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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阅读台州湾

旱地通上喷水管
蔬菜栽种有保障

本报记者葛星星

一江山大道（三甲段）沿线长 3600
米，是展示三甲街道城镇面貌的“第一
窗口”。8月21日，三甲街道开启一江山
大道沿线风貌“换颜”行动，目前已完成
整治。按照规划，该沿线路段两侧将撒
上花苗籽，明年春天会迎来一片花海。

共创文明城市，点亮幸福生活。台
州湾新区各级各部门聚焦城乡环境提
升、设施管护提升、市场管控提升等领
域，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不断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干群合力
“扮靓”城乡环境

日前，台州湾新区机场路沿线，环
卫工人用锄头、铁锨等工具清理人行
道两侧及绿化树框里的杂草、枯枝败
叶、垃圾等。同时，新区园林市政环卫
服务中心调动清洗机械，对道路两侧
进行冲洗、清扫，保证路面干净整洁。

新区园林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副主
任罗子枫介绍，目前该中心出动人员
3700人次，开展园林、市政、环卫大整
治，“我们已补种踩踏区域地被 2720
平方米，增植零星地、边角地、死角区
块地被 2634平方米，出动清运垃圾车
105 车次，清洗了 805 个垃圾桶，每天
延长清扫时间 2 小时，增加机械清扫
频次一次。”

为切实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新区管委会开展城乡环境提升攻坚，
以“楼道乱堆放、乱设鞋柜大清楼，行
政村房前屋后大清理，公共场所陈旧
垃圾大清扫，重点点位大清洗”为重点
的“四清”行动，提升环卫保洁频度力
度和精细化程度，严格落实巡回保洁
机制。

更美丽、更整洁、更有序，对群众
来说，创建文明城市带来的幸福感体

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8月23日一大早，台州湾新区天琴

公寓内，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带
着夹子、垃圾袋、抹布等工具，对小区公

共区域进行清扫，还深入居民楼，对楼

道堆物、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洁整治。

王瑜是天琴公寓的业主，也是社

区党员志愿者。最近这段时间，她积极

参与文明创建工作，乐在其中，“我们

既是城市文明的受益者，更是城市文

明的建设者。城市文明离不开个人文

明，文明城市创建需要全体市民共同
参与，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

集中整治
提升基础设施

近日，台州湾新区体育场东路玖
悦府南侧路段，人行道上竖立着连片
的黄色警示围挡。市政设施养护工人
正在吊装道板，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

填补道路坑洼、补种养护绿植、替
换破损公益广告……在文明城市创建
中，新区聚焦基础设施维护短板，从细
节着手加快整治，不断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让市民充分感受到创建文明城
市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
同感。

规范施工围挡设置是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重要措施，为此，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台州湾新区分局开展施工围挡专
项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建设施工围挡设
置管理工作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

“部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存
在不围挡、装修材料乱放、建筑垃圾乱
堆等问题，是影响行人安全、市容市貌
的一个顽疾。通过专项行动，目前大部
分已完成整治。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
巡查力度，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台州湾新区
分局海虹中队副中队长陈刚介绍。

备战文明城市创建“大考”，海虹
街道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和“零容忍”的
态度，对违法建筑开展大排查、大整

治，推动创建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东海大道141号-205号南面，违章

建筑影响了市容市貌，还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8月 10日，海虹街道对该区域
进行集中拆除，历时13小时，完成拆除
了30间约1000平方米违章建筑。

加强管控
增进民生福祉

“想买点什么菜？今天的蔬菜特别
新鲜。”台州湾新区月湖农贸市场内，
经营户梁丽热情招呼来往顾客。因为
摊位卫生做得好、菜品优质，加上诚信
经营、礼貌待客，梁丽多次获得市场

“优秀经营户”称号，赢得了越来越多
的“回头客”。

作为城市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农贸市场与群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干
净、整洁、有序、文明的农贸市场环境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一环。随着新
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深入开展，辖
区各农贸市场对经营环境等方面的管
理越来越严格。

记者在月湖农贸市场看到，摊位
整齐划一，环境干净明亮，海鲜、蔬菜、
水果、肉类、熟食、副食品等区块划分
清晰。市场内菜品丰富，智能化设施更
是让人眼前一亮，场内每个摊位都配
备电子屏，摊主姓名、营业执照、付款
码等信息一目了然，每样商品还可以
追溯产品来源，让顾客放心购买。

吴叶菜场也加强了对经营户的管
理，要求经营户守法诚信经营、友善待
客、微笑服务，同时做好“摊前三包”，
保持市场环境干净整洁。菜场管理人
员每天还会对销售的蔬菜进行农残检
测，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文明城市创建，最终目的是为民
惠民。新区管委会把文明创建与改善
民生统一起来，让百姓共享文明创建
成果。

新区开展提升城乡环境、设施管护、市场管控系列攻坚行动

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幸福生活

海虹街道整治违规搭建的鸡鸭棚。本报通讯员徐盛怡摄

本报讯（通讯员章朝阳）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第一批
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创建名单，台州湾新区空天产业（无人机、卫星互
联网）未来产业先导区成功入选成为8个先导区之一。未来，浙江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将对入选的先导区开展评估，达到培育目标的将被命名
为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台州湾新区空天产业（无人机、卫星互联网）未来产业先导区按照
区域集聚型的建设模式，依托台州通用航空“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打
造，总面积8.499平方公里，建设期至2025年底。

先导区瞄准发展潜力巨大、进入壁垒高、技术水平强、应用前景广
阔的无人机、卫星互联网产业领域，打通“源头创新-技术转化-产品开
发-场景应用-产业化-产业集群”的产业转化链条，力争通过五年的建
设，培育形成150亿元产业集群规模，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无
人机特色创新策源地、全国空天产业融合创新标杆地、长三角空天技
术成果转化首选地”。

全省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培育创建名单公布

新区空天产业成功入选

本报讯（通讯员陈胡南）8月24日上午，台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梅
式苗带队对新区“五大攻坚”行动进行督查。他强调，要齐心协力，咬紧
牙关，全力以赴，加快重点区块开发建设，力争早出形象、早见成效。

中央创新区块一号街坊处于中央创新区的核心和先行启动区块，
由于老开投大厦内部分商户尚未签约，导致区块开发工作停滞不前。
在详细了解商户构成、签约进度后，梅式苗要求责任部门必须摸清底
数、做细工作，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做好政策处理。

随后，督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踏看了“五大攻坚”新增考核区块沙北
未来社区（二期）和云湖区块，详细查看规划图纸，了解工作推进难点。
梅式苗提出，要统一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村民思想工作，维护正当
利益诉求、依法打击漫天要价，遇有实际困难的群众要切实帮助解决，
平稳有序做好签约工作；要统筹做好村文化礼堂、村留地土地指标、安
置房建设、项目报批等工作，力争今年有较大突破。

“五大攻坚”行动是撬动城市有机更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
要引擎，是全市“赛马比拼”的竞技场。当前，新区“五大攻坚”已进入

“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新区上下要合心合力合拍，有
力出力、有智出智，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尤其要在重点区块、做地开发
等方面用重兵、施重力，提质增效，彰显新区的显示度。

新区领导督查“五大攻坚”行动

奋力推动重点区块
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陈胡南）8月 23日上午，台
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梅式苗带队对新区“五水
共治”和防洪排涝工作进行督查，他强调，要
着力抓好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
复、水工程建设、水灾害防御，全面做好治水
兴水大文章，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水安全、水保障、水支撑。

七条河水质监测自动站为金清水系主
要河道流经断面，6 月份均值评判为劣 V 类。
在详细查看河道水质情况、听取河道日常治
理工作的介绍后，梅式苗指出，水污染问题
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要进一步强化治
水工作的责任意识，从源头根治水污染，进
一步做好控源截污工作，加大劣 V 类水体治
理力度。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要协同配
合，加强联合执法，加快推进涉及水质提升
方面的重点项目实施进度，打造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宜居环境。

聚海河为新区东部区块行洪排涝的主要
河道，目前已进入河道清淤疏浚施工阶段。在
详细察看工程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后，他强调
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加快施工进度，重视人
员作业安全，规范淤泥倾倒，避免二次污染；
要重视水陆同治，把施工改造与景观打造相结
合，打造一条彰显新区风采的景观河道。

海塘全线已经按照度汛方案要求准备到
位。海塘线既是发展线，也是生命线。他指出，
要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精准施
策治理，确保万无一失。要做好万全准备，建
立快速反应机制，人员随时到岗、物资储备充
分。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高标高质
加快推进海塘安澜工程建设，筑牢沿海“生命
线”、扮靓沿海“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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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葛星星）8月22日，台州湾新区三甲人大代表与三甲
中心小学结对助学，现场签约并认购少数民族儿童服装，任期内每年
为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学习用品，对家庭确实困难的少数民
族学生，视情况给予一定的资助。

“作为人大代表，关心民生、解决民忧是份内之事，也呼吁越来越多的
人能够施善行做善举，传递更多正能量。”人大三甲街道工委主任王大军说。

三甲中心小学创建于1920年，在百年创校历程中努力发掘自身特
色。2018年，三甲中心小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
2019年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该校以率先设立“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中心”，打造“民族+”的品牌课程，开展一系列民族社团活
动等形式，让民族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石榴籽”
工程，为学校青少年群体营造浓厚的民族氛围。

当天，人大三甲街道工委组织部分人大代
表参观了三甲中心小学校园民族宣传文化营
造、民族图书馆，听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相
关介绍。人大代表们就该校发展、民族团结进
步提升工作建言献策。三甲街道将继续搭建好
人大代表为群众办实事的平台，让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更密切，真正做到听民声、解民困。

结对资助少数民族学生

三甲人大代表倾力助学

本报记者林雅婷

“现在哪里还舍得焚烧稻草，还要
为收购稻草发愁呢。”8月23日，在台州
湾新区三甲街道优良村，村民朱天海和
妻子正在将处理后的稻草送进机器。

一间房，一架绞草机，一把椅子，
一堆稻草，组成了一个小型草绳加工
厂。“一亩地300公斤秸秆可以编成200
捆草绳，能有 4000多元收入。”优良村
党支部书记金礼卫介绍。

从加工到销售，优良村已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草绳产销链，由此走出了
一条帮助村民致富的绿色之路。

变废为宝一举多得

草绳的使用范围很广。花木移栽
根部土球的时候用草绳包裹，可以起
到固土、保养分的作用；草绳还可用于
陶瓷、水暖、五金机械铸件等防震包
装，比起其他材料，既经济又环保。

“优良村草绳加工已有 50多年历
史，因为离海边近，村民们发现了海运
货物包装会用到草绳这一商机。过去
大家都是手工编织，再挑到市场上卖，
现在采用机器编，客商还会上门收购，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金礼卫介绍，像
温岭大溪的电机、黄岩的工艺品、金华
的陶瓷制品出口时，商家都会选择来
优良村采购草绳。

“草绳加工最大的优点就是投入

的风险和成本非常低。”朱天海说，“绞
草机很多村民家里原本就有，而且机
器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算没有经验
的人也能一学就会，只要把稻草输入
机器的两个端口，另一个端口会自动
输出加工好的草绳，一天下来能加工
大约1000米长的草绳。”

朱天海是之前村里生产队的队
长，在他看来，过去水稻收割后，村民
们往往将稻草一烧了之，不仅浪费资
源还会污染环境。将稻草编成绳子卖，
不但能解决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
染，还能增加闲置劳动力的收入，“村
里许多70多岁的老人家也能在家里加
工草绳赚钱，一个月能收入 5000 至
6000元呢。”

精品加工前景看好

在优良村村民施彩云家，记者见
到了价格更贵的精品稻草绳，与普通

稻草绳相比，精品稻草绳表面更光滑，
绳子的直径也更细。“做精品稻草绳对
稻草原材料的要求比较高，稻草的质
量、长度、结构都需要进行筛选，制作
的时候也要更细心。”施彩云说。

据介绍，精品稻草绳主要用作瓷
器等精细物件的出口包装，每公斤价
格比普通稻草绳贵 2至 3元，像施彩云
这样的熟练工，一年单编制精品稻草
绳就可收入6万至8万元。

眼下，最让金礼卫担心的是原料
短缺。制作一卷14公斤重的草绳，需要
消耗大约 18至 20公斤稻草，一台编织
机一年大概需要 30至 40亩的稻草作
为原料。“村里计划拿出 400多亩土地
种植精品稻谷，这样一来，精品稻米每
斤能卖到 6至 8元，剩下的稻草编织成
草绳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此外，优良村计划与周边及其它
村镇的种粮大户建立联系，在收割稻
谷时由村里的加工大户出资，采用手
工收割稻谷，保证稻秆的质量与数量。

一亩地300公斤秸秆编成草绳，可收入4000多元

新区：草绳产销一条龙 变废为宝助增收

村民正在进行草绳加工村民正在进行草绳加工。（。（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昨日，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
坚决村施达果蔬家庭农场创办人
施书清，从 500 多米开外的河塘
里引入灌溉水，用新铺设的喷水
滴管浇灌承包的400多亩受旱菜
地。他说：“已有两个多月没下雨
了，许多河道都干了，只有主河道
还有水”。为抗旱保田，农场今年
已投入了 4 万多元购买了抽水
机，喷水管等抗旱物资，保障蔬菜
栽种供水。 本报记者叶晓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