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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林雅婷

暑气热，攻坚忙。8月9日，路北街
道中央山绿轴公园项目传来喜讯，继项
目完成评估100%之后，项目征收工作
进展顺利，已完成拆除 50%的目标任
务。“中央山绿轴区块的攻坚推进，对于
加快隆湖社区管前地块总体开发，推进
儿童公园、路桥公园樱花西路人行天桥
建设，打造绿轴生态圈都有着关键意
义。”路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类公共服务配套齐聚
路桥区中央山绿轴区块位于路桥

城区北侧，规划范围东、南至灵山街，
西至龙栖路，北至内环口，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431公顷，在《台州市路桥区中
央山绿轴区块详细城市设计》批后公
布中，该片区功能定位为：集都市休
闲、文化娱乐、行政办公、高端居住于
一体的山水型都市休闲活力区。

行政中心是影响城市格局的重要
因素，对产业、商业资本有着聚集效
应。在路桥区中央山绿轴区块城市设
计总平面图中可以看到，在未来规划
落地的新区府大楼周边，行政、商贸、
文化、休闲等领域的配套应有尽有。

在绿轴区块和双水路这一纵一横
交织的区块当中，将规划建设路桥区
政府大楼、迎宾广场、会议中心等行政
配套；音乐厅、美术馆、影剧院、艺术馆
等文化配套；商务办公区、滨水商街、
南官风情街等商贸配套，以及幼儿园、
小学等教育配套。

与此同时，五大攻坚行动中，双水
路西延（龙栖路-经三路）项目在紧锣

密鼓地建设。7月 28日，银座街（双水
路-北环线）启动试通车，这条辐射周
边居民区、商业区的“断头路”，打通之
后将连接双水路这条城市主干道，进
一步拉大城市发展框架。

城市界面加速更新
站在路桥区政府大楼规划建设

点，不难发现，这个板块天然拥有了贯
通多个重点区块的优势，沿着双水路
一路向西，便是被誉为“台州西湖”的
飞龙湖生态区，向南是拥有多类文化
配套的中央山以北区域，向北则与商
贸核心区板块无缝串联。

随着生活配套的逐步落地，新区
府大楼周边的城市界面也在不断铺
展开来。2022 年 3 月，龙湖集团顺利
拿下腾达路以北、经四路以西(管前)
商住地块。“路桥主城区北融是大势
所趋，在双水路和中央山绿轴的交汇
之处，集聚了区域融合、商贸、文旅、
休闲、行政等元素，将打造路桥新行
政中心。同时丰富的生态配套使得这
里也必然成为未来路桥的高端居住
区。正因为这片区域的未来如此值得
期待，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将入台的
第四子——龙湖中德·舜山府择址于
此。”龙湖集团舜山府项目负责人徐
国伟说。

作为龙湖特色的高端系列，舜山府
对于择址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落地于
此，也侧面验证了对区域发展的信心。
而路桥龙湖中德·舜山府项目作为建面
达到约22万方体量的大盘，建成之后，
也将为路桥这个现代宜居新商都的城
市封面增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重配套齐聚 引领城市界面更新

中央山绿轴区块释放发展新动力

本报记者颜 彤

日前，全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
现场观摩会上，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早稻课题组选育的新品种“台科早 3
号”早稻谷色黄亮、颗粒饱满，平均亩
产528.2公斤。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今年以来，
我市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坚持把
保护种粮农民收益和调动生产积极性
作为政策的落脚点，切实保障粮食稳
产保供。

《台州市推动经济稳进提质40条》
中提出，要健全完善粮食收益保障政
策，优化种粮补贴，降低种粮贷款成本，
落实好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积极开展
粮食降本增效试点工作。

受各方面影响，今年尿素、复合肥
价格涨了 30%-40%，钾肥涨了 60%，

劳动力工资也从去年的每个工时 150
元-180元上涨到 200元左右，涨幅超
10%。

针对成本上涨问题，我市率先在温
岭开展粮食生产降本增效试点，计划以

“提供集中服务、土地集中流转、农资集
中采购、生产环境优化、降低种粮贷款
利息”实现降本，以推广增产、提质、减
灾和产加销等模式实现增效，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实现每亩水稻节本增效
200元以上，充分保障种粮效益。

“目前，我市新增水稻机插补贴和育
秧补贴，提高早稻机插比例，以便提前早
稻收获时间，避开台风高发期，实现减灾
增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何豪豪介
绍，2022年市本级粮油规模种植补贴资
金达560万元，较去年增加12%。

针对优质种企，我市全力支持培
育扶持，加大推动政策性金融支持现

代化种业高质量发展。去年以来，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台州市分行对台州市台
农种业有限公司发放种业贷款 1000
万元，用于种子繁育生产加工销售，利
率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利率下
浮20基点。

此外，我市建立农技人员联系大
户制度，对全市80多个千亩以上种粮
大户实行农技专家“一对一”服务，对
1500余家种粮大户开展点对点病虫
害情报和技术指导。

截至8月4日，全市已完成粮食播
种面积 133.5 万亩，其中早稻 33.3 万
亩，单季晚稻49.9万亩，已插种连作晚
稻13.6万亩，早稻面积有望实现“十一
连增”。

7月中旬，早稻收购工作如期而
至。早稻收购期间，粮食部门不断优化
为农服务，公示作价标准、质量要求、

收购价格，确保农民卖“明白粮”；做到
样品“盲检”，确保检验、定等公正公
平，使农民卖“放心粮”。

为更好提供便民服务，一支支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建立起来。从早上 7
点到晚上11点，各收购点开门收粮不
停歇，力求不留过夜粮。对于路途较
远、售粮困难的农户，粮食部门设立收
购预约电话，配备专用车辆提供上门
收购服务，让农民卖“舒心粮”。

“今年，我市将继续执行早稻订单
全覆盖政策，确保早稻应订尽订、应收
尽收，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在国家最低
收购价基础上每百斤增加 4元，符合
中等质量标准以上订单粮食每百斤奖
励30元。”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台州市分行
介绍，预计今年将发放近 3亿元贷款
用于夏粮收购，确保颗粒归仓。

抓好粮食安全，确保稳产增效

我市早稻播种面积有望“十一连增”

本报记者庄嘉瑜

“通了！通了！”日前，在台州市朱
溪水库工地，华东地区首台硬岩掘进
机破岩而出，标志着朱溪水库工程输
水隧洞实现全线贯通。

《台州市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40
条》提出，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七条河
拓浚工程（椒江段）、椒江区海塘安澜

工程（江南城西海塘）等4个重大水利
项目，今年下半年力争再开工黄岩区
海塘安澜工程（椒江黄岩段）等一批重
大水利项目。

台州市水利局第一时间制定印发
了《关于贯彻落实稳经济政策加快水利
投资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按照“开工
一批、提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
的工作思路，实施水利抓项目扩投资五

大行动，即加快开工行动、冲刺在建行
动、谋划储备行动、民生实事行动、强化
保障行动，推动全市水利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年度开工任务细分到每
个月，组建专班实行‘一周一统计、半
月一会商、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考评’，
及时了解项目进度。”市水利局规划计
划科技处副处长朱方剑介绍。

截至目前，全市新开工重点水利

项目13个，新增水利投资5.4亿元，其
中，海塘安澜项目新开工 4个共 14.9
公 里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开 工 长 度 的
54.6%，完成率为全省第一。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储备一批强
基础、增动能、利长远的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抓住‘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窗口
期，加快完成一批重大项目立项审批，
力争早日落地实施。”朱方剑说。

截至目前，全市新开工重点水利项目13个，新增水利投资5.4亿元

台州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开启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看我种
的这根冬瓜，比我家孩子都高。”日前，
在温岭市箬横镇老兵助农共富工坊的
蔬菜育秧供苗基地内，老兵潘恩聪看
着亲手种大的冬瓜，心里美滋滋的。

基地负责人江春友有十五六年的
冬瓜种植经验，为了让家乡的退伍军
人能多学一门技艺，今年4月，他向镇
里的退伍军人服务站及老兵先锋志愿
队提起申请，建起了老兵共富工坊。

“由于大家对‘冬瓜王’这个新品
种不是很了解，我就辟出一块试验田
让老兵来种，定期为大家提供栽苗、
植保技术服务。”江春友说，每个老兵
都可以在基地里领种一株苗，再通过
上培训课，学习种植技术，“这样也可
以为来年各个老兵自主扩大种植规

模打下基础。”
这批“冬瓜王”是共富工坊建成后

的第一笔收获，一共46根，均长1.3米
左右，单根净重50斤左右。“其中有20
根是老兵领种的。陆续采摘后，我们会
将冬瓜全部免费送给镇里的困难群众
们，让大家都能尝尝味道。”江春友说。

基地马上就要进入到新一轮的
苗株培育环节。江春友算了一下，未
来可以产出近千株“冬瓜王”秧苗。这
批秧苗将“飞”出基地，免费送到辖区
内有种植意向的老兵手中，帮助他们
增收创富。

据了解，接下来，该镇将发挥共
富工坊的平台作用，邀请专家加盟，
促进以“冬瓜王”为主要作物的创业
带富、就业致富格局形成。

共富工坊助力老兵增收

8月6日，在温岭市新河镇河头梁村，菇农梁先荣夫妇正在挑选刚采收的草
菇。梁先荣投入千余万元种植的6300平方米草菇，年产8茬，眼下以每公斤20元
的价格走俏市场。 本报通讯员林绍禹摄

草菇市场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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