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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章 浩）9月10日，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按照全省
统一部署，自9月11日零时起，台州市常
态化核酸检测频次从5天1次调整为72小
时1次，自9月14日零时起开始扫码查验。

通告指出，全台州市居民及其他在
台州人员每72小时应自觉完成1次核酸
检测。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原规定检测频
次大于72小时的统一暂时调整为72小
时1次，有更严规定的从其规定。

通告要求，各类公共场所（含公共交

通工具）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
好查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扫
台州“畅行码”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
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人员，可持有
效期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通行。

旅客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
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同时，在切
实按照高中低风险地区落实涉疫人员相应
健康管理措施的基础上，省外来返台州人
员应在抵达台州后第一时间完成一次“落

地检”，倡导进行“3天3检”（抵达台州3天
内每天完成1次核酸检测），后续按照市内
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予以落实。

通告提醒，各地要根据实际，增设采
样点、调整优化核酸采样时间，及时通过
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核酸采样点查询小
程序等发布、更新核酸采样点信息，为市
民提供就近就便、优质的采样服务。

对不履行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义
务，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台州调整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

市民每72小时完成1次核酸采样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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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本报通讯员唐丽芸

近日，在五年一度的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评选表彰工作中，陈小平被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予以嘉奖，成为我市
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

容颜素净，始终微笑，严肃却又不
失热情，是陈小平给人的第一印象。
2007年，陈小平从法院正式调到天台
县纪委工作，2018年起任天台县委第
一巡察组组长。10多年的执纪执法工
作，铸就了陈小平坚定的政治信念、优
秀的政治品质、强烈的大局意识，她以

匠心守护初心、以实干诠释担当，诠释
着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铮铮誓言。

履职尽责善作为
执纪执法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

广，陈小平深知靠“吃老本”不行，必
须不断学习、探索和总结。她勤学多
记、深思熟虑，学习笔记积累了厚厚
的几十本。学思践悟后，陈小平走进
部门、乡镇、村庄，结合工作经历、实
际案例开展宣讲活动。2012年至今，
陈小平共宣讲80多场次。

“民生无小事，事事总关情。”在

日常工作开展中，陈小平始终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顽症痼疾开展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纪检监
察工作就在身边。

2019年，在对台州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天台分中心分党组进行巡察时，她发
现有1471户因身份证信息不准确，公积
金账户被永久封存，合计封存金额达
261万元。巡察组反馈后，被巡察单位立
即进行整改，让沉睡的公积金重新找到
主人。收到封存的公积金后，街头镇的
汪老先生甚是激动：“县委巡察真是好！
帮我把十几年前的钱都找回来了。”

“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再琐碎
也都要用监督的‘筛子’细细筛一遍。”谈
及工作的宗旨，陈小平如此诠释。据了
解，三年来共巡察单位25家，发现各类
问题594个，移送问题线索46条，追回各
类违规资金450多万元，推动被巡察单
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240多项。

勇于探索求创新
从法院到纪委再到巡察工作，陈

小平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正是这种“钻”的精神，有力促进了多项
制度创新成果的诞生。（下转第三版）

——记天台县委第一巡察组组长陈小平

在平凡岗位上镌刻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屈扬帆

烈日下，挖机林立，砂石车往来，一派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这是位于椒江心海社区心海育才小学的建设现
场。一年之后，这里即将崛起一座现代化校园。这是椒江
教育提质工程建设的一个缩影。

椒江注重教育同质，坚持“人口集聚、教育先行”理
念，立足百万人口需求，奋力推进主城区教育质量跨越
式提升。

“如今，我们超常规谋划教育建设项目45个，总投资
约 80亿元，全力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以超常规发
展的理念推动教育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让老百姓共享
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椒江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筱
锋说。

扩容提量打好学位倍增组合拳
记者在椒江区教育局看到一份学校（幼儿园）建设

项目攻坚汇总表，高标准严要求，清单化推进。这是椒江
教育基建三年攻坚行动，谋定80亿元投资、45个项目，高
标准规划建设幼儿园项目25个、中小学项目20个。区教
育局牵头，街道部门配合，排好时间表、绘定作战图。所
有项目2年内启动，4年内建成投用。

如今，洪家港头徐小学、前所第二中心小学、区第二
中心幼儿园、东方幼儿园、文渊小学二期等建设项目，已
经到设计图的最后确定阶段，今年下半年将陆续开工建
设。全区各中小学及幼儿园校区改造提升项目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

“瞄定学府椒江目标，打好学位倍增组合拳。我们启
动实施‘三个一批’计划，即在中心城区集约用地、扩建一
批，在新兴区域优选地块、新建一批，在城郊片区撤并改
建、提升一批。”椒江区教育局副局长叶瑞芬告诉记者。

立足青年发展型城市需求，地块由教育先选，用最
好的地块建最好的学校，这是椒江的承诺；启动“三年倍
增计划”，实现“落户椒江就有学位”，做到“学位等人”，
这是椒江的目标。

扩面提质全面布局教育共同体
今年秋季，椒江区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符合条件的

随迁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学位资源供给不足的，由政府
购买学位到民办学校就读，做到应买尽买，确保2万多名

随迁子女享受同城同质免费义务教育。
“突出解决好‘新椒江人’后顾之忧，到2024年，基本满足新椒江人子女入

学需求，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供给率达到100%。”叶瑞芬说。
十三五期间，椒江北书学校、华东师大附属台州学校、镇海中学台州分校

先后落户开学；特级教师、市名师名校长人数居全市前列。“名校+”“高校+”“集
团+”“中心校+”等共同体模式，为“学府椒江”再添底色，再加上城区强校联盟、
乡村名校联盟，引领新校、弱校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教育优质均衡持续巩固，教育共同体全面布局，椒江创成“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区”“浙江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区”。

扩源提优集聚优质教育资源
今年，椒江区3名教师获评浙江省春蚕奖、21名教师获评台州市教育工作

成绩突出个人等省市荣誉，同时还评选出10名椒江区首届“垦荒好教师”以激
励着全区教育工作者。

椒江不断扩源提优，以教育为“磁石”，为“百万人口集聚”提供强大吸
附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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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 怡

日前，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
合下发《关于表彰全国绿化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临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获评全
国绿化先进集体，为台州唯一。

近年来，临海市以“山水林田湖
草”全面和谐发展为基本执政理念，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经济
发展导向，加快推进森林扩面、提质、
增汇，到去年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8.50%，乔木林单位蓄积量4.73立方
米/亩，林地面积 229.97万亩，活立木
总蓄积782.36万立方米，林地面积和
活立木总蓄积呈现双增长。

“国土绿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临
海把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作为改
善民生的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扎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历史名
城、制造强市、共富高地’提供坚实的
生态支撑。”临海市委书记吴华丁说。

造林添绿
9月，走进临海红杉林省级湿地

公园，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落羽杉，
蜿蜒的小道上落满了红褐色的树叶，
仿佛铺就了一条红毯。

“临海红杉林省级湿地公园具有
全省最大的落羽杉、池杉群系组成的
沼泽湿地。”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林业技术推广和场圃旅游服务总
站站长陈献志介绍，该公园总面积
258.9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211.85
公顷，湿地率达82.2%。

时间拨回2011年，彼时的这片湿
地是另一番景象。临海红杉林省级湿
地公园地处牛头山水库上游，那几

年，由于开采河沙过度，原有的湿地
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成片树木出
现枯死情况。2011年至 2015年，临海
市连续5年在该湿地实施平原绿化造
林项目，种植面积达1730亩。

“我们每年都会根据树木的实际生
长情况进行补种、扩种。今年以来，我们
持续挖掘山地绿化造林空间，在牛头山
水库库区新种400亩树苗，目前长势良
好。”陈献志说，今年，临海市投入500万
元，与公检法机关合作，在临海红杉林省
级湿地公园共同打造生态警务驿站，进
一步加强对湿地的保护。（下转第二版）

森林覆盖率达68.50%，林地面积229.97万亩，林地面积和活
立木总蓄积呈现双增长

临海：以国土绿化筑牢生态发展之基

本报记者洪雨成

上月下旬，2022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互联网+国际贸
易综合技能”赛项举行。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经贸学院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4位同学代表浙江省出战，最终勇夺
团体二等奖。

奖状背后，是学生和指导老师
连续两个月每日坚持训练，是实验
室管理团队全天候提供的网络与设
备保障，是全院上下“教、学、做、练、
赛”一体的理念体现。

近年来，台职院经贸学院积极
强化竞赛实践，通过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更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
学院创业导师设立了童话电商创业
及竞赛培育工作室、台职院创业园
产播基地等，先后成功培育了左拎
右送、“台宝我家”、肆天淘农等10余

个学生创业项目。
今年以来，经贸学院竞赛育人捷

报频传：5月，获省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一等奖5项和最佳组织奖，一等奖数量
居全省高职院校首位；6月，在省“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银奖、铜
奖各1项；7月，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
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跨
境电商实战赛道”综合赛落幕，台职院
经贸团队再度斩获一等奖的佳绩。

与此同时，经贸学子也在积极走
出“象牙塔”，在社会“大课堂”中开启
实践课题，探索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备课、调研、策划、排练……对
于经贸实践小分队成员们来说，“三
下乡”活动是这个夏天最珍贵的回
忆。这个暑假，经贸学院喊出“青春
心向党，乡村促振兴”的口号，组织
学生来到玉环大麦屿街道福源村开
展暑期实践—— （下转第三版）

台职院经贸学院——

实践育人 青春闪耀

本报记者许灵敏 本报通讯员许 宁

近日，在黄岩高桥街道瓦瓷窑
村，数名古建工人忙碌穿梭，挥汗如
水。正在建设中的青瓷源博物馆、文
化街已见雏形。

从2021年8月开始，村里类似这
样的改建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因
生产瓦当和青瓷而得名，自然禀赋优

越、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正演
绎一场美丽乡村蝶变记，也将成为高
桥美丽城镇建设的样板。

变脸：樱花绿道，“一
轴”串起生态休闲长廊

瓦瓷窑村位于黄岩西南部，依山
傍水，村庄南面山堡上遗存瓦瓷窑青
瓷烧造龙窑遗址，古窑址属于沙埠青

瓷窑址群之一，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

在该村的中央地带，永丰河穿村
而过，将村庄分成南北两岸。过去，沿
河一带脏、乱、差，断墙残壁随处可
见，垃圾成堆，道路坑坑洼洼。群众要
求整改的呼声强烈。

“这里将建起步行道、骑行道、
亲水平台等公共设施，为村民提供

一条集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于一
体的生态廊道。明年春天，待到樱花
满树时，有望成为台州市民的又一
网红打卡地。”临近退休，还为瓦瓷
窑村改造忙碌的驻村干部王岳永向
记者描述。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给瓦
瓷窑的布局是“一心一轴一带”，布局
的初衷是：通过实施美村建设，推动
瓦瓷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
“校地合作是瓦瓷窑村成功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大优势。”（下转第三版）

瓦瓷窑村寻“三变”

▲9月10日上午，建设者正在玉环市温玉铁路漩门湾特大桥施工。中
秋小长假期间，中铁十四局集团温玉铁路项目部的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
守岗位抓紧施工，以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 本报通讯员段俊利摄

9月10日，建设者在杭温高铁仙居特大
桥施工。中秋假日，中铁上海工程局的建设
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抓紧施工，确保工程
进度。杭温高铁是长三角高速铁路圈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战略通道，全长319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中秋节，在临海方溪水库引水及配套水厂工程建设现场，100多名工
人坚守岗位保施工。建成后，该水厂每年可向市区供水3600万立方米，进一步
提升全市饮用水质量，有效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 本报通讯员郑华智摄

佳节不停工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通讯员张 宇）9月9日，
在浙江杭州举行的“韵味杭州”2022
年全国体操锦标赛落下帷幕。在率
先进行的男子跳马决赛中，资格赛
排名首位的仙居籍浙江选手陈忆路
获得冠军。

助跑、翻滚、落地……比赛现
场，陈忆路每完成一套动作，都收获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陈忆路，1998年出生，户籍仙居
县官路镇石井村。从小随父母在嘉

兴生活。5岁时，被嘉兴的体操教练
发掘，从此走上体操之路。2011年被
选入浙江省体操队，并于 2018年专
项训练跳马。这些年，陈忆路参加过
国内多场跳马比赛，荣获“国家运动
健将”称号，并斩获多枚奖牌。

“成绩是一时的，接下来我会继
续努力，以备战亚运会为目标，保持
最佳竞技状态，争取能在更大的赛
场上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陈忆
路说。

仙居小伙陈忆路获
全国体操锦标赛跳马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