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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泰隆慈善基金会向浙
江省红十字会捐款 100万元，用于支
持浙江省援护医疗队以及上海地区
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以来，疫情多点频发，对市
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造
成较大冲击。4月，泰隆银行研究制定

《纾困帮扶十二条》，以扎实有力的举
措，精准触达各类市场主体，最大程
度减少疫情对员工与客户的影响。

“我们以‘小微客户困难在哪里，
泰隆支持就精准跟进到哪里’为服务
宗旨，针对不同行业及客户，分层分类

采取差异化、针对性举措，精准对接企
业需求。”泰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受疫情影响，账款回收周期在无
形中被拉长，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紧
张。为此，泰隆银行积极运用国开行
政策性转贷款专项资金政策，为企业
发放转贷款 300万元，并给予利率优
惠。同时，泰隆银行还为客户发放融 e
贷190万元，为其创业提供备用金。

“相比一般的贷款，转贷款的利
率低很多，一年至少可以帮我节省10
万余元利息。”黄岩某模具制造企业
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泰隆银行推行低成本
贷款池业务和政策性贷款40亿元，并

结合各地分行受疫情影响情况进行科
学合理分配，实现低利率资金全省覆
盖。同时，泰隆银行通过派发利息券等
方式，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此外，为减轻小微企业经营负担，
泰隆银行按照“第一时间+顶格优惠”原
则，严格对照政府定价、指导价格，对境
外汇款电报费、查询查复手续费、信用
证通知费等能免则免。截至3月末，泰隆
银行共减免各项费用0.78亿元。

针对餐饮、文旅、物流、培训等受
疫情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泰隆银行
积极开展延期还本付息，为企业“造
血”腾挪时间，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还
款压力。泰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主动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办理
延期还本付息业务，比如 4月份贷款
到期的客户，可以延迟30天还款。”

考虑到疫情期间客户线下办理
业务不便，泰隆银行积极借助数字化
手段，优化、迭代线上服务，提升客户
业务办理便利性和满意度。

借助“云调查”模式，有效解决续
贷客户无法参与现场调查问题；将个
人电子合同签约金额由100万元提升
至300万元，并推出对公电子合同；通
过云上厅堂、参数开关、异地柜面代
理、客户经理远程尽调等多种方式，为
客户办理UKEY证书到期、企业客户
密码重置、转账限额调高等业务……

泰隆银行：为企业开出纾困“良方”

蹲点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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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陶宇新 章海英

三门县健跳镇，拥湾抱海，浩瀚无垠的大海，
赋予了这个区域巨大活力——

它地处枢纽，港口岸线资源丰富，到处是新特
产业落户的足迹；这片热土共有八大工业区块，是
三门未来发展的强力支撑。

“目前，健跳镇清洁能源、新型建材、临港物
流、船舶修造等主导产业建设正酣。一季度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4.74亿元，同比增长 743%；完成工业
性投资 4.65亿元，同比增长 1804%。”健跳镇党委
书记陈松介绍。

当下，在这片创业创新的沃土上，一场以“开
放港城”为发展路径的“二次创业”如火如荼，一场
矢志不移打造临港产业城发展新格局的辉煌征程
正入佳境！

口岸开放，做实“实业之要港”
在浙江皓友造船有限公司作业区码头，塔吊

吊臂来回转动，数艘巨轮静静地躺在船坞中，接受
工作人员的体检和疗愈。

依海而生、向海而强。历经台州船舶工业的繁
荣和洗礼，这个成立于 2002年的造船厂，依然傲
立于东海之滨、琴江之畔。

“我们是台州唯一 10 万吨船坞口岸开放企
业。”浙江皓友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义林介绍，
目前企业建有 10万吨级船坞一座、6万吨级船台
一座、3万吨级船台两座、1万吨级船台一座、舾装
码头两座，各种修造船设备齐全。

长期以来，台州造船“增产不增利”，高污染、
低附加值、低税收等问题更是为人诟病。这一背景
下，皓友缘何风生水起？

张义林告诉记者，这是皓友锚定高端产品定位、
打造先进船舶制造业目标和健跳港得天独厚的优
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健跳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实
业之要港’，完全具备建造高端船舶的先天优势。”

“皓友的做大做强填补了台州市国际航修无
大吨级船坞的空白，这得益于皓友在当地党委政
府支持、帮助下，连续11期获批临时口岸开放，在
全国也是先例。”台州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杨隽斌说，“推动口岸开放，是皓友发展的有利机
遇，也是临港产业联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健跳港就
是台州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支点。”（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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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纾困 稳中求进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陆 乐）5月
25日，省委副书记黄建发在临海调研
并下访接访。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国务院稳增
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视频座谈会精
神，坚决落实省委常委会议推动经济
企稳回升、稳进提质的部署要求，从严
从紧防控疫情，千方百计助企纾困，精

准高效保订单、保客户、保市场，全力
以赴稳预期、保就业、促增收。

市领导吴晓东、林毅、朱巧湘、吴
才平陪同调研。

伟星股份是我国拉链行业的龙
头企业。黄建发仔细了解企业近期产
能、市场销售等情况，询问疫情对企
业经营的影响，以及惠企政策落地情

况。他说，既要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
也要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希望广大
企业坚定信心、稳定预期，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加大创新力度、做精产品
质量，持之以恒提升核心竞争力，努
力把企业做好做强。

在企业现场，黄建发主持召开座
谈会。 （下转第二版）

黄建发在临海调研

精准高效保订单保客户保市场
全力以赴稳预期保就业促增收

市六届一次党代会提出，要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全
面重塑区域开放形态，构建‘四港’联
动优势，完善路网体系，提速建设空
港，更大力度统筹海港开发开放。

这释放了台州坚定不移地扩
大开放脚步的重要信号。

近年来，三门坚持开放开发，
湾区建设成效明显——全力接沪
融甬，加速互联互通，沿海高速、
G228国道三门段、60省道建成通
车；健跳港区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两高”联络线项目加快推进；
整合提升经济开发区，滨海科技
城、临港产业城、沿海工业城发展

全面提速，三门片区列入中国（浙
江）自贸区台州联动创新区……

加快湾区开发开放是三门实
现跨越赶超的必然选择。三门县党
代会提出，开放港城，就是要发挥
濒湾临海的优势，打开“山门”“海
门”，打造陆海联动、外引内联、双
向循环的开放高地。

未来五年，三门将坚定不移拥
湾发展、向海挺进，全面扩大湾区
开放，加快港口开发、推进湾区互
联、提升平台能级、深化合作交流，
顺应浙江大湾区建设，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以湾区的大开放推动三门
的大发展。

开放港城

本报记者陶宇新

城以港兴、港为城用。
健跳港是浙江省四大深水港

口之一，不淤不积，是天然避风良
港；琴江两岸幅地辽阔，开发工业、
农业项目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是三
门发展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三门紧
抓国家战略机遇，积极融入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凭借区位优势与深
水良港，建设图景日新月异，随处澎
湃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正如台州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

书长杨隽斌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为避免
修造船行业同质化发展，皓友公司就把
目光转向高端市场，并计划参与海上风
电和海洋牧场布局，以点带面引进上下
游企业集聚，提高海域综合利用水平。

把重心从陆域转向海域，势在
必行。只有把准未来海洋科技发展
的风向标，前瞻部署，才能走向深
蓝，制胜未来。

坐拥天然深水良港资源，健跳
镇向洋挺进、向海图强，谋划海洋发
展布局，系统推动陆海联动，以创新
思维破解海洋产业发展瓶颈，让港口
资源在推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中释
放更大动能，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向海再图强

本报记者曹思思 柯 璐

一边忙着跑部门报件，争取6月底
前完成二期供地；一边赶制土地“红线
图”交企业，便于提前设计厂房……这
阵子，为了推动“双环新能源传动部
件产业园及齿轮扩产项目”尽快开工
达产，玉环为此专门成立的项目服务
专班一直奔波着。

“竭尽所能提供最贴心、最暖心
的服务，才能让企业感受到我们政府
最大的诚意，不后悔选择玉环。越是

深耕当地的企业，越要做好‘浇水施
肥’。”项目服务专班组长黄德波说。

诚意满满，用心用情吸
引在外玉商回归

“双环新能源传动部件产业园及齿
轮扩产项目”是双环传动在玉环落下的
一枚“新棋”，于5月9日正式签约。根据
协议，该项目预计5年内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达20亿元以上，全面建成达产后，
双环传动（玉环部分）及其在玉控股子
公司年总营收预计突破50亿元。

支持玉环企业发展，就是最好的招
商引资。“双环新能源传动部件产业园
及齿轮扩产项目”的落地，是玉环坚持

“眼睛向内”招大引强的重要硕果。
去年8月，当地在“扶工助企”走访

中，得知“双环新能源传动部件产业园
及齿轮扩产项目”正在选址落地，玉环
当即决定要招引该项目。当时，嘉兴已
向双环传动抛出了“橄榄枝”。

面对强大的对手，玉环主动出击，
由玉环市委主要领导牵头，抽调经信、
招商等部门“一把手”成立专班，多次

召开政策讨论会，将优质资源和优惠
政策向双环传动倾斜，全力招引。

一个举动，让“双环传动”心动——
面对日益紧缺的工业用地，玉环承
诺，拿出沙门仅剩的、最好的210亩地
块用于项目落地，位于滨港工业城，
与双环产业园毗邻，最大限度降低企
业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

随即，玉环各方通力协作，高效服
务，仅1个多月就完成了一块60亩土地
的供应手续，于2021年10月供给双环
传动用于项目一期建设。（下转第二版）

贴心服务留住本土优质项目

玉环：招大引强不忘“眼睛向内”

本报记者洪佳祯

“嘀……绿码，敬老卡。”5月25日上
午9点左右，在椒江康平小区公交车站
点，一位阿婆戴着口罩上了907路公交
车，她在刷卡机处刷了敬老卡。“阿婆，在
这里测一下体温。”见阿婆刷完卡就要
往后走，驾驶员石晓宇忙出声提醒。

每到一站停靠，车内的电子播报
器在报了站名后，都会再次提醒乘
客：“请出示健康码，佩戴好口罩，测

量体温。”据了解，目前市区范围内
1451辆公交车均已配备红外线测温
仪，实现乘客上车实时测温。

石晓宇介绍，乘客上公交车时，
必须佩戴口罩，接受健康码查验、测
温，公交车方可关门起步。对于未佩
戴口罩的乘客，驾驶员都会礼貌提
醒，市民也会配合。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敬老卡在
刷卡过程中会直接提示健康码状态。
此前，台州公交集团已经进行技术开

发，打通老年公交卡和健康码数据。
“这很好解决了部分老年人没有智能
手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出
示健康码不便的问题。”石晓宇说。

作为人流较为密集的场所，公交车的
防疫消杀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临近中午，在
台州市客运总站公交场站内，112路公交
车驾驶员杨辉正在为车辆进行消杀。

“我们严格执行车辆一日两次消毒
规定。中午一次，晚上回场站再消杀一
次，并做好消杀记录。”杨辉边说边往地

板、座椅、扶手、车窗把手、方向盘等区
域喷洒消毒水。在车辆前门上车处也可
以看到当月的车辆消毒登记表，详细记
录了每日的消毒时间和消毒人员。

另外，台州公交集团还严格落实
驾驶员个人防护和日常健康监测。集
团安全管理部副经理陈一楠介绍，驾
驶员每日上班前都需要测量体温、查
验健康码，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按照防疫要求每两天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并确保身体状况良好。若发
现自身健康码异常，须及时向集团安
全管理部报告。

台州公交集团提醒广大市民，乘
车时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减少手与公共区域的接
触，共同筑牢公交防疫网。

台州公交集团——

持续筑牢公交防疫网

管得更严 放得更开

人物名片：朱枝昌，1961年出生于临
海市白水洋镇桃源村上官自然村，临海枝
昌农副产品保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台
州市农技标兵、台州市科协常委、浙江省
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基层代表、中国农技
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层代表、全国科
普带头人、新时代文明实践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朱玲巧

2008年，在全省一次杨梅比赛中，

各地选送的杨梅一起被打开，其中一
箱竟然“冒汗”了。

“这杨梅出水了。”“杨梅是不是泡
过 水 了 ？”“ 出 水 的 杨 梅 还 能 吃
吗？”……周围议论纷纷，而杨梅的主
人朱枝昌却一脸淡定。

40分钟的风扇测试后，其他杨梅一
捏，软了，而朱枝昌的杨梅依然饱满多汁。

杨梅素有“一天变色、两天变味、
三天变质”的说法，十分“娇气”。

“我把杨梅储存时间从两天突破

到 20天。”朱枝昌的杨梅保鲜技术一
鸣惊人，让临海白水洋的杨梅，走出了
台州，甚至走向了世界。

保鲜科技破解杨梅销售痛点
转眼又快到杨梅成熟的季节，杨

梅树上已是朱红点点。
十几年前，果肉饱满、水分甜度

极高的杨梅因为保鲜期短、易变质、
销路窄，一直卖不出台州市，梅农们
收益甚微。 （下转第八版）

朱枝昌：寻找杨梅储存的最佳“鲜点”
科协之窗·科技追梦人

朱枝昌查看杨梅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陈雨卓摄

5 月 26 日，台州首个立体
公交停车楼——黄岩北城公交
综合场站全面完工。台州公交
集团黄岩北城公交综合场站位
于北城街道杜家村，占地42亩、
总建筑面积约 4.35 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2.1亿元，预计今年10
月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章增宏摄

我市首个立体公交
综合场站全面完工

健跳新貌。本报通讯员胡传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