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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 昕）“哐嚓哐嚓——”
10月1日，大型建筑机械规律的轰鸣
声，回响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项目施
工现场，混凝土罐车、土方车在场地之
间来回穿梭，戴着安全头盔、穿着反光
背心的项目施工方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现场人员坚守在岗，干得热火朝天。

国博中心项目是迄今为止台州
市房建体量最大的工程项目，建成后
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城市能级
有重要作用。因项目工期紧张、工况
复杂、施工难度大……对中建四局来
说是不小的挑战。

“为实现年底赶超6亿元产值的
目标，全体项目人员均以‘抢工期、抓
进度、保质量’为己任，苦干实干、攻
坚克难。”中建四局国博中心项目党

支部副书记李志雄说。
据了解，国博中心项目共分为

ABC三个区块，其中A区包含国博中
心的2-7号展厅。目前正进行底板施
工，每天有 30多台挖机、130台土方
车进场，70多位管理人员和200多名
工人奋战项目一线。

中建四局国博中心项目计划经
理薛晓鑫向记者介绍，A区 6个展厅
大面的垫层施工已近尾声，国庆期间
计划完成最后1个展厅的垫层施工，
4、5号展厅的钢结构基础和开挖凿
装也在同步进行。此外，国庆期间还
将完成A区的桩基检测。

工人薛晓鑫来自福建，他有大半
年没回过家了：“有节点、有目标，我
们全力以赴赶工，确保指标完成。”

国博中心假期建设酣

本报讯（通讯员陈胡南）9月 30
日，台州湾新区高闸飞龙未来社区首
宗 79.4亩经营性用地由中铁建城市
开发有限公司、台州市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8.67亿元竞得。

高闸飞龙未来社区位于台州湾
中央创新区北门户片区，总面积约
58公顷，项目拟建设内容包括商业
邻里综合体、安置房、公园、住宅等配
套设施，其中安置房39万平方米，商
品房38万平方米。2021年，高闸飞龙
社区入选浙江省第四批未来社区创
建名单，为新建类未来社区，建成后
将受益居民约2万余人。

该竞得地块位于台州市经六路
西侧、纬一路北侧，出让面积 52945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18万平方米，

溢价率0%，楼面地价7062元／平方
米，单位地价1092万元／亩，将用于
建设未来社区商住和邻里中心。

据了解，高闸飞龙未来社区区块
涉及高闸、飞龙两村。2003年原台州经
济开发区曾计划启动该区块的征地工
作，因种种原因被搁置。2021年重启，
今年新区借助“五攻”之势，鏖战389天
后，于5月24日清零、9月20日挂牌。至
此，区块将正式迎来“破茧重生”。

目前椒江城东已具备较为成熟
的生活商圈，周边有麦德龙、中城广
场、市立医院迁建工程在建、中央创
新区小学和中学在建、云湖（规划）等
配套设施，高闸飞龙未来社区建成
后，将极大改善区块居民的生活环
境、居住品质。

79.4亩地块拍出8.67亿元

台州湾新区高闸飞龙未来社区
首宗经营性用地拍出

本报讯（记者谢 蕾）9月30日上
午，老省心-府城·老邻舍揭牌仪式
在临海举行，首期建设的 3家府城·
老邻舍系列老年食堂将于 10月 4日
正式开业。

据了解，该食堂是集老年食堂、
健康小屋和社区助餐点配送中心于
一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总投资
2000多万元，将辐射周边社区及其
他社区老人1.3万余人。其中，泉井洋
店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除了
餐饮外，不仅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
管等服务，还设有老年活动室、书法
区、康复器材展示区和休闲吧等活动
场所，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

“让老人就近吃上价廉、健康、可
口的饭菜，在舒适的环境中安享晚
年。”临海市常务副市长江峰说，通过

“1+N”助餐模式，打造城市社区15分
钟，农村30分钟送餐服务圈，不断拓
展“食堂+”功能，从“餐桌”向“书桌”

“茶桌”延伸，构建餐食、生活、学习、
医养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老年食堂还引进
智能结算系统，并开通市民卡支付功
能，通过市民卡、市民码、人脸识别三
种方式均可结算。

二期的 3家老年食堂已于 9月 1
日开工，预计 10月底前相继建成并
投入使用。

临海：老省心-
府城·老邻舍揭牌

本报讯（记者葛星星）“十里长街
是路桥的城市地标，更承载着千年商
都的文明源头……”日前，路桥区政
协路桥街道委员履职小组召开“打造
宋韵古街 助推文化润富”民生议事
堂专题协商会。今年，省政府报告指
出要加快浙江文化标识建设，系统开
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
牌塑造。十里长街如何提升改进，解
码宋韵文化基因，带动文化共富？大家
在民生议事堂里畅所欲言、出谋划策。

“打造宋韵文化融合的十里长
街，最重要的是将老街资源转化为
营收，带动居民提高收入的同时做
到文化共富。”路桥区政协委员王良
宽对长街的历史颇有思考，他建议
做好开发源于历史的地标性建筑，
用于宋韵文化的展出，如“宋韵文化
馆”“民间收藏馆”等；挖掘本地特色
饮食文化，做好特色小吃推广，打造
新“共富密码”。

去年9月30日，十里长街一期开
街。老街上的网红民宿“无问西东”老
板娘罗玉琪，从小生活在老街，如今
更是亲眼见证这里“焕新”。

“到十里长街游玩、消费的商业
氛围初步形成。我们接待了多批来自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还有韩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客人。”罗玉琪说，深
度融合宋韵文化，最重要的是让游客
沉浸式体验长街的宋韵所在。

如何让十里长街的宋韵文化流
动起来、传承下去？在当地文化人士
徐吉鸿看来，可以考虑重建月河诗
社，挖掘人文资源，用诗词推广地方
特色。

现场，路桥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对大家所提的建议意见给予了积
极回应。“民生议事堂是搭建在群众
家门口的协商平台，希望让‘协商在
一线’成为民生福祉的助推器。”路桥
区政协专职常委陈晓彤说。

路桥街道——

民生议事堂献策十里长街

9月30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临海市大田街道纪工委联合宣传办、文化站
开展“墨香传宋韵 巧手贺重阳”主题活动。图为街道工作人员给老人送上新
鲜糕点和水果，与老人们聊叙家常，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本报通讯员高海玲摄

墨香传宋韵墨香传宋韵 巧手贺重阳巧手贺重阳

10月1日，在椒江现代天地，“福彩嘉年华”公益活动举行。现场摊位众多，设有
“防校园欺凌教育”“阿兹海默症普及和筛查”等公益摊位，助力文明台州建设。除此
之外，现场还有宠物领养、宠物义诊，吸引不少来往人群。 本报记者朱丽荔摄

10月1日，温岭市箬横镇红升村，当地民族媳妇们身着民族服饰齐聚文化
广场，通过快闪打卡的方式共迎国庆。图为在文化长廊，大家齐唱《今天是你的
生日》。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摄

本报讯（记者林雅婷 通讯员金
晓欣）9月 30日下午，临海市河头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联系浙江易特纳律
师事务所揭牌仪式在镇广场举行，首
创推出“律师联系基层执法队”综合
执法新模式。这也标志着临海市在大

综合一体化改革道路上再次迈出坚
实一步。

“案件在处理、审核等一线执法
的过程中难免存在难以鉴别的判断
边界，这就需要法律进行公正评判。”
浙江易特纳律师事务所主任卢俊告

诉记者，作为临海市青律联的发起
者，他们一直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
益、社会工作。此次与河头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结对，希望通过自身专业能
力为临海市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提供
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今年 5月，河头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成立，该镇镇域面积100平方公里，
辖区人口 4.5 万人。“一支队伍管执
法”的工作形式虽然解决了交叉执
法、执法缺位等难题，但也面临着执
法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等现象。“律
师联系基层执法队”的执法事项涵盖
整合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9大
方面，赋权 93项行政处罚内容，将进
一步提高基层执法队伍运用法治思
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促进
执法资源优化。

律师联系基层执法队

河头：探索综合执法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光剑 通讯员孔梦姣）
“家里有个老娘要照顾，没办法出门打
工。在共富工坊干活，钱虽然少挣一
点，但好在能照顾家里。”近日，仙居县
溪港乡仁庄村共富工坊内，村民杨秋
花熟练地穿针引线制作头花。

溪港乡是革命老区，全乡外出人
口多，留守人员以老人和小孩为主，

为全面拓宽革命老区劳动力的就业
途径，溪港乡党委政府积极谋划，通
过“工坊下乡+来料进村+技术入户”
三式合一，实现多方共赢。

“我们结合群众实际情况，主动对接
村民便于开展的、利润较高的工种，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溪港乡党委书记张二兵
表示，“同时，我们注重发挥乡土人才、

致富能手等人的主观能动性，吸引他
们共同参与到共富工坊建设中来。”

在乡党委的主动对接下，溪港乡
金竹山庄民宿主柯兰花也成为共富
经纪人之一，通过努力，引进了头饰
等产品的来料加工。

溪港乡还因地制宜建起了民宿共富
工坊，整合全乡42家民宿，抱团发展。在

此基础上打造“金竹山庄”“逸乡居”等作
用发挥突出、群众满意度高的示范工
坊，带动各民宿工坊户均增收10万元。

该乡借助民宿共富工坊内的共
享客厅，设立了 15个“共富微专柜”，
收集全乡28个系列农产品进行展销，
所获利润由民宿经营户、供货方和村
集体三方分成共享。

溪港：“共富工坊”助老区群众增收

民族快闪一家亲民族快闪一家亲

公益活动受青睐公益活动受青睐
国庆期间，我市加强对高速路口等场所疫情防控，多措并举密织交通安全

疫情防控网。图为10月1日，在章安高速收费站口，椒江交通防疫人员正在检
查省外来台人员的防疫信息。 本报记者聂杨波摄

10月1日，玉环市坎门街道，观赏日出的游人早早来到后沙沙滩，等候国庆
假期的第一缕朝阳。后沙沙滩经过退岸还滩整治后焕然一新，吸引八方来客。

本报通讯员段俊利摄

退岸还滩引客来退岸还滩引客来

织牢假期安全网织牢假期安全网

本报记者任 健 诸葛晨晨

10 月 1 日，历时三年精心打造
的中华史博园正式对外开放。中华
史博园位于路桥区新桥镇郑际村
与田际村交汇处，是经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批准的红色文旅项目，
2019 年由新桥镇人民政府招商引
进。该项目分两期实施，总占地 360
亩，预计投资总额 2亿元。目前开放
的是一期项目，占地 120 亩、耗资
6000多万元。

走进中华史博园
昨天下午 5点，记者来到中华史

博园，只见园区大门附近的村道两旁
停满了私家车，门口站了五六位执勤
的工作人员，有游客陆续进场。

进 入 园 区 ，就 看 到 圆 廊 大 舞
台，古朴典雅、气势恢宏。据投资人
俞玉林介绍，该建筑由他本人设计
并建造，直径 45 米，参考了福建圆
楼和江西婺源彩虹桥的设计理念。

整体建筑设计形似圆楼，土墙部分
以回廊代之，圆廊由此得名。中心
大舞台上有 56盏方灯，寓意民族大
团结。

圆廊大舞台几步之遥处，是两辆
退役的坦克，孩子们兴奋地围着“大家
伙”拍照留念。这是老俞几年前花大价
钱买的，不远千里辗转运到台州。

圆廊之西有河水相隔，河水两
岸彩虹桥相连。走过彩虹桥，是由各
种彩灯装饰的拱门，进入拱门，便进
入了长长的历史隧道：从绵亘万里
的雄伟长城到金碧辉煌的巍峨故
宫，从古朴雄伟的商周青铜器到色
彩缤纷的明清陶瓷，从群星闪耀的
诸子百家到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
从文学史上并称为“风骚”的《国风》

《离骚》到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从
候风地动仪到四大发明……上下五
千年中华文明史，以文字和 3D画作
的形式，呈现在九曲黄河形状的
5000米长路上。是的，你踏过的每一
步都是历史。

“中华文明之路”的背后
“九曲黄河代表中华文明之路

的曲折过程，同时，也代表中华民
族百折不挠、激流勇进的民族精

神。”俞玉林介绍，历史长卷由国家
一级美术师芦宾领衔，耗时两年多
设计并创作完成，团队核心成员有
十几位，他们中有美院教授、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师范院校师生等。
芦宾告诉记者：“创作灵感来自故
宫博物院和全国各地博物馆。光是
故宫博物院，就拍摄了上万张图
片。设计手稿如果叠起来会有一米
多高，更多的是电脑操作。紧赶慢
赶 ，终 于 赶 在 9 月 底 之 前 全 部 完
工，向国庆献礼。”

芦宾被称为“古民居的守望者”，
他和俞玉林五六年前在黄岩宁溪乌
岩头民宿相识，感动于农民老俞一腔
热血搞乡村振兴，两人成了好朋友。
三年前，俞玉林来到新桥，提出打造
史博园的设想，与芦宾一拍即合。

“中华史博园的使命就是要再现
一部丰满鲜活的中华文明史。以艺术
加科技的手法再现中华文明史的发
展历程，让史实说话，让游客在游览
和体验中铭记历史，继往开来。”俞玉
林说，这是他不遗余力打造中华史博
园的出发点。

走在5000米历史长路上，不时看
到有浮雕壁画矗立在田野上，诉说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史。还

有一面面彩绘壁画，展现了社会主义
建设卓越成就。芦宾认为，这是目前国
内少有的研学和爱国主义创新教材。

中华史博园可读可游
中华史博园不光可看还可沉

浸式体验。红色抗战体验区块，地
道战、地雷战、游击战等情景式互
动景点，让游人特别是学生在互动
中接受红色教育；红色圣地体验区
块，利用项目内水系，坐乌篷船游
红色圣地……

占地 120亩的中华史博园，自然
与历史完美组合——“文明之路”四
周是成片成片的红高粱，齐刷刷挺
立，生机勃发。眼下，正是红高粱将熟
未熟之际，走近它们，犹如走进莫言
的高密乡、走进张艺谋的电影。

夜幕降临，史博园亮灯，音乐响
起。附近村民、游客一路说笑着纷纷
进园。从椒江赶过来的齐齐小朋友开
心地走完了5000米“中华文明之路”，
又在爸爸的陪伴下坐了过山车，直
叹：“好嗨呀，下次再来。”

深邃的夜色中，圆廊大舞台流光
溢彩，彩虹桥如梦似幻。火树银花，晚
风轻拂。中华历史长卷星光灿烂，复
兴之路就在脚下。

——台州“中华史博园”开园扫描

读历史长卷 走复兴之路

本报讯（记者卢靖愉）“有了这笔收
入，以后每个月药费的负担减轻不少。”9
月30日，临海大田街道的谢才志拿到了
一个由浙江世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

“智能售货虚拟岗位”，这意味着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他，也能拿到“工资”了。

当天，临海正式启动“智能售货
机+残疾人虚拟就业”项目，鼓励引导

企业提供场地引进智能售货机，每引
进1台售货机对应认领1名重度残疾
人或“一户多残”家庭中的残疾人，设
置“虚拟就业岗”，并将每个月销售额
的 5%作为工资福利发放给帮扶对
象。据了解，该项目在大田街道开展
先行先试，目前已有20台智能售货机
入驻11家爱心企业。

“在就业年龄段内，临海现有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士5009人，
占重度残疾人总数45.39%，这部分人
群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此次设置‘虚拟岗位’，既是帮助残疾
人士实现增收的务实之举，同时也是
鼓励社会各界消费助残的爱心之举，
让每一笔消费都有温度。”临海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胡天临说。
“消费助残”是临海推出残疾人创

业就业新模式。在 2020年，临海推出
“临掌柜”残疾人电商创业平台，现有
1265名残疾人在线开店，总销售额达
1000多万元，线下还设有 55家“临掌
柜”便利店和 183家提货点。2022年，
临海市残联联合临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推出公益性岗位89个，联合
临海市垃圾分类办设立残疾人“垃圾
分类督导员”岗位 10多个，可为每位
残疾人家庭年总增收3万元以上。

临海：“消费助残”拓宽就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