统一收购。”
在山脚的一处茶园，茶农朱昌健正在采摘茶叶，“我
们严格按照茶场的要求来种植，品质高、质量好才能
卖出好价钱。”

“作为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从1972年开发荒山
建设茶场至今已走过了50个年头。一路走来，带领乡
亲们共同致富是企业的职责和使命所系。”羊岩茶场
党支部书记朱朝安说，“我们将秉持‘地域相邻、产业
相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继续讲好一片茶
叶的故事，走深、走实‘共富路径’。”

联产种植，聚发展合力
走进河头镇上湾村村民翟春广的家，两间四层

小楼装饰一新。
“房子2017年建的，花了90万多元。现在小孩也

成年了，正打算给他在城区买套房。”55岁的翟春广
从事茶叶种植二三十年，目前茶园面积80多亩，亩产
值3.5万元左右。“我们采摘的茶青都卖给羊岩茶场，
已合作20多年了，年纯收入七八十万元。”

翟春广介绍，他刚从事茶叶种植时得自己找市
场，市场不稳定。“和羊岩茶场合作后，产品质量提升
了，收入也提高了。”

目前，羊岩茶场核心区面积 5000亩，经营面积
近万亩。企业做大了，茶场与茶农合作互惠的故事
也更多了。

在河头镇党委政府牵头下，羊岩茶场占股 51%成立了河头镇茶叶专
业合作社，吸纳了当地茶农入股，一片树叶撬动了富泽一方的杠杆。

茶场发展了，附近村民得实惠。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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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必由之路。发展农业产业是乡村
产业兴旺的必然要求。

台州市六届一次党代会报告
指出，高质量推进农村集成改革，
深化“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三
块地”改革，营造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融合”的环境，打造以新农
村、新农民、新产业为特点的“三
新”农村共富台州模式。

近年来，临海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凝心聚力搭建农业保供、农民
增收平台，高质量促进共同富裕。
去年，临海做精做优柑橘、西蓝花、
杨梅、茶叶等特色优势产业，重点
实施西蓝花产业振兴“345”计划，

上盘镇成功列入国家级农业产业
特色强镇创建名单，涌泉镇柑橘

“三品一标”基地获全国首批种植
业“三品一标”基地……农业产业
发展蹄急步稳。

临海市十五届一次党代会报
告指出，巩固“三农”工作重中之
重地位，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方针，更大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未来五年，临海将围绕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突出
乡村产业、农村环境、民生保障、基
层治理四个领域现代化建设，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城乡全面融合。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朱小兵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也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共同
富裕的“关键一招”。发展现代农业，促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无疑是不二选择。

“时代不一样了，要让大家能
长久地过上好日子，发展的眼光
就要变一变。”在蹲点调研过程
中，临海羊岩茶场党支部书记朱
朝安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

变则通、通则久。羊岩茶场立
足自身资源秉赋，围绕延伸农业
产业链价值链，发展茶叶加工，做
强农业品牌；成立羊岩山茶文化
园有限公司，大力发展“农业+”产

业，促进农业与旅游、康养等产业
融合发展；合作开发宜塘山区，吸
引工商资本、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乡村产业发展；发展壮大“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组织载体，实现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让
广大农民更多分享发展成果……
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当前，台州乡村振兴建设正
如火如荼进行。农业产业融合是
一种必然趋势，有效促进融合将
会使产业整体发展更为健康、更
加迅速。各地需因地制宜，加速产
业融合，进一步夯实共富基石，如
此，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促进产业融合 夯实共富基石

本报记者柯 璐 本报通讯员丁 玲

4月 3日上午，通江大道（市府大
道至东山河）工程施工现场各类工程
设备轰鸣声不断。基坑内，数十名工
人正忙着绑扎钢筋、浇底板，搭设地
下操作平台；在钢筋加工场，工人们
正在分工作业，钢筋切割、加工、搬
运、摆放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确保项目尽快推进，全市五大
攻坚行动清明假期不停歇，市区各地
项目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椒江：100处“窨井跳”
改造完成

4月 4日上午，在椒江区工人西
路与学院路路口，维修防护栏标识格
外醒目，划线切割、路面破除、更换井
盖、浇铸混凝土加固……各道工序轮
番上阵，市政工人争分夺秒改造旧窨
井盖，现场一片繁忙。

“目前，全区主干道路已累计完
成‘窨井跳’改造100处。”椒江区市政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道路设施科工作

人员罗仁成说，“城市道路井盖设施
数量庞大，且附近多为居民区，为减
少对居民的影响，避开行车高峰期，
工人们施工时间有限，都是三班倒抢
占时间进行窨井改造。”

据悉，老式井盖由于存在构造缺
陷、施工工艺、道路沉降等问题，导致
井盖与路面逐渐出现上下高差，易引
发路面“跳车”问题，不仅影响出行质
量，更对通行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开
展“窨井跳”专项整治行动，将大大提
高路网联通度和群众出行舒适度。

罗仁成介绍，目前主要是将老式井
盖更换为行业里较为流行的球墨铸铁
防沉降井盖。该井盖具有防沉降、寿命
长、承载力高、噪音小、防盗窃等优点。

“新井盖表面还采用了白云阁、白云山
等具有椒江特色的图案，更具美观性。”

今年椒江计划完成 500处“窨井
跳”改造。椒江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将对照时间节点，严把井盖设施
治理质量，高效推进“窨井跳”专项整
治行动，提升城市道路品质，保障市
民出行安全舒适。 （下转第八版）

清明假期不停工 五大攻坚建设忙

本报记者何 赛

办一件实事，就暖一片人心，凝
聚一份力量。

新增绿道 115 公里，为城市描
绘 新 的“ 风 景 线 ”；打 造“ 阳 光 厨
房”，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
进小区村居改造，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台州湾畔，民生实事的
春风，吹遍城市乡村，覆盖吃穿用
住行。

去年以来，我市不断把党史学习
成果转化到为民办实事中来，用心用
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在全市上下的
努力下，2021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十方
面24个项目全部提前完成。

民生实事有“力度”
最美人间四月天。绿荫下，感受

春风拂面的温柔，不再是灰尘漫天的
糟心，目之所及是整洁干净的画面，
车辆有序，道路和楼体“焕然一新”。

这是台州湾新区梦都工行苑小
区居民的春日新印象。

梦都工行苑小区建于 2000 年，
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不仅路面破碎，
排水排污管线、路灯等配套设施陈旧
落后。停车一直是困扰小区居民的主
要难题，绿化带变成垃圾池更成了小
区环境“硬伤”。

“之前有些楼外墙壁都已经渗水
发霉，看上去灰蒙蒙的，去年小区开始
改造，现在到处焕然一新，大家都更爱

出门溜达了。”市民黄美琴在小区住了
二十多年，她对新环境赞不绝口。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为满足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1年我市投
资3亿元，大刀阔斧进行45个老旧小
区改造，现已实施改造 54个老旧小
区，完成年度民生实事目标的120%。

据悉，改造内容包括污水零直
排、道路路面、智慧系统等。接下来，
我市还将推动每个县（市、区）至少打
造一个高标准样板小区，满足基础
类、提升类、完善类改造内容全覆盖，
做到高标准的“最多改一次”，打造改
造老旧小区的“台州样板”。

大街小巷、田野阡陌，台州处处
可见民生工程的“身影”，时时能听到
人民群众心声：去年，台州电业局投

资 1.02 亿元对 162 个村的低压线路
进行改造；创建垃圾分类省级高标准
示范小区 141个，完成率 176%；利用
街角、路旁闲置用地建设微型便民体
育公园100个……

民生改革有“速度”
近日，高德地图联合有关机构共同

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
析报告》。在其中的“交通健康指数”排
名中，台州位列全国第四、全省第一。

2021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新一轮交通治堵工作承上启
下的关键年。我市积极推进城市交通数
字化改革，持之以恒抓好城市交通治堵
工作，新增公共停车位5221个，开启了
市民出行顺畅“加速度”。（下转第八版）

——2021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综述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章 浩）这两天，一
则援沪“大白”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上海松江区泗泾镇的居民区，楼上的
一家三口向楼下的“大白”喊话“感谢
浙江，上海加油”，楼下的“大白”马上
摆了个比心的动作回应。镜头一转，
这位“大白”的防护服背后，赫然写着

“浙江台州”几个大字。
连日来，上海疫情牵动人心，自3

月31日以来，台州援沪医疗队分批抵
沪开展支援工作。队员们在抗疫一线
开展了“双线作战”，一边参与大规模
核酸采样，另一边则承担了当地的医
疗救治工作。

4月 4日，上海启动最大规模核
酸检测，覆盖全市 2500万人。当天凌
晨 3时许，王赓歌和队友们从驻地酒
店出发，直达松江区泗泾镇集散点，
随后队员们被分送到不同的采样点
开展工作。

王赓歌是台州援沪医疗队第一

批出征队中的院感专家，也是台州医
院院感科主任。“我们对采样台的设
置是每个采样台安排两名医护人员，
采样台和等候采样的人员保持2米距
离。”他说，这样两名采样人员可以互
相监督防护细节，同时提高采样效
率，缩短等候时间。

另一条救治“战线”上，台州援沪
医疗队的 10名血透专科护士依然驻
守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下转第八版）

台州援沪医疗队“双线战疫”

本报记者郭天宇 张笑川雨

两码核查、测量体温、查看核酸
报告……针对当前形势严峻的疫情，
清明节期间，台州各地全面从严从
紧，全面筑牢疫情防控网。

线上祭扫同样有温度
“你好，我想预约清明线上代亲祭

扫。”清明节还没到，椒江解放一江山岛
烈士陵园管理中心的热线响个不停，
工作人员忙碌又仔细地记录着信息。

疫情之下，为做好清明祭扫的安
全服务保障工作，椒江解放一江山岛
烈士陵园推出了代亲祭扫、云祭扫服
务，在这特殊时期，用另一种充满温
情的方式寄托哀思。

“我们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让

工作人员用镜头带家属亲临墓碑前，
在云端倾诉思念。”椒江解放一江山
岛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林青说。

据统计，陵园管理中心自2020年
2月 1日开通网上祭扫服务以来，共
有 15.4万多人通过陵园官网祭扫烈
士，共收到留言2800余条。自2019年
2月开通祭扫以来，已经收到了 34位
烈士亲属的代亲祭扫申请。

又逢一年清明至,慎终追远祭先
人。全市倡导不跨省域、不跨地区祭
扫的同时，推出线上祭扫、代亲祭扫
等便民服务。

3月 26日起，全市 104个较大型
的殡葬服务机构开通了预约祭扫电
话，其中78家提供网上预约服务。

“我们在每个公墓都设计了集体祭
扫区域，在清明节期间，代不能进墓区
的家属祭扫。”椒江永安陵园服务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伍红梅介绍，根据今年疫
情防控政策，墓区工作人员对没有预约
的市民进行了劝返。 （下转第八版）

我市筑牢清明节防疫网

近日，铭品电缆集团屋顶光伏发
电项目顺利并网发电，这也是台州已
投产的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发
电项目。据了解，该项目装机容量
2930 千瓦，每年约可产出 293 万千瓦
时的清洁电能。优先满足企业用电，
多余的电并入公共电网。与传统火电
厂相比，每年可节约937.6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37 吨。图为4
月5日拍摄的位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铭品电缆集团屋顶光伏发电
项目。 本报记者潘侃俊摄

台州单体容量最大的台州单体容量最大的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投产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投产

图为茶农朱昌健在茶园采摘茶叶图为茶农朱昌健在茶园采摘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