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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庞晓栋）今年9月5日
是我国第七个“中华慈善日”。当天上午，
我市举行2022年“中华慈善日”捐款仪
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
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
贯彻实施慈善法，弘扬慈善文化，带动更
多人向上向善，持续提升社会文明进步
水平，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跃旗、吴晓东、吴海平、叶海燕、

林毅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献出一片
爱心。市各机关代表也纷纷捐款，共促
台州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初步统
计，现场共募集到捐款70500元。

据了解，此次募捐活动从 9月 1日
至 9月 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携
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为主题，通过

“中华慈善日”扶贫济困“慈善人人捐”
“慈善一日捐”等活动，多元化、多渠道、

多形式募集慈善资金。
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台州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社会各界鼎力相助，全市慈善事
业取得长足进步。截至去年底，全市慈
善总会累计募集和认捐的慈善款达
45.11亿元，累计直接发放各类救助金
32.38 亿 元 ，救 助 各 类 困 难 人 群 达
167.63万人次。

李跃旗吴晓东吴海平叶海燕林毅等参加

携手做慈善 传播真善美

台州举行2022年
“中华慈善日”捐款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金 迪）“厂房搬迁还顺利吗”“‘省数
字化工厂’申报准备得怎么样了”……9月 2日下午，玉
环市清港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梅晟带领经济建设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浙江涛源铜业有限公司，
开展走访服务活动。

今年 8月，玉环启动“千名干部包千企”专题活动，
动员该市广大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到助企服务中，通过

“组团入企式”走访，问需求、送服务、巧帮扶，以精准服
务助企破难，推动工业经济稳进提质。

浙江涛源铜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阀门、水暖管件等
配件，产品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由于主要客户群稳定
且未受国际形势影响，今年以来，涛源铜业产值增长
20%，但原有的旧厂房已不能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清
港镇了解情况后，主动开展对接，协助其租下一处新厂
房，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

“‘拎包入住’的新厂房为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接下来我们要集中精力转型，打造‘未来工厂’。”涛源铜
业总经理张彪说，企业已投入 1亿多元购买 300多台进
口数字化设备。

走访中得知涛源铜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清港镇又积
极帮助企业做好顶层设计，帮忙对接玉环市委人才办，
为其解决人才引进难题。梅晟告诉记者，11月份，涛源铜
业将申报“省数字化工厂”项目，镇里会竭尽全力做好服
务工作。

同样，台州五川机电有限公司负责人章俪滢，连日
来也感受到干部组团进企业带来的温暖

五川机电是一家生产缝纫机、电动工具配件的企
业，80%的产品销往台湾。由于客户单一，加上受国际环
境影响，8月份企业订单下滑了30%，9月的订单形势也
不容乐观，这给章俪滢不小打击。面对困境，章俪滢想进
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并计划投入200万元购买新设备，但
如何开拓市场让她犯了难。

玉城街道服企专员上门与章俪滢面对面沟通，宣
传玉环支持企业技改的优惠政策，为其转型出谋划策；
现场联系辖区内的上游企业，为章俪滢开拓市场牵线
搭桥。

“服务来得很及时，他们后续还会帮我们找相关企
业资源，让我们更有信心渡过眼下难关。”章俪滢说。

据统计，截至8月底，玉环各级干部累计进企业服务
打卡4660次，收集到生产经营、人才需求、融资服务、外
贸等各类企业诉求1045件，目前诉求完结率达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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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龙 楠

9月 7日，科创中国·科学家企业
家创投家峰会暨全国学会智汇浙江
促共富推进会即将召开。科学界、企
业界和投资界等 200 余名代表齐聚
台州，谈体会、促创新、谋共富，带来
一张张“创享新生态 共富新时代”的
发展蓝图。

这是我市务实推动“科创中国”
建设，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又一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深入实施“科创中国”试点突破年和
科普供给侧改革提升年“两年”行动，
对外导入中国科协“科创中国”“智汇
中国”“科普中国”三大资源平台，引
流科技创业项目、科技人才、科技志
愿者落地台州；对内常态化开展“双
百双千”“千博助千企”助力经济稳进
提质，以科创力量挖掘台州山海优
势，擦亮了“投资创业到台州、富民乐

业在台州”金字招牌。

集聚产业战略人才
“高智量”创造“高质量”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数字
化转型能够促进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8月28
日，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专
题活动走进黄岩，中国工程院院士钱
锋就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技术、
人才等瓶颈问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
面沟通，针对性把脉问诊、分析指导。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
必广其途以储之。台州市科协抓牢战
略人才这一关键少数，重点支持“五
城十链”产业引聚院士专家高端人
才，服务全市龙头企业发展，助推台
州民营制造业转型升级。

循着这一思路，该协会牵头制订
《关于支持院士来台州创新创业的若
干政策》等，多措并举完善院士创业
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并通过“一事一

议、一人一策、按需支持”工作方法，
加大院士及其团队引进力度，拓宽科
创“朋友圈”。

“引进一名院士，带来一批团队，
进而带动一个产业发展，辐射一片区
域能级，通过打造‘院士经济’，促进
人才链与产业链融合。”台州市科技
创新服务中心主任彭晖说。截至目
前，新签约吴丰昌、徐强等院士创业
项目14个，落地院士合作项目43个，
邀请周济、谭建荣等院士 24人次来
台对接产业企业。

聚焦“卡脖子”，广发“英雄帖”。
为实现高端人才与企业的精准对接，
市科协实施“千博助千企”行动，推动
出台《台州市博士创新站建设管理办
法》，建成博士工作站 68家，其中新
建博士创新站 40家，开展项目合作
60个；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绿川（浙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企
业入选省级博士创新站。

打造学术品牌集群
“人才外力”激发“发展内力”

日前，“科创中国”智能农机装备
高质量发展论坛暨技术标准研讨会
在温岭举行。会上，中国农机学会与
温岭智创未来农场研究中心签约，共
建“科创中国”现代农业装备温岭服
务站，推动智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
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这仅是一个分镜头。今年来，在
台州市科协持续推动下，我市高端学
术活动品牌集群逐步彰显——

持续开展“全国全省学会智汇台
州”行动。导入国家（省）级学会资源，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与温岭、中国植保
学会与仙居、浙江省光学会与椒江签
订建站协议，与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
会联合体、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
合体、中国化学学会等 6家国家级学
会达成合作意向，落地国家（省）级学
会服务站10家。 （下转第二版）

集聚产业战略人才 打造学术品牌集群

科创释放共富新动能

本报记者柯 璐 朱玲巧

“现在的阳光工厂，比起以前的家
庭作坊好太多。”8月15日，在路桥桐屿
街道小稠村阳光工厂，员工任月丽正
叠着印有小稠专属logo的包装盒。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枇杷之
乡”，“村前绿水盈盈绕，村后枇杷满
山坳”是小稠村的独特风光，步入村
口，便可闻到枇杷露四溢的甜香。

为了让特色更“特”、长处更
“长”，去年底，路桥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联合会成立，助力推进统筹整合、
价值提升，助力村集体经济长效增
收，引领着枇杷致富的进阶之路。

挖掘深加工潜能
打造枇杷产业新生态
在路桥桐屿街道小稠村，全村

506 户 2080 多位村民，几乎家家户
户种枇杷。但光卖农产品，销路薄
弱，怎么办？

为做深枇杷产业，让枇杷树结出
“致富果”，小稠村想到了延伸枇杷产业
链，开发加工枇杷露，挖掘产业潜能。

没有技术，小稠村党支部书记邱
明生就找到了任月丽，她有一张土方，
可以把枇杷叶、枇杷花等变废为宝。

“政府来投资，你技术入股，只管负责

生产，销售不用担心。”邱明生说。
邱明生给她算了笔账，阳光工

厂一条机械化流水线日均生产1000
余瓶枇杷露，生产效率较原先的家
庭作坊提高了十几倍，预计每年能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0万元。

“在这生产，我的枇杷露能让更
多人知道，还能给村里作点贡献。”
任月丽揽下了这个责任，从一个家
庭作坊主，成为上班领工资、拿分红
的技术指导员。

今年 5月 28日，阳光工厂正式
开门营业。

阳光工厂的落地，带动了小稠
村枇杷深加工的提档升级。“游客可
以入内参观熬汁、过滤、贮存、熬汤、
混合、装罐、杀菌等生产流程，用什
么材料都看得见。”邱明生说，小稠
村还在探索将工厂体验与实际生产
相结合，让游客可以入内参观加工
生产，推出更多体验、产业、观光相
结合的旅游线路。

过去，小稠村村民经常沿街叫卖
枇杷，用邱明生的话来说：“个个都是
天生的销售员”。“如今有品牌、工厂
了，村里给一个出厂价，他们就可以
在朋友圈售卖赚钱。”邱明生说，这一
做法，不仅能让村民增收，还让剩余
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下转第八版）

放活股权、激活产业，路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会——

抱团发展“小平台”凝聚连片共富“大合力”

本报记者周子凝

道路平整干净，车辆停放整齐；
杂草丛生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为纳凉
休闲的小公园……8月24日一早，在
椒江区湖滨小区内，几位村民正在树
荫下乘凉，拉着家常，有说有笑。

谈起小区的变化，邬大叔感触
颇深。

“曾经，绿化带上垃圾成堆，还有
人圈地种菜，现在已经大变样啦！”邬
大叔是椒江区白云街道泾边村人，村
里拆迁后便搬家至此，住在这儿已
20余年。

和邬大叔一样，湖滨小区居民将
家园的变化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人口杂，管理难
湖滨小区属于城中村，建于上

世纪 90 年代末，人员结构复杂。当
时，因泾边村、东京村及平桥村三个
村的土地被征用，故而部分村民安
家在此。

“目前，小区内房子共有 600余
间，本地居住人口由 3个村组成，约
1500人，外地人口多于本地人口，高
峰期时能达到 3000余人，日常进出
车辆达 800余辆。”椒江区白云街道
泾边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社
长邬灵震说，由于小区并非封闭式管
理，加上人员复杂等原因，一度让各
项管理工作陷入僵局。（下转第二版）

湖滨小区：变化看得见，
幸福“摸得着”

本报记者柯 璐 朱玲巧

小稠村的美丽蝶变，离不开枇
杷产业的提档升级，更离不开经联
会平台的助攻。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路桥抓住“股权”这一核心，成
立经联会平台，盘活资产转型，促发
集体经济发展内动力，整合农村土
地、劳动力、旅游文化、集体经营性
资产等资源，盘活各种资源要素，将

曾经的“静物”“用活”。
让“合作股份”真正“活”起来，最

终还得靠科学的管理运行机制来激发
内生动力。以小稠农旅发展有限公司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路，窃以为，这
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剂良方。

当前，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是推进
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催化产业转型
升级，形成资源叠加效应，提高资源
的利用率，能实现从农村资源到农村
产权再到农村资本的“催化、成长”。

让合作股份“活”起来

本报记者柯 璐 朱玲巧

路桥区开展“村经济合作社加
入乡镇农合联、组建村经济合作社
联合会”试点以来，多层次多举措发
展新型合作经济，全力探索经联会

合作共富发展路径。
截至目前，盘活村集体资金

9000 万元，培育 6 个发展项目，带
动集体经济增收达 906万元，培训
农户 300多人次，减少低收入农户
190户。

股权放活决战决胜全国文明城市

稳企助企 稳进提质

故乡，是我人生的镜像 6版>>>>

今日导读

让留守劳动力有“用武之地” 2版>>>>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今年第 11
号台风“轩岚诺”（超强台风级）9月5
日早晨已越过我市同纬度海域，11
时位于距我市东北偏东方向约 388
公里海面上，预计“轩岚诺”将以每小
时25公里—3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
方向移动，对我市的影响趋于结束。
当天 21时，市防指决定结束防台风
Ⅳ级应急响应。

受今年第 11 号台风“轩岚诺”
（超强台风级）影响，9月 1日 20时—
5日 8时我市过程面雨量 48.3毫米，
其中三门面雨量 73.8 毫米、天台面
雨量 66.6 毫米、临海面雨量 55.1 毫
米，为县（市、区）面雨量前三。目前，
我市汛情总体平稳，全市大中型水
库、小（一）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
下，只有 3个小（二）型水库超汛限。
市水利局要求各地继续做好水利工
程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工程，要全
力降低超汛限水库水位，确保度汛
安全。

“轩岚诺”远离，我市各大景区景

点“梳妆打扮”后，准备陆续恢复营
业。但是，部分涉海景区景点仍持续
关闭。

记者从浙江天台山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为使各景区尽快恢复
正常，该公司下属各大景区工作人员
在 5日上午，就对景区进行清扫，并
派专人对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检查，
及时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争取快速
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当天，
浙江神仙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温岭
市方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也分别
发布公告，旗下景区将于 9月 6日恢
复正常运营。

“轩岚诺”已北上远离，我市沿海
风力也逐渐减弱。进港避风的我市渔
船也开始进行出海作业准备工作。市
港航口岸和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说，6
日上午开始，会自南而北，陆续允许
渔民出海生产。渔业部门要求出海渔
船做好值班瞭望、编组编队。同时，渔
业部门也将密切关注辖区渔船动态，
确保渔船安全。

汛情总体平稳,部分涉海景区景点仍关闭

我市结束
防台风应急响应

成就

点评

本报记者朱玲巧

“用一条党建特色路，串联起几个
村，让更多村民享受共富红利……”近
日，在一次“村企恳谈会”上，临海市上盘
镇商会成员正和村干部们商讨如何进一
步扩大村企合作。上盘企业家们始终不
忘回馈桑梓，积极推进共同富裕。

内引外拓壮大共富优势
8月，台州柏联眼镜制造有限公

司迎来了新厂房。车间从原来的 400
平方米，扩大到了1.5万平方米，生产
能力翻了一倍。

“在上盘镇商会牵线搭桥下，我
从温州来到上盘办企业，已经 5 年
了。”公司董事长袁慎响说。

上盘镇是眼镜制造基地，全镇共
有12家眼镜企业。在这里，上下游产
业合作紧密，产销通畅，企业得以大
展拳脚。“今年1至8月我们产值增长
30%，预计全年产值可以突破 1500
万元。”袁慎响说。

近年来，上盘镇商会发挥了桥梁
和纽带作用，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

“亲”“清”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提供了
优渥的发展土壤。5年来，上盘镇政府和
商会接待和帮助会员解决各种纠纷十
多件次，帮助企业解决了企业年检、融
资难题及外来员工子女就学问题等。

自 2016年换届以来，商会的队
伍日渐壮大，从原先的35家，扩展到
现在的73家，企业发展“加速度”，新
型流通业不断出现。（下转第八版）

上盘：打造“清”商会，
同心促共富

9月5日，温岭市新河镇屿头村蔗农颜菊头正在扶正被台风刮倒的果蔗。受台风
“轩岚诺”影响，“中国果蔗之乡”温岭市部分种植基地里的果蔗发生倾斜现象。台风过
后，当地蔗农迅速开展生产自救，把损失降到最低。本报通讯员周学军 林绍禹摄

台风过后台风过后 抢救果蔗抢救果蔗

科协之窗

·喜迎二十大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