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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洲

落户温岭半年时间，华中数控
（温岭）研究院有限公司合作订单不
断。台州的数量众多的中小机床制造
企业，在家门口对接上国内顶尖的数
控系统研发团队，产业链与创新链在
空间上实现了最便捷的对接。（本报
4月18日《用“智慧大脑”装备“台州
制造”》）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台州致力于打
造“新能源城、新材料城、新医药建康
城、未来汽车城、精密制造城”等五大
产业城市，引进像“华中数控”这样的
研发机构，多多益善！

台州是目前国内两大民营机床
装备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海德曼、北
平机床等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后
劲十足，但是台州长于硬件制造、短
于软件研发，数控系统是台州机床行
业的短板。

就像安卓系统之于一台手机的
重要性一样，数控机床的“灵魂”是数
控系统，在中高端数控机床中，数控
系统的成本要占 20%-40%。世界上
数控机床千千万，但操作系统其实没
几家，在国际上，德国的西门子与日
本的发那科是行业的两大巨头，得数
控系统者得天下，德日两国因此也奠
定了在机床行业的霸主地位。

上市公司华中数控是国内数控
系统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在国产高端
数控系统市场领域占有率近50%。而

企业背后则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内数
控系统的学科重镇，国家数控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

华中数控“一司一院”在温岭落
户，是产业链与创新链一次双向奔
赴。

对于台州的机床装备产业来说，
“近水楼台”的研发机构可以针对产
业链的断点、痛点、难点、堵点进行科
技攻关，推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
时刻不掉链子。

对于华中数控以及国家数控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来说，根植市场
一线，让更多的国产机床装上“中国
芯”，不但可以提高市场份额，同时作
为引领科技创新的“国家队”，畅通了
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渠道。

有学者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
系，形象地比喻成DNA双螺旋结构，
两个链条相互依存、彼此融合、共同
演进。

英特尔、苹果、谷哥、脸书……巨
头云集的美国硅谷是世界IT产业的
王国，这里就是产业链与创新链高度
融合经典案例——附近的斯坦福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为硅
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源泉。

在硅谷，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充
分体现了创新主体与生产主体的融
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原
始创新与产业化应用的融合。

一对刚毕业的小夫妇，靠着读书
时候琢磨出来的“小玩意”，在校园附
近创业，一不小心就做成了世界级企
业。在吴军的《浪潮之巅》中，这样的
故事，听上去让人不可思议。

一滴红墨汁滴入一杯水中，那整

杯水变红只是时间问题。但关键是，

要将红墨水拿过来呀！

盼望有更多的
“华中数控”落户台州

本报记者周丽丽文/图

随着全国楼市的降温，今年 3
月，我市新建商品房成交虽然较2月
份有所起色，但是开发商期待的楼
市“小阳春”并没有出现。

椒江领跑3月新建商
品房成交量

日前，记者从台州房管与征收
事务中心了解到，3 月全市新建商
品房共成交 7365 套。其中，住宅成
交 2753 套，同比减少 48%，环比减
少7%。

从各县（市、区）新房成交量来
看，椒江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 1390
套，居各县（市、区）之首；排在第二
位的是仙居，成交1096套；黄岩成交

887套，位居第三。
3月成交主力多集中在椒江，台

州市商贸核心区和“一江两岸”板块
为置业热门区域。其中，椒江的天筑
誉府、天悦外滩花苑的销售套数都
位于3月住宅排行榜前列。

相比 2021 年 3 月卖房 9000 多
套，今年3月“小阳春”似乎并没有回
暖，在网签楼盘中，单盘成交套数排
前十位的，除了天筑誉府外，其他楼
盘均低于100套。

不少中介反映，由于经济形势
和疫情影响，不少购房者观望情绪
浓厚。聚焦台州各区域市场和楼盘
项目销售情况，记者注意到，经历疫
情“创伤”后，消费者买房更偏重于
利好兑现和价值确定性的项目。

土拍参与热度不如往年

3 月，台州土拍市场也没有出
现升温的情况。

当月，台州市土地市场共挂牌
9 宗商业涉宅用地，成交涉宅土拍
7 宗。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椒江区
葭沚街道宝龙城北侧地块。该地块
距离葭沚老街、宝龙城、金融大厦、
滨江公共空间延伸段都非常近，且

“一江两岸”配套相对集中。最重要
的是，该地块可足不出户，将葭沚
老街风貌尽收眼底，妥妥的人气中
心。最终，由方远以 10.81 亿元斩
获，成交楼面价 7788元/平方米（不
考虑回购价等其他因素），溢价率
13.79%，并没有如外界揣测那样，
出现很高的溢价率。

此外，路桥区腾达路以北、经

四路以西地块也有不少卖点，该项
目南面就是中央山公园，北面靠近
飞龙湖，自然资源丰富。最后，龙湖
以 10.35亿元低溢价率成交。

可以看出，3 月有不乏优质地
块出让，但是没有激发房企过多的
拿地热情，还是以老面孔的开发商
为主，竞拍的激烈程度也不如往年
那么热，可见 3月楼市的冷静。

“小阳春”未现
台州三月楼市较“冷静”

3月台州各县（市、区）新建商品房（住宅）成交量(单位:套）。

同 创 农 安 台 州 护航舌同创农安台州 护航舌尖安全

本报记者柯 璐

“粉丝宝贝们，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款仙居鸡是我们仙居的特色农产
品之一，肉质非常鲜嫩，在我们的 3
号链接……”4月 20日下午两点半，
在“神仙大农”的直播间，主播给来
自五湖四海的网友们介绍“神仙大
农”的特色农产品。

据悉，“神仙大农”是仙居县基于
打造“四个仙居”基础上提出的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囊括了仙居大米、
山茶油、仙居鸡、仙居杨梅、铁皮石
斛、红美人等 67种来自全县 20个乡
镇（街道）的独特农产品。

“原先农户没有生产标准，种多

种少，用肥用料都没个准。现在我们
在生产端建立了一个标准的生产体
系，同时加强农业技术的指导，建立
源头农产品控标准体系。”仙居县农
业农村局质监科科长吕君连介绍。

走进神仙大农白塔旗舰店，货架
上的农副产品琳琅满目，每个农产品
包装上都贴着“神仙大农”的标志和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进入‘浙
农码’，我们到柑橘和公司的基本信
息一下子就出来了。”神仙大农的供
销商之一，仙居县洲港湾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泮崇仙自豪地说，

“我家柑橘可是全过程追溯的，拉到
底，你还能看到我的生产记录、自我

承诺和监管记录。”
“所有产品入选‘神仙大农’前，

我们都会去实地考察，并委托第三方
以绿色食品的标准对农产品进行抽
样检测。目前第一批进入‘神仙大农’
的 33种农产品的检测结果均已达到
绿色食品标准。”吕君连介绍。

为确保“神仙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仙居县农业农村局还汇编了《神
仙大农产品技术规程汇编》《神仙大
农产品绿色标准汇编》。同时，以数
字化手段做品控管理，对农产品进
行全程质量追溯，通过“浙食链”“亲
农在线”“浙农码”等，实现全过程的
数字化平台合力。

“5月初，应季水果如杨梅等就会

上线。接下来，我们还打算在门店
设立一个透明的、开放式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室，让消费者真正成
为食品安全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监
督者，预计下周就能上线。”吕君
连说。

“神仙大农”区域公用品牌的
建设，将原先小农户、松散型管理
方式，向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
全产业链延伸。“保障‘神仙大农’
产品质量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要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才
能实现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让‘神仙大农’走出仙居，以绿色助
力共同富裕。”仙居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张金平表示。

仙居：农安监管护航“神仙大农”

4 月 20 日，位于路桥
区路北街道的台州易得
利工贸有限公司里，员工
正忙碌生产、装订、包装
一批销往美国的记事本
和工作手册。今年以来，
该企业接到了来自美国
和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多
批订单。为确保产品如期
交付，公司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狠抓质量，开
足马力赶订单。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摄

小本子
订单旺

本报通讯员邱孝秦

4月的龙溪，风景尤为迷人，除了
满山青翠、满江碧绿，空气中更多了
一份茶的清香。

龙溪乡位于天台山西南，是天台
县母亲河始丰溪的发源地，境内森林
覆盖率超过 90%，为省级森林城镇、
国家级卫生乡镇。近年来，龙溪乡立
足于境内天然的资源优势，以茶为
媒，走出了一条特色共富之路。

政府搭台 提质增收

叶占形是龙溪乡天柱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也是龙溪乡的种

茶大户。在云蒸雾绕的天柱峰，他种
有百亩茶叶，天台柱峰茶叶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也是他。

“这些年，县乡两级政府搭台
做了很多工作 ，曾为我们引进了
浙江农林大学的金敏丽教授到我
们村担任科技特派员 。他多次深
入我的茶叶基地指导我们如何打
造茶园、提高茶叶炒制工艺。我们
的种植和炒制工艺水平上去了 ，
茶叶的销路、价格等各方面也就
有了较大的提升。”叶占形说，合
作社生产的黄茶先后获 2021 年台
州市第六届优质名茶评比金奖和
2022 年“天台山云雾茶”名茶评比
优胜奖。

协同发展 共同富裕

“茶叶产业做起来后，如何实现‘一
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而不仅仅是富
裕一部分人，这成了乡党委、政府时常
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龙溪乡农业副乡
长范玲霞说。

龙溪乡是典型的山区乡，支柱产业
主要为农业和旅游业。近年来，因为疫
情，旅游业遭受了一定打击，村内群众的
就业、收入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这一问题，我们通过驻村
干部及村干部，要求种茶大户在招聘采
茶工时尽量优先考虑本地群众，尤其是
低收入农户群体，以此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村内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范玲
霞说。

“现在我们村有50多个人每天在
柱峰茶叶合作社做小工，每采摘一斤茶
叶的报酬是50元，按照平均一人一天6
斤计算，每天能有300元的收入。”采茶
工叶大妈开心地说。

同时，龙溪乡还积极探索农民持股
计划，推广“公司+市场+农户”致富模
式，农户以“土地入股”“房屋入股”，建立
市场主体与村集体、农户的稳定利益联
结机制。如在黄水村探索注册“共富茶
业有限公司”，流转村内100余亩荒废茶
园，按照“村集体 50%、低收入农户
20%、合作社成员30%”的比例发展茶叶
种植，实现村集体与低收入农户双赢。

天台龙溪：“一片叶子”筑起共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杨旭晨）“今年
疫情发展导致物流受阻，鞋业在国
内外销售都很受影响，资金周转困
难，多亏温岭农商银行雪中送炭，帮
助我们解决了融资难题。”近日，台
州欧钛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这家主营吹气鞋底的公司，去
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6.3%，销售利
润达到 8.5%，成为当地吹气鞋底年
产量最大的企业。今年因为疫情，人
工成本、材料成本持续上涨，给企业
带来很大挑战。

近日，温岭农商银行党员客户
经理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经营
困难后，主动对接提供金融方案，
开通“绿色通道”，简化信贷流程，

第一时间为企业综合授信 3600 万
元，送去 500 万元的“小微速贷”和
1000万元的“无还本续贷”，用于企
业资金周转。

“我们现在主要为网络直播客
群供货，已积累了 100多个客户。有
了周转资金，公司总体发展趋势良
好，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可以达到
2000多万元。”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温岭农商银行践行普
惠金融战略，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例
如向中小微企业客户发放用于解决
流动资金需求的循环贷款，快捷方
便，并推出“一码四贷”融资模式，为
当地小微企业及时提供足额、便捷、
便宜的金融服务。

温岭农商银行——

按下企业
金融服务“快捷键”

本报讯（通讯员俞宇桐 叶婷婷）
近日，温岭市一水产销售商行因销售
无核酸检测报告及消杀证明的进口
冷链食品，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以
行政处罚5000元。涉案商品是6箱从
缅甸进口的冻海鱼，总货值为 600
元。

“我们以为从上家买货，只要有
发票就可以了。”该水产销售商行的
老板江某说，“没想到进口冷链食品
还需要检验报告和消杀证明。”

执法人员表示，作为进口冷链食
品的销售者，一定要查验货物所附的

“冷链三证”和出仓证明。对于证明不
全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运抵集中监
管仓，进行核酸检测和预防性全面消
毒。对入站进口冷链食品加贴“浙冷
链食品溯源码”，及时通过“浙冷链”
系统上传“三证”和出仓证明后,才可
以在市内流通销售。

最终，江某接受行政处罚，并表
示以后在进货的时候做好把关工作。

销售无核酸检测报告及消杀证明的进
口冷链食品

温岭一水产商
被处罚五千元

日前，三门县健跳镇大棚葡萄基地里，果农正在给葡萄进行疏果。时下，
健跳镇当地村民抢抓农时开展葡萄管护，为增产增收打好基础，确保今年葡
萄能有个好收成。 本报通讯员林利军摄

大棚葡萄管理忙大棚葡萄管理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