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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椒江这家企业
为新能源造“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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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街：聚力“五美”建设
描绘美丽城镇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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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聆听）根据省人
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和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安排，近日，由市人大常委
会领导带队分成 8 个检查组，对 9
个县（市、区）和台州湾新区开展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行
情况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主要是检查贯彻

落实条例和《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台州市推进“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台州市“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2022 年重
点任务清单》等的基本情况，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改进工作的对策和举
措等。

9月 21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吴海平带领执法检查组，到路桥区
开展《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
行情况检查，现场视察了路桥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队和古街社区街长驿站。
随后，执法检查组召开汇报会，听取
路桥区政府关于《浙江省综合行政执
法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及市

人大代表关于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和
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陈刚敏参加。

在听取相关汇报后，吴海平指出，
路桥在贯彻落实《浙江省综合行政执
法条例》这项工作中，工作站位高，法治
意识强，问题分析准，工作态势好，改革
信心足，值得充分肯定。（下转第二版）

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颜 静 通讯员陈
峰）9月21日，温岭市召开首届岭商大
会。大会以“新岭商 新产业 新未来”
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凝聚起各方力量，
在新变局下迎接挑战、重振信心。

大会提出共育新岭商，加快建设
现代化岭商队伍，呼吁广大岭商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同时，把更多的技术带回来、人才引进
来、资本投下来、项目建起来，把事业
的“根”留在温岭。

当天，一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完

成签约，项目总数 67 个，总投资额
464.1亿元。其中场内签约项目 24个，
总投资额 294.5 亿元，场外签约项目
43个，总投资额 169.6亿元，标志着温
岭“创新制胜 向海图强”战略进入了
实施阶段。

民营经济是温岭的金名片，岭商是
温岭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改革开放
以来，以岭商为突出代表的温岭人大力
发扬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
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第一张个
体户营业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等多个“全国第一”。他们走南闯北，活
跃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舞台上。

在温岭市“创新制胜、向海图强”
的大战略下，温岭商人正奋进全新的
发展空间。2021年，温岭生产总值突
破 1200亿元，规上工业挺进千亿级，
跻身全国百强县第 16位。当下，该市
正坚定不移实施“强工兴市”战略，努
力向着规上工业总产值超 2000亿元
的目标奋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构建‘两城两湖’发展格局、谱写

‘两个先行’温岭篇章”，加快打造现代
化中等城市。

当天的主论坛还邀请企业家和科
研专家代表，围绕“创新制胜 向海图
强”等主题进行交流讨论。

温岭召开首届岭商大会

签约67个项目 总投资464.1亿元

9 月 21 日，温岭市甬台温高速至
沿海高速温岭联络线滨海枢纽，建设
者正在架设大桥梁板。滨海枢纽是两
高联络线终点，是连接沿海高速公路
的控制性工程，在完成全部桩基施工
后，目前正有序进入梁板架设、桥面系
施工，项目形象进度完成70%，枢纽形
象初步呈现。 本报通讯员刘振清摄

滨海枢纽形象初现

本报记者颜 彤

近日，走进天台县南屏乡前杨
村，田间一个个硕大饱满的黄桃挂
满枝头，农民们正提着篮子忙着筛
选采摘。

“今年黄桃喜获丰收，预计总产
量达 4吨以上。目前已售出 1.5吨，销
售额近 15 万元。”前杨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再兵说。

殊 不 知 ，几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从天台县

“末流村”到“先进村”，这里发生
了什么？

昔日荒山变“金山”，桃
园结出“黄金果”

在前杨村的鲤鱼山上，桃树郁郁
葱葱，“金果”压满枝头。七年前，这里
野草丛生，一片荒芜。

“前杨村 80%的人在外务工，劳
动力有限，村中许多田地因此撂了
荒，包括鲤鱼山上的 140亩耕地。”杨
再兵说。

2016 年，为了村子发展，村“两
委”决定通过土地流转回收“荒山闲
地”，再由村里派人进行统一规模化
管理。前杨村共分 12 个村民小组，

140 亩地关系村中近半人口，村“两
委”干部们一人负责一个小组，挨家
挨户上门走访。

“找熟人劝说，反复登门，‘情理
法’并用，能用的方法我们都用上
了。”杨再兵说，为打消村民疑虑，
只要协议签订，村“两委”立即支付
租金。

仅一周，全村土地流转协议签订
完成。

村“两委”干部脚步不停歇，邀
请农业局、林业局专家前来考察土
壤成分，寻找适宜种植的品种。同
时，他们还前往临海市括苍山、天台

县雷峰乡等桃业发展成熟的地方进
行学习。两周后，一棵棵黄桃树苗落
地扎根。

“一开始因为缺乏专业知识，黄
桃品质并不好，村里便经常送我们几
个管理人员出去学习、交流。”村民杨
永桧说，每 3—4 个月乡里就会有一
次固定的交流研讨会。

4月疏果，5月套袋，其间还要除
虫、除草、洒农药……如今，对于黄桃
种植，杨永桧如数家珍，田间挂在枝
头的黄桃比拳头还大。

直播电商进田间，农户
纷纷展笑颜

打包好果子，淘汰坏果子，最后将果
子进行装箱，这是8月份以来村民杨威军
每天反复做的工作。 （下转第二版）

天台前杨村：“桃”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庞晓栋

蓝天下，永安溪的源头——石长坑
就像卧在丰沛大地上的一条“绿丝带”。

起自金竹溪村，流入下岸水库，
这条“绿丝带”浓缩的精华段有 2公
里，位于仙居县溪港乡金竹溪村。

这2公里水域，对于48岁的吕宽
炤来说，意味着 365天忙碌而美好的
生活——作为金竹溪村村委会副主
任，新农村建设为村庄带来人气后，
他带领村民将房子改成民宿，自己也

当起了“民宿管家”。
然而前几年，这段流域还是堤岸

破损、杂草丛生、河道不畅，常被外人
奚落为“穷山恶水”。

河还是那条河，但思路一变天
地宽。依托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金
竹溪村做足“水文章”，走出了一条
山水美、文化兴、产业旺的乡村振兴
道路。

以水为脉，绘就绿美乡村
“背靠山，大树遮阴，水流清澈见

底，且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这可是城
里人羡慕不来的。”每天去溪边巡查，
是吕宽炤作为金竹溪村村委会副主
任的日常。

金竹溪村，曾经可以说“藏在深
山人未识”，流经村里的小溪，支撑着
整个村庄：洗菜洗衣服、浇菜园、灌溉
稻田……

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越来越多村
民选择远离故土，金竹溪村因此凋
敝。年轻时，吕宽炤也跟着乡亲们到
大城市谋生。

小溪从“繁忙”归于“平静”，他原
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将彻底“上
岸”。出乎他意料的是，2014年，他再
次与小溪亲密接触。

这一年，为了村里的建设，村“两
委”班子把吕宽炤从外地叫回来。“当
时村里正着手开展‘五水共治’工
作。”吕宽炤回忆。

河道治理、设置拦水堰、新建廊
桥……回村后，吕宽炤和其他村干部
一起，通过一系列举措，让永安溪源
头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下转第八版）

仙居金竹溪村：一溪碧水串起“美丽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章鸣宇 记者
黄 微）这几天，在位于黄岩区新前街
道的浙江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流水线上满负荷生产，平
均每两分钟就有一辆电动车下线。

以黄岩为代表的台州板块是我
国电动车产业三大板块之一，近年
来，黄岩区立足模塑等优势产业基
础，助力电动车龙头企业扩产增效，
带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电动
车产业高速增长。今年前 8个月，黄
岩区电动车产业实现产值 81.36 亿
元，同比增长15.8%。

当前，新国标的实施，再叠加油
价上涨和碳达峰、绿色出行等背景，
电动两轮车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
长。为满足市场需求，今年，浙江爱
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深挖生产潜
力，将生产线从四条拓展到五条，每
月出货量从 12万台提升到 15万台，
但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逐渐
进入下半年生产旺季，生产线上员

工每天平均上班时间最少 10 个小
时，有时甚至达12-13个小时。”该公
司营运管理部长陈辉说。

在浙江誉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各
种电动车的零配件不断下线入库。作
为雅迪、爱玛等全国排名前10名的电
动车零配件供应商，为争抢更多的市
场订单，今年该企业新设置了高标准
无尘车间，生产更高质量的车灯等零
配件。新车间设立后，故障率下降了
至少20%，客户的投诉也减少了。

作为中国首个“电动自行车及
零部件产业基地”，黄岩区已形成集
聚整车生产、零部件配套、研发创新
和销售服务以及物流运输为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拥有“塑料
覆盖件产销、电机电控产销、整车零
部件制造占有率”三个全国第一。目
前，该区500多家电动车产业集群生
产企业，正致力于为国内所有两轮
电动车企业提供配套。

今年前8个月产值同比增15.8%

黄岩电动车产业扩产增效

本报记者崔旭川 张 荣

9月 19日，往来玉环的市民发现，通行多年的漩门
大坝上，已经拉起路障，停止通行。这座 1977年面世的
漩门大坝将于22日正式拆除，漩门湾水系时隔45年，将
重新连通。

“45年前，筑坝是为了破除发展制约和交通瓶颈，如
今撤坝，是为了恢复水系自然连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变的是方式方法，不变的是建设
花园式港口城市的初心。”玉环市副市长奚圣懂表示。

筑坝
1977年之前的漩门海峡，水势湍急，漩涡涌动，被称

为“龙窝”“险峡”，当时的民谣唱道：“漩门湾，鬼门关，眼
望漩涡泪斑斑”。两岸人民通行只能靠摆渡，极为不便，
严重制约玉环本岛的发展。

为解决两岸交通问题，当时曾提出三种方案：一是
造桥，二是结合水力发电，三是筑坝。受限于我国当时的
造桥技术，综合考量后选择了筑坝方案。

彼时的玉环人民，移山填海，将漩门海峡截断。1977
年5月23日，漩门大坝合龙，10月1日，14米宽、145米长
的漩门大坝正式通车，现场盛况空前。

一朝天堑变通途，玉环一举进入陆海连通的新发展
格局。2021 年玉环生产总值 711.4 亿元，45 年增长 899
倍；规上企业增至 1031家，规上工业产值 1027亿元，双
双“破千”，上市公司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7家。

海岛小县实现向经济强县的涅槃腾飞之旅。

建桥
2017年，玉环撤县设市。该市的第十五届一次党代

会上提出“港口带动、拥湾发展、产城融合、全域一体”发
展战略，明确了打造现代化海湾城市。而漩门湾区块正
是未来城市的核心，科学谋划该区域，成为玉环高质量
发展的破题要义。

不破不立。建桥撤坝，贯通漩门湾水系，促使玉环市
向漩门湾区域集聚成了当时玉环的选择。规划漩门湾大
桥，与漩门大坝相邻，路线总长 3.4公里，按照一级公路
标准设计，同时兼顾城市道路功能。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成为
玉环交通“五纵五连一环岛”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桥漩门湾大桥采用 120+75米独塔“月环”形钢斜
拉桥，在国内属首创，因而得名“月环桥”，桥宽39米，塔高63米，设计双向六车
道，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此外，新建的漩门双隧道长235米；工程支线长1.81
公里；支线漩门高架桥长约 1566米，双向四车道。与漩门大坝相比，通行效率
极大提升。

同时，“月环”造型与“玉环”相呼应，体现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
潮生”的意境，寓意美好。

撤坝
“从区域生态角度考虑，填海筑坝阻断了洋流，不利于区域生态平衡和

防洪排涝。”玉环市农业农村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海滨介绍，“拆除漩门
大坝，通过玉环市漩门湾拓浚扩排工程建设，将极大提高漩门湾区域的防
洪排涝能力，这是城市建设防洪先行理念的体现。同时，大坝拆除后，漩门
湾水系贯通，碧波蜿蜒，将是一道美丽风景，也为下一步建设漩门公园打好
基础。”

据悉，漩门大坝拆除实现漩门湾水系贯通后，整个区域将形成5万多亩水
体，总蓄水容积达 1亿多立方米，水系的联通和水体容量的增加、加上多工程
联动、多管齐下，将极大提高周边乡镇的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湾区水环境和生
态环境，助力玉环花园式港口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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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陶宇新）9月 21日，
市委书记李跃旗在调研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两业并
举”，推动服务业结构、业态、模式、
质量全面创新，让服务业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主引擎，全力打响“台州服
务”品牌。市领导吴才平、陈建勋参
加调研。

在椒江区爱华·新台州大厦，

李跃旗实地走访了航运服务业、跨
境电商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企
业，了解企业运营管理、服务质效
提升、人才引进培养等情况及现阶
段面临的困难。李跃旗说，楼宇经
济是新经济发展的载体，要强化党
建统领，优化楼宇生态，统筹业态
布局，强化以商招商、以企招企，嵌
入管理、服务等功能，形成一批品
牌化、特色化楼宇集群和产业商
圈 。在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李跃旗要求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着力提升检测科研能力和服务
企业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
效的技术支撑。在考察金属材料贸
易相关企业时，李跃旗勉励企业顺
势而为、因时而变、稳步发展，加快
数字化转型，健全从物流、仓储到
配送的综合配套，做强交易平台。
李跃旗还来到义新欧台州号展厅，
了解班列运行情况，希望进一步推
动扩量提质，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助力更多台州制造走向“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推动我市开放型经
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椒江区有关社区聚力打造“一站
式”邻里中心，让老社区焕发新活力，
深受群众欢迎。李跃旗考察老年食
堂、托育中心、健康小屋等，对该社区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解决居民急难愁
盼问题给予充分肯定。他说，高品质
的社区服务就是要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美好生活。 （下转第二版）

李跃旗在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

促进服务业融合发展
集聚发展创新发展

·喜迎二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