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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海洲 黄 微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谈献和没想到，退休后会与黄岩紧紧联系在一起。
谈献和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药用植物学》《药用

植物栽培学》等高校教材的主编。
2018年，刚退休的他，被聘为黄岩区中药材产业技

术顾问。
踏遍青山人未老。四年时间，他把田头当做实验室，

走遍了黄岩近百个村，微信通讯录里一大半是黄岩药农。

每月一周“黄岩时间”
3月 7日：上午，商议头陀药材加工中心布局；下午，

北城三叶青栽培指导。
3月 8日：上午，上郑菜头肾栽培指导；下午，黄岩药

用植物园指导。
……
这是3月7日至3月12日，谈献和在黄岩的工作日程。
每月到黄岩工作一周，他已经坚持了四整年。
每次来之前，谈献和都要和黄岩区中药材产业发展办公

室副主任任利军商定一周的安排，并把计划提前通知药农。
王冬根在竹林下套种的三叶青出现根腐病，他微信上

传图片，向谈献和求教。在给出防治方法后，谈献和又特地
在春节后赶到北城街道净土岙村实地踏勘，建议王冬根改
善滴灌方式，预防复发。

这样深入田头为药农解决技术难题，谈献和早已习
惯。“现在，基本能听懂黄岩话了！”他笑着说。

谈献和忘不了，2018年1月，他第一次走进黄岩西部
山区。

他发现，这里的坡型、水热、光照等条件得天独厚，
非常适合药材种植。

黄岩的同志介绍，这里是长潭水库水源保护地，不能
建工厂，甚至不能大规模种植水稻，药材种植是为数不多
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对环境友好的项目。当时当地药农主
要种植覆盆子，随着覆盆子价格暴跌，大家一筹莫展。

“我们太需要专业的指导！”
面对诚挚邀请，谈献和答应了下来。
此前，他一直在犹豫。退休后，他原想有更多时间陪

伴小外孙成长，他还担心别人说他“手伸得太长了”。但
黄岩区领导的决心和药农们的期盼，让他激情燃烧。

在谈献和的建议、指导下，2018年夏，黄岩区出台了
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与扶持政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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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献和（右）与黄岩区农技推广中心专家一起，在宁
溪镇方家岙芍药种植园地会诊农情。本报记者沈海洲摄

新华社酒泉4月16日电（记者丁
增义 黄一宸）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2年 4月 16
日 9时 56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
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时6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
分离。9时30分，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
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

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
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第一时间抵达着
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
关领导在东风着陆场迎接航天员。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于 2021年
10月 16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
合体，3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
为期6个月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
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航天员在
轨飞行期间，先后进行了 2次出舱活

动，开展了手控遥操作交会对接、机械
臂辅助舱段转位等多项科学技术实
（试）验，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保障、
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
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关键技术。利用
任务间隙，航天员还进行了2次“天宫
课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
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
满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任务圆满完成，中国空间站即将
进入建造阶段。

（相关报道见今日三版）

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三名宇航员遨游太空6个月后凯旋

神舟十三号任务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庞晓栋

位于路桥城区的南官河，碧波粼
粼、绿草如茵，与岸线的老街紧紧相
依，散发浓厚魅力；天台县始丰溪，百
鸟翔游，一派生机盎然之景；玉环市
玉坎河、庆澜河生态补水，水进沙退，
海岛河湖融汇贯通……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如今，
在台州大地，青山如黛、碧水潺潺，以
绿为底色的幸福城市更为精致、秀
美、灵动。

翻看过去一年的治水记录，台州

市治水办（河长办）以“改善水环境，
奋战‘三个年’”活动为抓手，深入开
展碧水行动，加快补齐治水短板，实
施“五水智治”，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
份喜人的“成绩单”：

成功夺得省“五水共治”“大禹
鼎”银鼎；全市县控以上断面功能区
达标率及水质优良率分别为 93.1%、
81%，较2020年实现双提升，V类及V
类以上水质断面首次实现全消除，全
市地表水总体水质继续保持良好；12
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达标率
100%，开展监测的9个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达标率100%。

深化绩考管理，河湖长
制保持前列

去年凛冬，寒气逼人，河水刺骨，
但在黄岩区沙埠镇的河道边，依然有
一群人，逆流而上，巡查河道“四乱”，
捡拾河道垃圾，他们就是河道的守护
者——河长。

河长通过实地查看水质情况、
环境卫生、沿岸水生态及“河长制”
公示牌设置等，及时将河道管护情
况上传到 APP，并对巡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作现场整改落实。可以说，
是河长将治水这张网编得更密集、
更厚实。

过去一年，全市共设置了四级河
（湖）长5799名，形成双总河长加四级
河（湖）长全覆盖的组织体系，市、县
两级均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河（湖）
长信息。为了动态考评更高效，我市
创新运用水质同比相关数据，对县级
河（湖）长个人履职能力进行科学评
价，并印发了《五水共治（河长制）工
作责任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
行）》，推动工作落地。（下转第三版）

——我市2021年“五水共治”工作综述

做好“水文章”润泽幸福城

项目名片：大麦屿能源（LNG）中
转储运项目是省天然气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省“十三五”重大能源项目，选址
位于玉环市大麦屿港区白墩作业区，
在现有LPG储运设施和LNG气化站
站址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成熟的码
头和储运设施建设LNG中转储运项
目。项目总投资54亿元，包含储运站、
码头以及配套外输连接管道工程，一
期中转规模每年200万吨，新建2个10
万立方米LNG全容储罐及配套10万
吨级码头、气化、槽车装车等设备。建
成后，将实现天然气接受能力每年达
200万吨，远期每年实现600万吨。

本报记者曹思思 张 荣
本报通讯员叶珊珊

数名电焊工蹲地作业，电焊枪火
光四射；施工车辆进出频繁，大型机
械火力全开……连日来，在大麦屿能
源（LNG）中转储运项目建设现场，所
到之处皆是一派繁忙，近 200名作业
者奋战在轰鸣的机械声中。

“目前，我们主要是对2个10万立
方米的LNG全容储罐进行同步施工，计
划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两个储罐的主体
建设工作。期间，我们还会继续增加人
手及现场机械设备，确保整个项目在明

年5月份如期完成。”大麦屿能源（LNG）
中转储运项目现场负责人刘兵说。

建设马不停蹄
攻克难关贯穿始终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 2座直
径 80多米、高 30多米的白色圆柱体
矗立在大麦屿港畔。这两个正在施工
的LNG储罐，是目前国内体积最大的
双金属壁全包容储罐。双金属壁全包
容，相当于给储罐装上了“双保险”，
相较于以往单容、混凝土结构的LNG
储罐，占地面积更少、投资成本更低、
建设周期也大幅缩短。

“国内目前最大的双金属壁全包
容LNG储罐仅 8万立方米，我们建造
的是 10万立方米，不仅能承受零下
160摄氏度的低温，建成后可以满足
玉环市乃至整个浙南地区的用气需
求。”刘兵介绍。

关键“亮点”也是“难点”。对储罐来
说，半球形状的“帽子”就是它的穹顶，
每座储罐在罐体内完成钢结构穹顶的
拼装后，就要做好整个罐体的封闭。

“顶升穹顶就是要持续往里充气加压，
穹顶受到充气压力沿着罐体向上爬升
至顶部，再进行固定和焊接，就是穹顶
顶升的过程。”刘兵说。（下转第二版）

LNG中转储运项目：大干快上确保如期完工

本报记者柯 璐

“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养
老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

2021年12月30日台州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台州市居家养老服
务条例》，已于3月18日经浙江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批准，5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服
务设施、服务供给、激励和保障、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对于社会关
注的农村养老、居家养老、特殊群体养
老等热点问题，《条例》都给予了明确的
答复。那么，它有哪些亮点和突破？

健全顶层设计，设施建
设有了统一刚性标准

当前，我市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按户籍人口统计，截至2020年末，
全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32.43万

人，占总人口的 21.81%；80岁及以上
高龄老年人口 20.99万人，百岁及以
上老人 510人。相比养老院等养老方
式，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养老文化传
统，是当今和未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的基础和主要模式。

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内涵是什么？
这次《条例》进行了科学界定。《条例》
第二条明确居家养老服务的定义是指
以家庭为基础、社区（村）为依托，由政
府基本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专业化服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和志愿者公益互助服务共同组成
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首先要
破解的就是“用房难”。《条例》规定乡
镇（街道）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至少配置
一个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村（社区）根据实际需要至少配置一个
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条例》从法规层面对居家养老
服务用房的配置标准提出了更高要
求。比如新建住宅小区配置的居家养
老服务用房建筑面积应当不低于建
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住宅
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三，其中住宅建
筑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下的最低不少
于二百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五万平
方米以上的最低不少于三百平方米；
已建成住宅小区和老旧住宅区的居
家养老服务用房，按照每百户建筑面
积不少于二十平方米、每处不少于二
百平方米，以二十分钟居家养老服务
圈为标准集中配置；（下转第三版）

——解读《台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让老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月 16 日，圆明园十二兽首中的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铜像在路桥展
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近距离欣赏国
宝风采。虽历经近两个世纪，兽首铜像
依然精光熠熠，动物绒毛等细微处皆
清晰逼真。主办方介绍，希望通过此次
展览，广大市民得以触摸历史，感受文
物深厚的历史沉淀与艺术魅力，增强
爱国主义情感。 本报记者潘侃俊摄

圆明园兽首亮相台州

本报讯（记者章 韵）4月 15日，
我市首笔地理标志保险在临海签约。
该笔保险是临海市特产技术推广总
站、临海市农产品营销行业协会对

“临海蜜桔”“临海杨梅”“临海蟠毫”

“临海西兰花”这四件地理标志，在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海
支公司进行投保。

据悉，该笔保险突破了原有单
一品类受保对象的局限性，实现多

品类受保对象同时投保；同时也在
全省率先推行地理标志产业全链条
保险，即既有地理标志被侵权险，又
有地理标志产业气象指数险、价格
指数险，强化了当地四张“农业金名

片”地理标志产销环节全流程保护。
其中，地理标志权利方因被侵权及
维权过程中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费用、法律诉讼费用，最高
可赔付20万元。

“临海是农产品大市，拥有地
理标志 13 件，居全省前列。为特色
农产品注册地理标志，是立足服
务于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叶
方相说。

在全省率先推行地理标志产业全链条保险

我市首笔地理标志保险签约

本报讯（记者郭天宇 通讯员翁
冰芯）“之前我们要在临海大厅和东
部办事大厅两头跑，费时费力，现在
不出园就可以办证，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弈柯莱（台州）药业有限
公司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
服务中心（头门港）不动产专窗领到
了第一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开发
区企业从此实现“不动产权办证不
出园”。

“不动产办证涉及环节多，开发
区企业的产权更为复杂，涉及多宗、
多幢、补验收等难点。”临海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主任朱洲说，企业不动产证

办理涉及公安、市场监管、自然资源
和规划、建设等4个部门共9项数据，
办理一本证至少需要3个工作日。

为提高办事效率，实现惠企优
企，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盘梳
理办证流程，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
依托数据融合共享，打通身份证、营
业执照、验收材料等多个部门数据，
精简材料将办证时间缩短到半个工
作日。该局将继续推动不动产办证审
批流程优化，深化数据融合共享，打
造企业办证专区，最大限度提升企业
办证体验感和获得感，擦亮开发区企
业服务中心“新门面”。

临海——

数字跑腿企业办事不出园

数字化改革 现代化先行

本报讯（记者章雪瑶）“还好有你
们，不然这批货怕是不能按时完成
了。”近日，为用工难而担忧的三门县
星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小
龙终于放下心来。

3月中旬，三门县浦坝港镇工作
人员来到该公司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检查时发现，受疫情影响，部分员工
辞职，但企业还有一批3月底就要交
的货物，存在大量用工需求。工作人
员迅速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短短一个
星期，就帮助该公司与周边村庄村民
签订了 20份意向书，为企业解决了
招工难题。

为破解企业用工难，今年初，浦坝
港镇组建服务提效工作组，由镇党委
副书记、分管工业线党委委员牵头，组
织128名联企干部对162家联系企业
开展精准排摸，并对企业的缺工规模、
缺工类型、薪资水平等做好记录汇总，
制成涉及98家企业、620个岗位的用
工需求清单。服务提效工作组还牵头
镇域龙头企业与经济薄弱村形成结对
共同体，开展困难群众帮扶活动。此
外，浦坝港镇还多次组织村企携手招
聘会，让企业和求职人员实现精准对
接，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把千余个优
质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

浦坝港——

精准服务解决企业招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