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作为好干部

正风肃纪促保障

因本人江燕妮购
买的万达悦海湾二期
A 区储藏室-6-J04 定
金 收 据 丢 失（票 号
0012024，金额￥1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三门兴基丰
矿业有限公司公章、
合同章各一枚，公章
印 章 编 号 ：
3310221009649，合 同
章 印 章 编 号 ：
3310221009651，声 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学高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3310820214019，声 明
作废。

遗失温岭市大溪
星光小学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
大溪支行，开户账号：
3300166715605300432
0，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454003321502，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码 ：
3310-02978072，开户
日 期 ：2013 年 6 月 4
日，声明作废。

遗失临海市大田
街道昂立幼儿园民办
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书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31082082912803B，
声明作废。

遗失临海市大田
街道昂立幼儿园财务
章一枚，郑星敏法人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天台山玉籁
筝乐团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31023077584657D
，发证机关：天台县行
政审批局，发证日期：
2016 年 12 月 27 日 。
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天台山玉籁
筝乐团（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52331023MJ9859566Q
）公 章 一 枚 ，公 章 编
码：3310230155550，声
明作废。

公告
由于协会发展需

要，天台县济公文化
交流协会从 2022 年 9
月 5 日后更名为天台
山 济 公 文 化 交 流 协
会，届时原天台县济
公文化交流协会所有
事务由天台山济公文
化交流协会承担，特
此公告 。

天台县济公文化
交流协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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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庄嘉瑜

早晨 5点半，管理员张四妹准时
打开“小橘灯”共富工坊的大门。时间
渐移，黄岩区院桥镇新岙里村的妇女
陆陆续续来到工坊。

村民刘春光坐在工坊里面的隔
间，从一大张贴纸上撕下单张标签，贴
在杯刷的手柄上。“工坊里都是同村
人，大家能一起做手工活赚钱，偶尔还
能聊聊天，比干坐在家好太多了！”

“新岙里村距离镇子路途遥远，
村里的妇女没时间去外面工作，再加
上村集体经济收入不稳定，整体经济
比较薄弱。”新岙里村村委会副主任
王刚铃说，“利用村里的闲置地块，建
立‘小橘灯’共富工坊，对接当地优质
企业，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村民
们实现家门口的就业梦。”

村企协作，实现“家门
口就业”

“你娘家的工坊特别像‘共富工
坊’。”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朋友的

评价让陆彩芬听得一头雾水。事后，
为了弄清楚“共富工坊”的概念，陆彩
芬特地去网上查找了相关资料。

“我娘家在原西合自然村，家里
将 8间立地房改造成加工坊，雇了村
里近20名妇女做手工活。”陆彩芬说，
在了解“共富工坊”后，发觉两者确实
有些相似之处。

抱着为家乡建设出力的想法，陆
彩芬主动拨通了王刚铃的电话。

一番交流沟通后，王刚铃的脸上
难掩喜悦之色。“陆彩芬经营的亿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黄岩区南城街道
规上企业，是本地优质的民营企业。我
们早在盘点适宜引入农村的企业时，
就看中了这家公司。”王刚铃说。

村企达成共识后，下一步就是建
设共富工坊。

在王刚铃的带领下，原西合自然
村占用的老人协会顺利完成迁址，腾
出了 80 平方米的场地，又清理出近
700平方米的集体闲置房屋，为村内
建设“小橘灯”共富工坊留足了地方。

“村里把闲置场地租给了陆彩芬，

在她的统筹安排下，‘小橘灯’共富工
坊以厂房式工坊的形式建立起来。”王
刚铃说，考虑到村民的现实情况，陆彩
芬将生产加工环节放在工坊进行。如
今已帮助村里39名妇女实现“家门口
就业”，带动周边3个村庄50余名留守
劳动力和低收入农户实现再就业。

办好工坊，让村民腰包
鼓起来

走进“小橘灯”共富工坊，年逾六
十的阿婆们坐在竹椅上，手脚麻利地
干着组装保鲜盒、密封包装袋等简易
的手工活；中青年阿姨们娴熟地踩踏
着缝纫机，幼儿围兜、隔热手套等手
工品不断成形……

如此井然有序的工作场面，离不
开亿美科技自主开展的工坊用工培训。

“每个时期的加工产品都不太一样，但
凡有新产品运到工坊，公司里的讲师也
会随之而来，进行针对性培训，将每个
加工步骤都讲解透彻。”陆彩芬说。

在“小橘灯”共富工坊，村民不仅
能掌握工作技能，还能享受自由的工

作模式——在早上5点半至晚上6点
半的开放时间内，村民们随时都可以
来工作，也可以随时放下工作，回去
忙自己的事。村民的薪酬则按照成品
的件数计算，多劳多得。

“外面的工厂哪能给出这样的待
遇！”村民陆灵芬介绍，她既要忙活家
务事又要接送孩子，在不耽误任何事
的情况下，一个月还能挣到3000元左
右，这日子真有盼头！

当村民们沉浸在“越干越有劲，
越干越有钱”的氛围时，村干部和陆
彩芬开始筹谋产品的新销路。他们一
致认为，电子商务是产品销售的重要
关节，工坊想得到更好发展，还需搭
上电商的“顺风车”。

很快，亿美科技在“小橘灯”共富
工坊设置了室内、户外“双直播间”，利
用企业自有电商平台进行带货直播。

“‘小橘灯’共富工坊的首场直播
吸引了近10万人在线观看，这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陆彩芬说，接下去会
稳定一周两次的直播频率，让工坊的
产品走出去，走得更远。

新岙里村建立共富工坊

让留守劳动力有“用武之地”

本报通讯员周 辛

近 20年的从警经历磨砺了王永
林不畏艰险、砥砺奋进的硬朗作风，
近 10年的乡镇街道领导经历铸就了
王永林干练果断的性格和深厚的为
民情怀。

2017年，王永林重返政法队伍担
任黄岩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后，致
力开创新时代黄岩政法工作新局面、
新业绩，2018年获评全省扫黑除恶先
进个人。

履行守护一方平安的
重要使命

奋战平安连创“金鼎加星”，每年的
“暗访季”，兼任平安办主任的王永林都
会按期做督查方案，协调安排区领导带
队开展平安检查，而且往往把情况最复
杂、问题最突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老
旧小区等重点点位列入检查清单。

去年以来，省全面推进数字化改
革，王永林瞅准时机，带领政法委骨
干力量对标数字法治跑道设计场景
应用。为确保改革创新成果管用、好
用，他带队 5次赴省委政法委信息管
理中心等部门汇报、取经，反复调整
项目框架和功能细节。最终研发出

“智治永宁·诉源治理”场景应用，成
功上榜省数字法治“揭榜挂帅”项目。

把牢阻击疫情的最后
一道关口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在接到防疫通知的第一天，王永

林连夜召集人员制定疫情防控网格
化管理文件，“基层网格是最后一道
关口，网格的防疫力量落实了，责任
到位了，机制理顺了，我才睡得着。”

在他的推动下，全区 910个网格
团队迅速完成责任捆绑，共计 7370
人次。城区封控期间，王永林率先垂
范到结对社区参与 24小时“小门”管
控，经常自己坚守到天明。常态化防
控后，王永林又先后担任了涉疫矛盾
纠纷化解组组长、社会服务组组长，
并且统筹涉疫情重点人员网格排摸
工作。两年多来，他坚持每天关注网
格防疫数据，“每天到点就问网格排
摸情况，比打卡闹钟还准时”这是统
计工作人员对他的生动评价。

打通为基层服务的“最
后一纳米”

为方便群众办事，实现各类矛盾
纠纷“一站式”化解，王永林极力推动
区矛调中心扩容升级，经两次改造
后，中心共整合17个部门30个平台、

机构入驻，并搭配上了自主研发的
“善治永宁”系统，中心“诉源”“访源”
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针对乡镇街道“看得见、管不着”
的难题，他牵头协调政法机关、“四平
台”职能部门与乡镇街道加强衔接配
合，探索创建了“巡回智慧法庭”“联
勤工作站”等多元共治新载体，辐射
区域内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提升至
96%以上、治安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
超过20%，建设成果得到基层群众和
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

今年年初，省内疫情再次暴发，
王永林又坐不住了：“原来的社区网
格划得太大，现有专职网格员根本管
不过来。”发现问题的他立即召集街
道代表座谈会商，并拿出了“大网格
微治理”试点工作初步方案。目前，网
格重塑工作已成为黄岩基层治理的
亮点品牌，全区社区网格数从 149个
增加到 420个，并将全域细划为 8947
个战时快编组，真正将网格服务做到
了“最后一纳米”。

王永林：橘乡和谐守护者

王永林（右）在指导工作。（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颜 彤）9 月 4 日，
为期两天的“2022台台青年台州和
合文化体验营”活动在天台县落下
帷幕。本次活动由台州市海峡两岸
交流协会、台州市青年联合会、台
湾中华大陈同乡总会联合主办，30
余名两岸青年才俊、和合文化专
家、学者齐聚天台，共赴和合文化
之旅。

在开营仪式上，和合人间文化
园总经理沈盛钢为两对两岸婚姻佳
偶赠送和合文化礼品，在场人员纷
纷送上祝福。

“我一直与亲戚朋友说，如果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大陆走一
走。比起互联网与媒体，旅游可以
让我们脚踏实地、真真切切地认识
大陆。两岸同胞只有多互动、多交
流，才能真正了解彼此。”庄彦清是
土生土长的台湾人，2020年前往台
州医院作专题讲座时与妻子金艳
君相识，目前是台州学院商学院的
一名教师。

两 天 的 时 间 里 ，两 岸 青 年 参

观考察了和合人间文化园、千年
古 刹 国 清 寺 、济 公 故 居 、天 台 度
过·文化体验平台、美丽乡村塔后
村，聆听了台州和合文化专题讲
座，共同制作了天台传统节日美
食 饺 饼 筒 ，欣 赏 了《和 合 文 化 雅
集》，开展了以和合文化为主题的
书法笔会。

台州和合文化学者梁立新在
专题讲座中针对“如何理解和合文
化”“和合文化与天台山的关系”

“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展开具体
介绍。“和合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
价值，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梁
立新说。

“通过此次‘体验营’活动，我们
深入了解台州和合文化的深厚底
蕴，两岸同胞打开心扉，在互动中增
进彼此了解和情谊，有助于进一步
增强两岸文化认同，增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促进两岸关系健康发
展。”台湾中华大陈同乡总会理事长
胡志伟说。

两岸和合一家亲
台州举办“2022台台青年台州和合文

化体验营”活动

本报讯（记者邵思琪）自 8月 31
日晚“台州·阿拉尔线上年货节”之
2022年中秋农产品促销活动启动以
来，截至9月4日，已销售法兰西西梅
1107件、“恐龙蛋”（杏李）460件（已售
罄）、冬枣133件、各规格灰枣191件、
新农爱自然有机纯牛奶802箱……销
售额达16万元。

参与本次活动的鲜果产品会通
过空运等方式送至台州。9月 4日上
午，“台州·阿拉尔线上年货节”之
2022年中秋农产品促销活动启运仪
式在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举行，首批鲜
果带着师市人民满满的情谊飞跃山
川，“落户”江南。

“针对此次活动，我们果业协
会前期做了大量宣传，同时严格把
控货品质量，并在价格方面给出了
优惠，相信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价格
方面都能让台州市民满意。”师市
果业行业联合协会会长何军信心
满满地说。

9 月 5 日上午，第一批农产品
已到台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台州市分公司会在 9 月 5 日、6

日进行配送，台州消费者 9 月 5 日
起将陆续收到来自阿拉尔的新鲜
农货。

本 次 参 展 的 农 产 品 包 括 冬
枣 、“ 恐 龙 蛋 ”（杏 李）、西 梅 、苹
果、新农乳制品、米、红枣、吊干杏
以及各类礼盒等。活动由台州市
援疆指挥部、第一师阿拉尔市农
业农村局、第一师阿拉尔市乡村
振兴局联合主办，由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新疆
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和第一师阿拉尔市果业行业协会
承办。台州市援疆指挥部承担全
额物流运费。

“台州·阿拉尔线上年货节”活
动通过线上下单、物流免费配送的
形式，多方联动、多元促销、多层保
障，让师市的诸多优质农副产品走
进了台州千家万户。自第一届线上
年货节成功举办以来，销售额逐年
攀升，有效解决疫情期间师市农副
产品销售难题之余，取得了多重成
效，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双丰收。

9月5日起，消费者将陆续收到“台州·
阿拉尔线上年货节”农产品

首批新疆“味道”已到台州

本报讯（记者盛鸥鸥）9 月 1 日
晚，我市派出参加 2022 年全国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 赛（中 职 组）的 6
支队伍已完成所有赛程，共斩获
1 个 一 等 奖 、4 个 二 等 奖 、1 个 三
等奖。

据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0
多个单位联合主办，是目前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强、技能水平最高
的全国性、综合性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杨亦
轩，在“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赛项中荣获二等奖，刷新了该校该
项目的历史成绩；温岭市职业技术
学校学生金志恒、杨俊豪、许鸿楚组
成的团队，荣获“沙盘企业模拟经
营”赛项一等奖。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也有
两支队伍参加此次国赛，其中由学

生彭万聪、林轩、胡峰源组成的团队
获得“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二等
奖，由黄磊、林晨浩组成的团队获得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具技
术”赛项二等奖。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林泽伟、叶纪建、陈泓恺、颜爱灵组
成的团队，获得了“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二等奖。

此外，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学生谢志康获得了“汽车车身修
复”赛项三等奖。

台州市教育局高等与职成教
处 处 长 郑 琳 说 ：“ 获 得 佳 绩 的 背
后，既有重视技能、勤练技能的良
好氛围，也有‘岗课赛证’融通等
一系列举措的有效加持。通过竞
赛锤炼，在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匠
苗的同时，也让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更加匹配，为推进共同富裕
蓄势赋能。”

斩获1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

台州中职学子国赛获佳绩

对口支援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冯 飞）“你村东
面第四排的一农户家门口前有不少
杂物堆放，请你们立即组织人员到
场整治，我们明天将过来查看整改
情况。”近日，临海市东塍镇纪委深
入33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提升监
督检查，及时向各村党支部书记指
出发现的问题，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复检。

东塍镇纪委发挥监督职能，充
分整合镇纪委、生态办等监督力
量，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全镇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开展集中检查、重点

抽查，建立“月检查、月通报”的常
态化监督机制，以全方位的监督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截至目
前，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 31 个，
现场反馈 31个。

“接下来，镇纪委将进一步强化
监督，细化监督内容，对人居环境工
作中进展缓慢、敷衍搪塞、被动应
付、成效不明显的村，及时启动问责
程序，进行责任追究，充分发挥执纪
问责的震慑效应，助力环境卫生整
治。”东塍镇纪委负责人表示。

东塍：强化监督执纪
助力乡村更美

9月5日，玉环市龙溪镇蕲春党建工作站的党员志愿者走进跟随务工子女
来玉环暂住的部分老人家中，为他们送上家乡大月饼等节日礼物，让老人们在
千里之外的第二故乡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本报通讯员詹 智摄

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4日，在路桥区横街镇同心之家，横
街镇统战办组织少数民族同胞与当地群众一起制作、品尝手工月饼，共叙幸福
美好生活。 本报通讯员蒋友青摄

““同心同心””月饼月饼 家乡味道家乡味道

（上接第一版）
深化“百家学会联百企（村） 千

名专家助千企（村）”专项行动。助推
“一县一业一学会”智汇山区赋能行
动，组建博士、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
8支科技服务团，深入企（村）望闻问
切，目前各县（市、区）科协已开展服
务企（村）活动 151场、参与专家 366
人。其中，“台州企业技术问题征集活
动”、茶科技助力共同富裕产业科技
服务团等 3项入选“科创中国”系列
品牌活动项目。

增强科普传播品牌号召力。推进
全国科普示范县创建工作，申报认定
各级科普教育基地 97家，发挥好科
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大篷车作
用；实施“苔花行动”，加大科创科普

资源向北三县倾斜；聚焦“一老一
小”，开展“科普助力双减”和“银龄数
字科普”行动。

建成投用“科技工作者之家”。发
挥浙里办“智慧科协”平台作用，为全
市科技工作者提供智能、便捷、开放的
平台场所，并入选中国科协2022年度

“科技工作者之家”组织建设项目（全
国共12个入选，系浙江省唯一）。

科技赋能智志双扶
“含新量”提升“含金量”

8月 22日，临海市乡村振兴名特
优水果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柑橘专
题）开班，5位柑橘专家进行柑橘优质
高效栽培技术授课；

8月25日，天台县科协举办2022

年果园管理系列培训（秋季桃园管
理），山东省农科院张安宁研究员授
课，全县近百名桃种植农户参加；

……
接长手臂，扎根基层。近年来，台

州市科协积极探索“科技赋能促共
富”发展之路，围绕“一镇一品”“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实施高素质农民培
育行动，推进乡村振兴领头人培训。

一方面，推出数字化生活应用、
粮食作物栽培、水果生产、农产品电
商直播等 11 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班，培训农民 2万余人。一大批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田
专家”“土秀才”脱颖而出，辐射带动
各地农户大力发展水果种植、大棚蔬
菜、粮食作物等现代农业。

另一方面，加强与浙江大学等高
校院所合作，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科技小院、院地共
建等多样化的乡村振兴智力服务，着
力提升引才聚智、辐射带动、示范引
领作用。打造了黄岩数字柑橘实验
室、仙居茶香安岭茶叶、路桥百花园
林、温岭吉园果蔬等科技支农样板，
今年，浙江黄岩蜜橘科技小院、浙江
温岭水稻科技小院获评国家级“科技
小院”。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台州
市科协探索形成‘一县一策’‘引智助
力’‘学会服务’‘小院助力’‘三长领
衔’‘数字赋能’等‘共富十法’，团结凝
聚科技力量，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从‘平
地上坡’跨入‘高原登峰’，为推进‘两
个先行’、实现‘三高三新’提供有力人
才保障和科技支撑。”台州市科学技术
协会党组书记、主席阮吉敏表示。

科创释放共富新动能

（上接第一版）“小区在东南西北各个
方向分别开放了大门，这就导致非小
区内的居民也可随意进出，增加了人
员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小
区的安全稳定。”邬灵震说，加上周边
餐饮店众多，许多用餐市民会将车子
停在小区内，时常产生交通堵塞、乱
停车等现象。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小区逐渐

暴露出了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环境品
质不高、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治安较
差等问题，这些都成为了制约城市品
质提升的短板弱项。”他说，虽在城
中，但村味仍在。因此，湖滨小区的改
变迫在眉睫。

破僵局，有决心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小区中心原本是一片杂草丛生
的空地，因长期无人管护，垃圾遍地，
影响了小区整体形象。

“考虑到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
我们对此地进行改造，硬化路面，设
置多种健身器材。”邬灵震说。

不光如此，为缓解小区内停车
难、乱停车等问题，去年，他们还对
南门附近的闲置空地进行改造，眼

下，这里是一个能够容纳近百辆车
的小型停车场。“如今，居民可以把
车子停放在此，也避免了房前屋后
空间不足而引发的乱停车现象。”邬
灵震说。

近年来，湖滨小区进行了多次
美丽改造，包括修整地面、路面画
线，清理乱堆放、乱搭建，清除“牛皮
癣”等，白云街道和葭沚街道片长、
驻村干部及 3个村村干部齐心协力，
不分你我，小区的公共环境、人居环
境得到改善。

湖滨小区：变化看得见，幸福“摸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