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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本行将于2022年5月18日
9:00，在台州市市府大道 699 号台州
银行24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度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审议《台州银行2021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审议《台州银行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3.审议《台州银行2021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4.审议《关于台州银行2021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5.审议《台州银行2022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6.审议《台州银行2021年度关联

交易情况报告》；
7. 审议《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8. 审议《关于确定外部监事津贴

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的

议案》；
10.审议《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制订<台州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制 度 > 的 议
案》；

16.审议《关于制订<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
（试行）>的议案》；

17. 通报年度监管意见、董事履
职评价情况、监事履职评价情况。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本行的董事、监事；
2.本行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三、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凭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参加；个
人股东凭身份证参加；委托他人参加
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四、会议资料索取联系办法

1. 联系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市府

大道699号台州银行

2.联系人：金仲军

3.邮政编码：318000

4.联系电话：0576-89036991

传真：0576-81896050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

审议事项

《台州银行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台州银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台州银行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台州银行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台州银行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台州银行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关于确定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的议案》

《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制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制订<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履职评
价办法（试行）>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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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台州银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单
位/本人的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委托人请在右边表决意见栏内划“〇”符号，同意、反对或者弃权，三

者必选一项，多选视为无效委托；未作选择的应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照

自己的意见投票，未作选择且未注明是否授权的视为无效委托。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日期：2022年 月 日

本报讯（记者张 超）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日前，省商务厅公布
2021 年度省级直播电商基地名单，
我市 3家入选，数量并列全省第二。
加上去年入选台州市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4家
企业成为省级直播电商基地，数量
在全省居前。

近年来，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直播电商以其高效的新营
销模式打造了千亿元消费市场，掀起
爆发式增长。

此次我市入选的三家企业分别
是星星直播基地、执到宝传媒直播基
地、杰毅直播电商基地，均为我市直

播电商中的领军企业。
其中，星星直播基地推行“品牌

代运营与自营相结合”的模式为台州
企业及农产品提供服务，产品类别涉
及服装、智能马桶、家庭用品、农副产
品等，并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执到宝传媒直播基地以腕表配
饰、化妆品、家居日用、女鞋等为核心
产品，供应厂家涵盖温岭、义乌、广州
等地，已开展直播场次超 2000场次，
是一家综合供应链、直播运营、主播
孵化培训为一体的，围绕“人、货、场”
进行运作的直播基地。

杰毅直播电商基地引进优质的
MCN（多频道互联网络平台）机构及
直播电商团队，围绕温岭女鞋童鞋优

势产业，帮助品牌厂商通过“直播+短
视频带货”提升产品快速销量和品牌
知名度，旗下现拥有 17个达人，粉丝
数近 600万人，总播放量 27.5亿次，
总点赞数1600万个。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台州网络零
售额为 237.2亿元，同比增长 10.1%，
居全省第四。

近年来，我市围绕创建省级数字
生活新服务先行市的目标，以数字生
活新服务全面带动新消费，培育本地
化直播电商品牌，营造浓厚的电商创
业氛围。未来我市将继续以数字化改
革为引领，聚力三大领域，开展五大
行动，推动新服务带动新消费，进一
步发展本土直播新业态。

2021年度省级直播电商基地台州入选数并列全省第二

直播电商点亮台州新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梁筱雯）“每一颗
茶叶都是精挑细选，好茶来之不易……”
4月26日晚，山乡渐渐静谧，天台县雷峰
乡乡贤企业家范苏芬的直播间却十分热
闹，她正在直播展示当地茶叶。

半年前，范苏芬学着进入网络平
台，开始接触直播带货。从今年 3月
初雷峰乡早茶上市开始，她已经通过
直播带货销售春茶 5000多公斤。“上
周三活动结束到今天，又接到了将近
1500斤的茶叶订单。”范苏芬表示。

她所说的活动是指县里举行的
“红色村播”助共富暨天台山云雾茶宣
传推广活动。天台县按照政府引领、茶
企成名、茶农增收、全民享富的商业模
式，由茶企兜底，商业化组织春茶直播
活动，通过“政府+茶叶龙头企业+茶
农‘网红’+低收入农户”方式，实现“大
户涨粉丝、中户学技术、低收入农户得

实惠”，鼓励农户用手机当“农具”，以
“红色村播”助力共富。

据了解，活动当天直播共26万人
观看，成交110单，成交额1.4万元。

如今，“红色村播”引领村民直播
带货，已成乡村新风尚。当地党员干
部带头学习，通过直播带货促进当地
农产品销售。雷峰乡团委负责人介
绍，“每个村都有对互联网直播比较
感兴趣的村民，但很多村民靠自学很
难马上掌握直播技能，于是我们就邀
请青年干部、青年志愿者先学习，然
后手把手把技能教给大家。希望像范
苏芬这样的直播大户越来越多，帮助
茶农销售更多的茶叶。”

天台山素有“江南茶祖，韩日茶
源”之美誉，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
茶文化之乡、中国名茶之乡和中国茶
业百强县，其中天台山云雾茶更是享

誉已久。天台拥有现代茶叶加工企业
30多家、专业合作社 120多家、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个、省级生态茶
园 4家、产业主导示范区和科技示范
基地 3家。每年新茶上市季节，产茶
区茶农茶企都会面临茶叶销售问题。

“雷峰乡是天台境内春茶最早上
市的乡镇，茶产业是雷峰乡的支柱产
业之一。今年一季度，雷峰乡 3851户
茶农户均增收 2000元以上，同比增
长 2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
万元。”雷峰乡副乡长吴微珍说，“我
们开设了直播营销培训，邀请茶叶大
户、家庭农场负责人参加，由团县委、
县科协、县供销社导师围绕直播入
门、农技知识等内容开展培训。县供
销社还提供了供富大篷车，为村民提
供日用品采购、农资配送、茶叶等农
副产品收寄服务。”

天台:以“红色村播”搭建共享直播间
拓宽村企共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孙迪宇）日前，台
州市道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传了公
司还未面市的4个产品外包装。“这些
外包装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申请外
观设计专利需要 3-6个月，现在点点
鼠标就能完成存证，不仅操作方便，还
为我们的原创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申请
空窗期加上了一道保险。”该公司负责
人何杭临表示，“这要多谢市场监管部
门告诉我们‘浙江知识产权在线’新开
通了公共存证功能。”

近年来，临海以知识产权战略，筑
基创新之城，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专

利海外维权、区域品牌集群矩阵、地理
标志运用促进、商业秘密保护等多项
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全市累
计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6家，国
家和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 29
家，驰名商标11件，地理标志13件，集
体商标 3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企业
突破 100家，有效发明专利 3439件，3
家企业入围全省创造力百强榜。2021
年，临海入选首批浙江省可持续发展
创新示范区建设名单，全市规上工业
研发费达 37.5亿元，开展研发活动企
业 535家，占比 98.15%，居全省前列、

台州第一。
当前正逢知识产权数字化改革，

临海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入企宣传、集
中培训等形式，大力推广运用浙江知
识产权在线，通过“一窗口统办”“一
平台交易”“一链条保护”“一站式管
理”“一体化服务”等，将所有办事事
项一网打尽，打造创新主体的“知识
产权之家”。

“接下来，我们将召开知识产权保
护大会，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让创
新发展之舟拥有更强大的远航动力。”
临海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叶方相表示。

临海：以知识产权筑基创新之城

本报讯（记者李 平）4月26日，浙
江省经信厅公布《2022年浙江省未来
工厂试点企业名单》，全省35家企业被
确定为新增未来工厂试点，我市八环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伟星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德曼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胜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入选。

据悉，“未来工厂”是指广泛应
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革新生产方式，以数
据驱动生产流程再造，以数字化设
计、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绿色
化制造、安全化管控为基础，以网络

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
新模式为特征，以企业价值链和核
心竞争力提升为目标，引领新智造
发展的现代化工厂。

未来工厂是浙江智能制造的标
杆，未来工厂试点企业，是未来工厂
的“后备队”。

未来工厂试点建设参考《浙江省
“未来工厂”建设导则》进行整体规划
与建设。要以数字化改革为总抓手，
推进生产流程再造、资源要素重组、
生产方式转型和企业形态变革，打造
现代化新型产业组织单元，引领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力争形成标志性成

果；要准确理解和深入贯彻软件定
义、数据驱动、创新引领、开放共享的
基本理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共性解决方案开发，形成易复制可推
广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赋能行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相关项目
建成投产后即可申请评估认定，届时
相关部门将视评估结果择优认定为

“未来工厂”或“未来工厂”培育企业。
据了解，截至目前，浙江先后认

定两批32家未来工厂，我市已拥有沃
尔沃台州新能源整车未来工厂、爱仕
达金属炊具未来工厂、杰克智能缝制
设备未来工厂等3家未来工厂。

我市4家企业成省级未来工厂“后备队”

5月1日12时，东海将进入伏季
休渔期。4月28日，在玉环市栈台渔
业码头，搬运工将最后一批灯光敷
网捕获的渔货往车子上搬，以最快
速度投放市场，让市民吃上最后一
批海鲜。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玉环玉环：：禁渔期前最后一批海鲜上岸禁渔期前最后一批海鲜上岸

4月27日，仙居县白塔
镇金店村一米面加工厂里
正在晾晒米面。近年来，仙
居县白塔镇金店村通过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经
营模式，大力发展米面加
工厂，既做强了地方产业
特色，又解决了当地留守
人员在家门口就业。目前，
该村从事米面加工销售的
农民有100多人，米面加工
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产业。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仙居仙居：：加工米面助增收加工米面助增收

本报记者章 韵

“我们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开
工了，要想求得突破，唯有改革创
新。”日前，临海市浪花服饰有限公
司负责人陈相求说。

辉煌一时，如今销售受困

陈相求介绍，临海市桃渚镇是
全国知名的绣衣生产基地，辉煌时
全镇有上千家的绣衣生产商，后期
因为定位较为低端，又不注重品牌，
逐渐没落，现在仅剩200多家。

“上世纪 90年代初，我们村里
就有 100多户做绣衣的，万元户都
有好几个，那时候的绣衣利润非常
高，成本 20元，能卖到六七十元。”
陈相求说，那时都是做出口生意，把
货拉到北京，老外付了钱拎了就走，
害怕抢不到货，更谈不上验货。

原来从事建筑行业的陈相求，
也是因为看到绣衣好赚钱，才在

1994年进入绣衣产业。因为各行各
业都投身绣衣产业，又没有品牌品
质理念，加上市场无序竞争，绣衣利
润越来越薄，最后很多人又离开了
这个行业。

“我们主要以汉服为主，至今
20多年时间，中间颇多曲折，但总
的来说，曾经也是生意红火。”陈
相求介绍，浪花服饰从一开始的
年销售量两三千件，到 2017 年六
七十万件，而如今，年销售量只有
10万件。

什么原因？陈相求说，疫情之
前，浪花服饰线上线下的销售量各
占50%，疫情爆发后，线下销售量明
显下降，而自己没有抓住抖音平台
这一波红利，线上销售也在萎缩，才
造成如今的局面。“如今，仓库里全
是库存，销售受困，为了降低成本，
一方面我们亏本处理库存，有些衣
服甚至以难以想象的 1元价处理，
另一方面选择停工停产。”

产品陷入低端，寻求突破

除了销售受困外，让陈相求困
扰的是他一心想创立一个中高端的
绣衣品牌，如今却陷入低端。

“不单是我们浪花服饰，桃渚绣
衣基本上都属低端绣衣。”陈相求

说，从他跨入绣衣产业开始，就想做
中高端的绣衣，早在 1998年，就注
册了商标。“我们的衣服基本上都在
景区的店中零售，零售价格从几十
元到100多元不等。”

为什么一心追求中高端，最后
却落入低端呢？陈相求分析，一是经
营一个品牌并不容易，不但要有雄
厚的资金，而且需要专业的人士谋
划布局，而桃渚虽然生产绣衣的厂
家很多，但大多都是草根出身，都是
一户带一户，产品生产出来后，想方
设法能卖出去就是“王道”。“对于如
何打造品牌，我们毫无思绪。”

“目前，桃渚当地共有绣衣企
业 200 多家，产值两亿多元。但桃
渚绣衣主要是以家庭作坊为主，各
自为政，创新不足，难以应对当下
多变的工业发展局面。”临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桃渚分局局长张俊
说，前阶段，临海市市场监管局以
集体商标申报为抓手，指导桃渚镇
乡贤会成功申报“桃渚绣衣”集体
商标，目的就是为了助力桃渚绣衣
产业的发展。“下一阶段，我们将通
过行业调研、行业座谈会等多种途
径积极探索桃渚绣衣的未来发展，
做好集体商标的管理、使用、推广
与保护，让桃渚绣衣的从业者享受
知识产权的红利。”

桃渚绣衣曾辉煌一时
缘何陷入低端走向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