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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护士学校是以培养

护士为特色的公立全日制普

通中等职业学校。2022年计

划在台州各县(市、区)招收应

届初中毕业生约335名。

咨询电话：

0576-85303588
18358638733
联系人：阮老师
校址：临海市江南街道

花溪路100号（章家溪)

台州护士学校
2022招生公告

本报讯（记 者 王媛媛）“play
me”——来弹我！5月 29日，台州首
批共享钢琴“现身”椒江8个点位，任
何音乐爱好者都可以与钢琴近距离

“交流”，用琴声温暖人心，用音乐律
动新府城。

钢琴素有“乐器之王”的美称。但由
于体积庞大，搬运不便，人们很难在日常
接触到钢琴。为了满足人们可随时随地
享受琴声的愿望，共享钢琴应运而生。

所谓“共享钢琴”，就是放在公共
场所无偿供市民弹奏的钢琴。“引入

‘共享钢琴’，是实现全民艺术普及，
实践精神文化共富的一项举措。从4
月起，我们面向全社会招募共享钢
琴，最后成功招募到8架钢琴。”椒江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服务
和艺术科负责人梁笑笑介绍，这是台
州首批正式落地的共享钢琴。

据了解，共享钢琴由3位爱好音

乐、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捐赠。这8架
钢琴分别落户青悦城党员驿站、腾达
中心连廊、白云阁、老粮坊党员驿站、
台州站、台州海上客运中心、万达广场
服务中心、椒江区文化馆。

共享钢琴落地之后，后期运营、管
理、维护如何开展？梁笑笑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3家琴行表示愿意义务承担
8架共享钢琴后期维修保养工作，与此
同时，椒江区文化工作者协会的志愿
者团队也将安排专人照看钢琴。

另外，记者从当天举行的椒江区
构建“高品质文化生活圈”启动仪式
上获悉，2022年，椒江区将打造85个

“15分钟”文化圈。文化圈建成后，这
85 个点位每周都会有一场公益活
动，市民出家门15分钟即可到达1个
必备公共文化场馆和 1个以上公益
性公共文化空间（1+N），享受高品质
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台州首批共享钢琴
“现身”椒江

本报讯（记者黄方考）5月 29日
上午，第36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终评活动在台州市第一中学举
行。进入终评的全省165组参赛选手，
依次进行线上评审答辩。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创新·体验·
成长”，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
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青少年

科技实践活动等竞赛、展示活动。
大赛共收到727个创新项目和作

品，昨天进行线上评审答辩的 165个
项目中，有 23个来自台州，是从全省
303个初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

作为本届大赛承办单位的台州
市第一中学，有6个项目进入终评，参
加线上评审答辩，参赛项目多数源于

同学们日常的生活体验。比如，吴抒
阳的《木质素基完全生物降解地膜对
土壤微生物环境影响的初步研究》，
就来源于他对蔬菜种植等生活体验
的研究和思考。

据介绍，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团省委主办。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届大赛终评采用线上评审答辩和
大赛成果线下巡回展览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线下巡回展览安排在下半年
开学后，由各地市科协组织举行。大
赛结果将在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 https://zjqsn.zast.org.cn上进
行公示。

本届大赛还将推荐部分优秀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作品，代表我省参
加今年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据了解，在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中，台州参赛选手的成绩
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获得的一
等奖作品占到全省50%。

第36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昨在我市举行
放飞创新梦想 体验成长乐趣

5月29日，椒江政协委员来到白云街道云海和合书院，与抗疫医护人员及
他们子女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政协委员们为抗疫医护人员家庭
送上鲜花和儿童书籍，并准备了月饼制作材料，让他们乐享亲子美食制作，共
度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牟永选 王媛媛摄

乐享美食制作乐享美食制作 共度美好时光共度美好时光

本报讯（记者沈海洲）团购、散
客、合作社……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
镇长春村几户瓜农的瓜有了多渠道
销路。

5月23日，一则“上海西瓜滞销瓜
农求助”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中国青
年报“冰点周刊”报道：上海浦东本地种
植的“8424”西瓜卖不出去，即将烂在
地里，希望有好心人和商户能来收购。

记者与黄岩瓜农协会核实，报道
中提及的浦东新区宣桥镇长春村的
瓜农基本上都来自黄岩区茅畲乡。在
当地政府主动作为与在沪台州乡贤
倾情相助下，目前，瓜农手中滞销的

西瓜已找到了销路。
“报道之后，不断接到求购的电

话，采购商也来了，许多单位还特地
跑到地里采购。”在长春村种了 20亩
西瓜的黄岩瓜农杨再国说，西瓜一年
种两季，首季西瓜分三批上市，当时
瓜农们反映的是第一批西瓜销售困
难，目前这批西瓜已销售完毕，第二
批西瓜也销售了一半。

杨再国说，以前西瓜从来不愁卖，
但是5月21日上海解封之后，却面临

“采购商进不来，西瓜出不去”的窘境，
成熟的西瓜若不及时采摘，还会影响
下一茬，瓜农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上海市民尤其青睐本地瓜，上
海本地瓜价格是江苏瓜的近两倍，由
于土地资源紧缺，上海本地出产的西
瓜一直供不应求。”黄岩区瓜农协会会
长杨明俊说，造成前期西瓜滞销的主
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物流不畅。他介
绍，黄岩区瓜农协会党支部书记应明
富是 1986年就到上海种瓜的黄岩第
一批外出瓜农，他担任理事长的“上海
越亚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上海
示范农业合作社。此次，协会委托应明
富帮忙解决在沪瓜农销售难题。

记者辗转联系上应明富。“我是
茅畲人，黄岩茅畲乡领导也主动与我

联系，希望我能帮助乡亲们卖西瓜。”
应明富说。

应明富介绍，获悉西瓜滞销情况
后，上海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立即召
开会议，帮助解决瓜农困难。在会上，

“越亚”承诺对现有西瓜，对照品质，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帮助托底销售。

据悉，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除了
帮助瓜农对接销售渠道，还帮助需要
通行证的销售主体尽快办理通行证，
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难题。目前，叮咚
买菜、京东等平台也在与瓜农联系，
沟通采购事宜。宣桥镇也积极动员周
边群众到瓜田里就近采购。

日前，一则“上海西瓜滞销瓜农求助”消息冲上热搜，经核实，求
助的是黄岩外出瓜农，多渠道对接后——

黄岩瓜农的西瓜有销路了

本报讯（通讯员钱梦华）“朋友
们，咱们梅兰村的蓝莓都是‘奥尼尔’
品种，个大皮薄汁多，香气十足……”
5月 27日，临海市尤溪镇举办“巾帼
村播”“兴农·联播”助力共同富裕行
动暨尤溪镇首届蓝莓采摘节，助村推
销蓝莓。

田野里，一株株个头娇小的蓝莓
树散发着浓浓香甜味，主播隔着屏幕
为大家线上推销蓝莓。在她身后，还
有不少来到现场的游客正体验亲手
采摘的乐趣。

梅兰村党支部书记钱杰东介绍，
自 2016年以来，梅兰村充分发挥生
态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如今，梅
兰村蓝莓种植面积近 90亩，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30余人。

本次蓝莓采摘节的直播助农行
动，也是妇联开展村播计划的一次积
极实践。他们希望通过推出特色好产
品，在各类带货直播中提升巾帼主播
的实操能力，扩大本土特色产品影响
力，促进本地人才与产业对接、本地
产品与营销对接。

尤溪——

巾帼主播蓝莓地里“带货”

本报记者章雪瑶

在日前举办的三门县“党建联盟
共富圈”项目擂台赛上，健跳镇以“柚
子”为引，展现了党建引领乡村共富
的美好蓝图。预计带动 2000个就业
岗位，农户年收入提高50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平均增加30万元……

健跳镇种植着 3000亩柚子树，
是台州市柚子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
在镇内，柚子种植又以双港村最为出
名。早在30多年前，双港村村民就想
通过种植业致富，村里的人去常山考
察，引进了胡柚，嫁接在原来的橘树
上，依托当地特殊的地域和气候条
件，柚子口感风味特别好。

1986 年，双港村开始大规模种
植胡柚，由于缺乏有效的销售模式和
品牌包装，2018年前柚子价格一直
徘徊低点、乏人问津，甚至10元一大
麻袋，优质果没能成为群众的“致富

果”，成了“伤心果”。
为 助 推 柚 子 产 业 发 展 ，2018

年，健跳镇党委决定多向发力、融
合发展，在对柚子树进行精细化、
有机化改良的同时，党组织牵头、
党员带头将 1000 多亩柚子统一运
作管理，柚子种植户一改过去“单
打独斗”的场面。

与此同时，健跳镇党委持续强化
人才支撑，发挥致富头雁效应，引导海
外留学归来的卢丹霞在当地成立“三
十柚三”品牌，带领农户对胡柚进行品
牌包装，并通过参加上海农博会、开启
线上直播零售等方式销售胡柚。

随着柚子产业链布局逐渐深入，
三门胡柚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打开
了市场。原来10元一麻袋的柚子，如
今最高卖到 10 元/公斤。单方柚子
膏、柚子干片、柚子酒等深加工产品
也陆续投放市场，为农户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

健跳——

乡村共富，从“柚子”出发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近日，台州市域铁路S1线温岭
段城南站，建设者在涂装车站外墙
装饰板。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工程是国
内首条采用PPP模式并落地的市域
铁路项目，全长52.4公里，采用最新
研发的动车组，设计时速140公里，
总投资约 228 亿元，计划今年 6 月
30日前全线完工并试运行。

本报通讯员刘振清摄

市域铁路
车站美容

本报记者张光剑 本报通讯员应灵芝

初夏，仙居县湫山乡满山的古杨
梅树上已悄然挂满了杨梅，圆滚滚
的，青中带红，散发着阵阵清香。

近年来，湫山乡依托古杨梅申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契机，立足
于古杨梅保护和开发，做好古杨梅酒
酿造与品牌推广、古杨梅公园旅游以
及区域农业文化旅游等，致力于古杨
梅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从根本上解
决古杨梅无人管、价格低、销售难的
问题，让老产业重新焕发“新活力”。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前年我们推出私人窑藏系列后，

很受大家欢迎。今年杨梅快上市了，这
几天我们把酒窖清理一下，提前把定
制的酒坛子准备好。”仙居县古梅树酒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林说。

湫山乡杨岸村是仙居杨梅的发
源地，现存 300余亩古杨梅林，超过
200年以上的有 1500棵。古杨梅属水
梅、铁梅等本地土杨梅，有别于东魁、
茡荠等品种，味道甜中带酸，体型偏
小，在市场上并不受青睐。

“每斤古杨梅只能卖几毛钱，忙
活一天还不够人工钱，看着满山古杨
梅无人问津，老百姓是既着急又无
奈。”看着古杨梅面临的窘境，乡贤杨
春林带着对家乡古杨梅的“情怀”，成
立了以传统技艺酿制古杨梅酒的仙
居县古梅树酒业有限公司，成为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白

费力气，但我就是不服气，坚信古杨梅
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找对路子。”
杨春林说，利用游客对古杨梅文化的
喜爱，以低成本的古杨梅公园观光体
验游带动高利润的古杨梅酒销售，加

上杨梅酒品质好，销路慢慢打开。
如今，仙居县古梅树酒业的古杨

梅酒在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都有代
理商，从刚开始的每年只产七八吨杨
梅酒，到现在年产量六七十吨，古杨
梅的收购价格也从一开始的几毛钱
卖到了五六元一斤。

古杨梅逐渐找到了市场，梅农们
也有了稳定收入，古树酒厂上了轨道
开始盈利。

“带着大伙儿一起富”
“今年我家那几棵古杨梅的销售

协议已经签了，只要杨梅不施肥料，
就按照 10元一斤的价格全部收购。”
三都村村民杨增友笑呵呵地说。

“几年前，公司就从农户那收购
杨梅来酿酒，经过几年试验，发现不
施加任何肥料的古杨梅酿制的杨梅
酒口感更独特、香味更浓郁，品质远

远高于其他品种酿制的杨梅酒。”三
都村经济发展顾问、乡贤王均豪说。

相较于杨岸村古杨梅酒产业几年
的发展，三都村的酿酒产业才刚刚起
步。作为三都村经济发展顾问，王均豪
从回乡开始就一心想着盘活村里资
源，增强村集体经济。这一株株有着上
千年历史的“活化石”，就成了他带领
三都百姓走向共同富裕的“法宝”。

三都村集体经济薄弱，为了不给
村里增加经济负担，王均豪自掏腰
包，搞起了古杨梅酒的酿造实验，眼
看着自己酿造的杨梅酒越来越成熟，
古杨梅酒的市场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他一鼓作气，与30户古杨梅种植户签
订了销售协议，并以每斤10元的价格
向梅农收购。今年预计收购1万斤，直
接带动该村户均增收3000余元。

打造特色古杨梅酒，让三都村村
两委干部看到了百姓致富的希望。随
着市场多元化需求和绿色消费理念的
回归，古杨梅营养价值高、农化污染少
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得到消费者认可。

老产业焕发新生机。如今，湫山乡
的古杨梅酒里酿出了“幸福甜”，原先
无人问津的古杨梅也成了“香饽饽”。

老产业 新发展

湫山：古梅酿新酒 酿出“幸福甜”

（上接第一版）
希望你们建功高能级城市，争当

科学精神的传播者。扎根台州大地，
夯实创新沃土，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为己任，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主动投身科技志愿服务，引流“科
创中国”人才资源，构筑支撑和竞争
未来的创新平台，为台州打造高能级
城市注入蓬勃生机。

希望你们融入高水平共富，争
当科技为民的践行者。坚持把惠
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
创新的重要方向，加强疫情防控、
碳中和碳达峰、粮食安全等高质量
公共科技供给，以科技梦助推共富
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科

技需求，为台州高水平共富贡献更
多科技力量。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
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不断深化“引人留人”三年行动计
划，全力营造最优科技创新生态，充
分激发人才活力，真正让台州成为各
类英才汇聚的高地、全国青年向往的
宝地、创业创新首选的福地！

衷心祝愿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
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
幸福！

中共台州市委
台州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30日

致全市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上接第一版）

片区组团，田园风光催
生“美丽经济”

在南浦湿地公园，游客围坐露
台，在白墙黛瓦中尽享田园诗意……
这段时间，冲着建造张李村首家民宿
的目标，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灵明多方接洽，东奔西跑，却乐
在其中。

自 2019年开放以来，集田园、生
态、湿地水系为一体的南浦湿地公园，
催生了张李、洪洋等村的“美丽经济”。
每到节假日，游船码头、亲水平台、芦
苇荡等特色湿地景观，引得游人如织。
而随着占地面积120亩的南浦湿地公
园二期工程即将建成，通过塘河连通
拓宽、采摘园及园林景观建设等工程，
这块“金色招牌”将更加闪耀。

“湿地公园火了，村里开起了农
家乐和超市，还引进露营品牌，光‘五
一’期间就来了 1000多名游客。”在
张李村村民看来，幸福感不仅是房前
屋后萦绕的绿树碧水，也体现在大家
日渐鼓起来的钱包。

南浦湿地公园二期精心打造的
“后花园”，让洪洋村找到提升村集体
经济收入的“金点子”。“我们整合洪
洋村 80亩左右抛荒农田，开办了草
莓采摘园。”洪洋村党总支书记蔡加
文说，眼下草莓季已过，种植园里种
上了农作物。

微风吹拂下，坦田王、联合、红光
等3个村的2000余亩农田里，嫩绿色
的水稻秧苗轻轻摆动，几台农机穿梭
其间。“凭借科技力量，我们种的粮食
无论质量还是产量，都更上一层楼。”
依托村庄片区组团和村域土地流转，

坦田王村种粮大户林如根联合几位
种粮大户，在集体承包下的田野“舞
台”上，借助智慧农机大展身手。

依托 2000多亩粮食功能区流转
土地，路南街道申报实施省级绿色农
田建设项目，在强化农田基础设施提
升及数字化改造的道路上迈大步。

“深化土地流转，不仅助推了高效
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和农业特色旅游区
的创建，也带动提升了片区薄弱村的
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路南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梁景斌说。

“‘共同富裕’的号角，激励我们
进一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
步伐，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可持续。”路南街道党工
委书记罗华林表示，街道将继续聚焦
党建引领、产业依托、片区组团，在共
同富裕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产业集聚带富 片区组团帮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