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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余 勤 记
者洪雨成）6月 7日至 9日，省长王浩
在我市检查指导稳增长稳市场主体
保就业工作，深入调研中央及省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直达快享执行落实
情况。他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
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一丝不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经济工作
的决策部署，全力保障物流畅通促进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力推动创新发
展加快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以超常规

力度和举措促进经济企稳回升、稳进
提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
书记、市长吴晓东，市委常委、温岭市
委书记朱建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台州是浙江制造的重要板块，拥
有 6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1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6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在温岭，王浩考察了热刺激光公司、利
欧集团；在玉环，考察了大麦屿港、苏
泊尔公司；在路桥，考察了沃尔沃汽车
台州工厂、方林二手车市场；在黄岩，
考察了模塑工业设计基地、光昊光电
科技公司。每到一处，王浩都深入生产

车间、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企业产能、
订单和销售变化情况，查看新产品，
了解新技术，并同园区管理人员、企
业负责人、外地返浙员工等面对面交
流，询问保市场主体、稳岗保就业等
一系列政策是否足额兑现、复工复产
后生产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工资发
放是否正常。企业普遍反映，困难主
要集中在物流循环不畅、产业链供应
链运行受阻、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
等方面。王浩认真听取企业诉求，要
求有关部门和台州市加强研究，积极
应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王浩强调，保物流畅通是稳住经济
大盘的重要前提，是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的关键之举。当前要把物流保通保
畅作为重要任务，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打通物流堵点卡点、保障商务交流
活动等方面，加快制定务实管用的政策
措施，确保公路、航道、港口畅通，确保
服务区、收费站、船闸等设施应开尽开，
尤其要增强海港服务能力，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破解订舱难运价高等问题，
全力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保障重
要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千方百计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 （下转第八版）

王浩在台州调研时强调

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创新发展加快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6月 8日至
9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2021
年度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
况的报告等事项。会议由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吴海平、副主任蒋冰风分别主
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美萍、颜
邦林、王荣千、彭永军，秘书长陈刚敏
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先华，

副市长宋积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美鹏和
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台州湾新区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和

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及 2022年经济社
会发展计划和财政收支安排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21年度
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
报告； （下转第八版）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叶晨阳）6月8日至9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济锡一行
来我市开展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和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法检
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海平、副主任
管文新，副市长宋积晟、李昌明陪同检
查或参加汇报会。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
例》实施以来，我市强化组织领导，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打造生态宜居

乡村，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加
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
级，不断增强要素保障，乡村振兴
工作取得新成效。《浙江省综合行
政执法条例》实施后，我市认真贯
彻落实，目前“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职责体系基本建立，金字塔型
执法队伍体系不断完善，执法方式
方法逐步优化，数字化应用建设成
效明显，行政执法制度建设取得初
步成果。

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临海
市永丰镇中学、永丰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河头镇殿前村、临海永强共富工
坊、黄岩院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北
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宁溪镇白鹭湾
村，重点检查了当地乡村教育、产业
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建设以及
行政执法事项管理落实、执法协同等
情况，并听取市政府、黄岩区政府有
关情况汇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探讨。 （下转第八版）

就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等贯彻执行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来台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6月 9日上
午，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专题讲座。省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主
任委员、法制工委主任任亦秋受邀作
地方组织法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吴海平，副主任蒋冰风、陈美萍、
颜邦林、王荣千，秘书长陈刚敏参加
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永军主
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于1979年7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此后，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地
方人大不断创新实践，分别于 1982

年、1986年、1995年、2004年和 2015
年先后作了五次修改，这次是第六次
修改（自2022年3月12日起生效)，目
的是推进地方政权机关工作和建设不
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下转第八版）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地方组织法专题讲座

台州高校毕业生如何在台州落
地生根？台州企业如何优先就近招
聘到高素质人才？5 月 31 日至 6 月
10 日，台州学院联合各县（市、区）
人社部门，举办“百日冲刺”系列招
聘会，239 家企业提供 4900 多个岗
位，与 2022 届毕业生进行双向选
择。图为招聘现场。

本报通讯员程君岭摄

企校合作
就地留人

本报讯（记者何 赛 通讯员项继
友）6月 9日，“模具产业智能化转型
升级”论坛在黄岩模具小镇举行。模
具行业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趋势，研讨模
具智造的新动态，共谋台州和黄岩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

黄岩素有“中国模具之乡”之
美称，模具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黄岩的模具产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总量规模持续壮大。截至
2021 年底，97 家模具规上企业产值
达到 70 亿元，同比增长 11.9%；全
区模具总产值达到约 225 亿元，同
比增长 10%；销售 140 亿元，同比增
长 8%。

为了加快模具产业智能化改
造，让模具企业获取、巩固和扩大竞

争优势，本次活动应运而生。活动由
黄岩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主
办，南方科技大学台州研究院承办，
来自我市 70多家模具企业 100余人
参加。

论坛采用主题演讲、现场对接
交流、企业考察对接等多种形式，
就大家关心的模具产业形势、模
具新技术、企业精细化管理、与国

际市场接轨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其中，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马永胜
作了《模具行业数字化转型之工
业软件开发》报告；台州“500 精英
计划”创业人才、南方科技大学教
授刘伟带来了《人工智能视觉助
力精密模具在线测量》分享，台州
学院教授张继堂则着重推介《模
具产业大脑》。

模具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论坛在黄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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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谷尚辉

菜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是疫
情防控的重点区域之一。6月9日，记
者走访发现，市区各家菜场都坚持常
态化防控，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进入市场，请用支付宝扫畅行
码，全程佩戴口罩……”在椒江万济
池菜场入口处，门口的防疫工作人员
看到前来买菜的市民都要提醒一下，
市民还需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行
程码和72小时内有效核酸证明。

对此，市民都表示理解，且积极
配合。家住附近的沈女士说，防控工
作做了这么久，大家也都习惯了这种
生活状态，必要的防控措施少不了。

“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对自己负
责，也对他人负责。”

在菜场内，市民都全程佩戴口

罩，并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有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也

可以出示核酸检测卡。”该菜场防疫
工作人员王道保告诉记者，菜场有6
个入口，每个入口都有专人值守，从
市场疫情防控来说，对经营户和菜场
工作人员有更高要求，每两天一次核
酸采样，符合防控要求才能入场。

同样，花园菜场工作人员说，进入
菜场必须要扫码、测温、佩戴口罩等。“也
会有少数人不理解，我们只能做好解释
工作，毕竟防疫一事马虎不得。现在来买
菜的市民多数都能自觉遵守防疫规定，
菜场入口前的秩序也比较稳定。”

食品安全是保障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各家菜场每天还要对场所进
行消杀，同时严格要求经营户做好自
身防护和摊位及时清洁，确保防疫保
供两不误，守护市民“菜篮子”。

防疫保供两不误
守护市民“菜篮子”

本报记者葛佳宁

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下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70年后，在台州，市民如有需求，家附近便能寻到健
身场所；手机轻点，即可完成健身预约。各式运动的基层
体育委员开班教学，有求必应。

眼下，台州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层体育
健身设施建设标准逐步提高，“15分钟健身圈”已打造完成。

健身场所开放多元
夏季炎热，游泳是市民健身的第一选择，张诗涵也不

例外。她家住三门县江南明珠小区，走路只需两分钟，便
能到达县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

张诗涵在这里办了游泳年卡。“这是我目前游过的泳
池中最卫生、服务最好的。”张诗涵在社交平台上评论。

而在温岭泽国镇丹崖山山脚，利用荒地建造成的
健身广场，成了丹山村里炙手可热的活动场所，除了
本村人，还吸引了不少邻村健身爱好者。“村里的‘犄
角旮旯’，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村主任林信福眉
开眼笑。

土地“边角料”也能“玩”健身。台州市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深挖“金角银边”潜力，进一步完善城乡体育场地设
施，多元化开放健身场所。

王素贞是路桥区桐屿街道上山童村的百姓健身房管
理员。跑步机、椭圆机、划船机和单站综合锻炼机……专
业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百姓健身房是不收费的，现在到晚上10点都还有人
锻炼。项目实在太受欢迎，村民经常错时来运动。”王素贞
介绍。

去年，台州新建28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5个足球场
（笼式足球场）、8个村级全民健身中心、8个体育设施进
公园项目、64家百姓健身房、100个微型便民体育公园，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幅居全省第二。

“体育委员”遍地开花
“姐妹们，排舞跳起来！”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天台县

福溪街道杜潭片区体育委员杨天花并没有闲着。
发起视频、打开音箱，她带着邻居一同“云健身”，成

了福溪花苑居民热捧的“刘畊宏”。
眼下，台州基层体育委员人数已有 3123名，基层体

育委员工作机制在全市覆盖。各县（市、区）也因地制宜，
打造本地的“体育委员品牌”，温岭“乡村体校”较为典例。

在箬横镇岸蔡村，一堂专业的羽毛球课在村自建的
羽毛球场地上进行。“交叉步、蹬跨步，击球！”面对一群零
基础学员，温岭市羽毛球协会顾问李志万教得很耐心。

“这个羽毛球基础培训班，前后总共 16个课时。如果在专业培训机构，课
时费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元不等，但在这里，免费！”李志万说。

同样免费的是台州市枫南小区的太极拳课堂。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八岁
孩童，都是体育委员丁琼阳的学员。

太极八法五步，孩子们跟着丁老师学得有模有样。“我们体育委员的职责，
就是带动身边所有人动起来，一起健身，增强体质。”丁琼阳说。（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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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更严 放得更开

本报记者张 怡

6月 2日，在浙江英飞实业有限
公司，天台县科技局工作人员正在对
该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材
料进行预审，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据悉，天台县科技局每年都会实
施“高企倍增”行动，择优扶强发展高
新技术企业。目前，该县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78家，其中去年新增16家。

“我们每年联合县财政局、县税务
局等部门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指导
工作，对符合认定标准的企业提出存
在问题和整改要求，这项举措大大提
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率。”天台
县科技局高新技术科科长夏小才说。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研发投入不足、
人才引进难等问题。为进一步落实惠
企减负工作，全市科技系统从加大企

业研发投入补助和发放创新券两方
面，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在研发投入方面，我市对企业2022
年允许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达到200万元
以上的、占营业收入3%以上且年增长
20%以上，并及时录入统计联网直报平
台（规上企业）和企业研发项目管理系
统的，按照上述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
15%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据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政策将研发投入奖励力度从原来的
按照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 10%增加
到按照 15%给予补助。目前，全市研
发投入补助资金达 4.3亿元，市本级
为5200万元。

此外，我市持续扩大科技创新券
的支持额度和补助范围，按照企业应
支付费用最高给予50%补助，单个企
业1年内给予最高补助从5万元提高
到10万元。 （下转第八版）

全市研发投入补助资金4.3亿元，预计发放创新券总额度9400万元

市科技局：引科技创新“活水”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