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龙 楠 崔旭川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2 要闻 2022年10月3日 星期一

本报讯（通讯员栾旖旎 钟悄悄）
混凝土车辆来回穿梭，机器设备轰
鸣不断，建设者们一片忙碌 ...... 近
日，位于椒江的农港城二期项目第
二阶段主体结构全面结顶，这标志
着农港城二期项目工程建设完成了
关键节点，提前完成今年进度目标，
其中包括 3 万吨级环保型冷库，工
程预计明年6月投用。

冷库是农港城“菜篮子”的重要
配套工程。根据设计，该冷库整体库
容约 10万立方米，建筑为 5层，其中
一层为配套市场，二至四层为低温冷
冻库，五层为变温库，主要用于农产
品中转存放。农港城二期项目冷库选
用二氧化碳、氟利昂的复叠制冷技
术，一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氟利昂的使
用量，实现更低碳、环保、节能。另一
方面，有助于农港城进一步打造区域
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降低农产品的

损耗率、延长存储时间。
作为省、市、区三级重点建设项

目，农港城项目二期工程占地 132
亩，总建筑面积 17.8 万平方米，于
2019年 6月开工。主要功能为“三场
一库”：肉类冻品市场、粮油市场、蔬
菜市场及3万吨级冷库，项目工程分
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6幢已于2021
年9月正式完工投入部分使用。

“项目全面建成后，市场肉类、冻
品、粮油、蔬菜批发和 3万吨级冷库
等业态布局更加合理，将形成农副
产品‘全品类’一站式采购中心，打
造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城市农业综合
体，实现年交易额 50亿元。同时，也
为进一步拓展台州城投集团农批业
务规模，高质量保障民生，履行国企

‘菜篮子’保供稳价责任，带动农业
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农港城总经理杨文杰说。

农港城二期项目冷库预计明年6月投用

椒江：打造3万吨级
“超级冰箱”

本报讯（通讯员林 霞）“太谢谢
你们了！”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三门县
公安局海游派出所收到一份特殊礼
物：一面写有“为群众解忧、为人民服
务”的锦旗。

当天上午 10时许，家住杭州富
阳的姚女士和家人来到海游派出所，
感谢民警的热心帮助，让她和失散
70余年的亲妹妹得以相认，圆了她
一个心愿。

9月中旬，民警郑陈亚接到一个
求助电话，77岁的姚阿婆想寻找她
的失散 70余年的妹妹，说自己妹妹
比她小3岁，曾生活在三门沙柳一带

生活，自己年纪大了，想找回妹妹。
得知情况后，民警郑陈亚迅速与

沙柳的社区民警取得联系，并多次赶
往沙柳，根据阿婆提供的名字“谐
音”，一同筛选、寻找。

最终，在沙柳曼岙村找到了阿婆
的妹妹，对于见面，妹妹一开始有些
犹豫，因为内心对自己年幼时被抱养
的事实，存有怨气。

“那个年代，父母可能有不少难
处，但总归血浓于水，何况你们的年
纪这么大了……”在民警的几番耐心
劝说下，妹妹放下了心中的芥蒂，两
家人在这个国庆假期成功相认。

在三门警方帮助下

失联70余年
老姐妹国庆相聚

本报记者卢靖愉

“今天要送200多件，我得抓紧出
发了。”9月 28日上午 7时，邮政临海
分公司快递小哥沈卫周像往常一样，
把包裹一一装车，拿上快递扫描枪，
启动快递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从事这一行14年的他，心里有两
张地图，一张是派送地图，平日里走
街串巷，连门牌号都记得大差不差
了；还有一张是“民情地图”，哪里老
年人多适合开展反诈宣传、哪个楼道
堆放了杂物，他心里也是“门儿清”。

在临海，心里装着“民情地图”的
人不在少数。特别是近年，以外卖员、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

业群体，也纷纷加入到社会基层治理
的队伍中来。

“临海有新业态企业300余家，新
就业群体8000余人，这类群体工作灵
活度高、流动性强，离群众也近，他们
当中还有121名党员，我们就在思考，
何不变特点为特长，进行角色延伸，
动员他们一起参与社会治理？”临海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
记王海波介绍，在这一背景下，“三同
五员”工作机制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三同五员”就是通过
引导新就业群体的党员进村社报到，
与本地党员同学习、同活动、同服务，
争当民情收集员、政策宣传员、平安
协管员、文明劝导员、公益示范员，从

而成为社会“移动治理力量”。
当前，临海已建立新就业群体党

员信息库，“一人一档”登记造册，实行
“凡出必报、凡进必登”，统一印制《新
就业群体党员报到证》和《党员信息
卡》，党员可携带“一证一卡”到工作地
或居（租）住地村社报到。目前，该市新
就业群体党员已全部完成报到登记。

“我们外卖员天天都要走街串
巷、上楼入户，随手一拍，就能为政府
部门收集民情线索，大家的参与积极
性都很高。”胡威祈是美团公司的一
名党员外卖小哥，用他的话来说，自
己已经成为一个“移动探头”，只要
一发现民情线索、卫生死角等问题，
下意识举起了手机。

据了解，临海还创建了“先蜂骑
手”微信群，骑手可以随时随地将问
题或线索上传到群里，相关职能部门
或属地党组织会在第一时间“接单”，
并开展核实处置。目前，已收到线索
信息235条，认领解决228个。

新就业群体服务城市，城市也牵
挂新就业群体。眼下，临海已出台“暖
蜂十条”举措，可提供子女就学、心理
疏导、法律援助等暖心关怀，帮助解决
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305件；积极
打造市区“5分钟服务圈”，建立“鹿路
同心服务联盟”，设立 80个红色服务
驿站，开发“驿站导航”数字地图，提供
免费充电、饮水就餐、子女托教等暖心
服务，已服务8600余人次。

“三同五员”共护家园

临海：新就业群体成“移动治理力量”

10月1日上午，来自台州市文渊小学一（7）班的十多名小学生，身穿红马
甲，化身台州“小红萌”志愿服务队队员，来到椒江区安泰养老院，和老人们共
度佳节。 本报记者李昌正摄

9月29日晚上，路桥区峰江街道妇联在钟洋儿童之家举行“重阳践孝廉、敬
老话家风”亲子写“廉”活动，小学童身穿汉服，在家长陪护下认真书写家风家
训，从小接受孝廉文化教育。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摄

““小红萌小红萌””养老院敬老养老院敬老书“孝廉”敬老话家风

本报记者张聆听 本报通讯员朱幼萍

天为盖，地为庐，支起帐篷，与明
月一道入梦。对于不少人来说，露营
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远
离城市，回归自然，沉浸式体验“手可
摘星辰”。

眼下，在黄岩头陀镇中岙村东岭
头后坑宽阔的山谷上，村里闲置土地
陆续开出不少帐篷营地，让城里人

“来了都不想走”。

闲置土地变“金矿”
中岙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闲置土地不少。
这几年，得益于“两山”建设和

“五水共治”，村里大力发展休闲旅游
产业。

今年春天，村里将 300亩荒地打
造成梯田油菜花海，“一炮走红”。

这让中岙村发展更有了底气。如
今，村里发展脚步不停歇。

疫情影响下，境外游、长途游市
场遇冷，“家门口”的露营备受追捧。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解从岩抓
住了这个旅游新风尚。

时不我待。村里将闲置土地流转
后，再引入投资者，打造集餐饮、住
宿、休闲于一体的露营基地。

营地面积有 10 亩左右，依溪而
建。沿湖的大草坪曾是溪边荒滩地，
如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坐拥好山好水，自然成了
吸引露营者的第一要素。

东岭·川野营地试营业就“火出
圈”。姐妹淘、亲子家庭、小伙伴们三
五成群，在营地放松身心，享受自然，
一待就是一整天。

周末，营地更是生意火爆，萍水
相逢的年轻人相互寒暄，在这青山绿

水间交了朋友。
“打造营地的目的，就是给年轻

人提供一个短暂‘逃离城市’的机
会，提供一种‘零干扰、深融入’式的
露营体验，让更多人爱上旅游、走近
乡村。”东岭·川野营地负责人金崇
再说。

村嫂兼职做保洁月入3000元
摆放餐椅，准备丰富餐食、烧烤

炉和餐具；客人离开后，还要人清理
营地垃圾，收拾东西，随时随地保持
自然环境整洁美观。

为解决用工问题，营地去村里招
募临时工保洁阿姨，那些上了年纪、
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家庭妇女都
来报名。

今年69岁的章锦凤阿姨，从8月
起就在营地打工，她原本在家务农收
入不稳定，这下有了固定收入。

加入营地工作后，章阿姨负责餐
饮管理。

“客人来了，摆放桌椅餐具，弄烧
烤炉子和食材，用完餐的垃圾打扫，
就是我们的工作。”章阿姨说，营地活
比较杂，周末特别忙，她要从早上 10
点干到夜里8点多。

“每个月，我能领到工资3000元，
要是过去，在山里打着灯笼都找不
着。”章阿姨笑容满面。

中岙村通过发展露营基地等新
项目，不仅丰富了当地旅游业态，也
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现在有 10 多位村民在营地工
作，和章阿姨一样每人每月收入
3000 元左右。”解从岩表示，该村将
把露营经济引入乡村建设产业群，
带动更具集群效应、更多元化的地
域旅游，走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头陀镇中岙村闲置土地变“金矿”

村头露营地有点火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本报讯（通讯员潘岳军 记者张笑
川雨）“警务室同志，暂住登记怎么申
报？”9月22日晚9点30分，陈先生在
温岭市公安局太平派出所“云枫警务
室”的钉钉群里提问，迎辉社区警务
室的工作人员很快帮他解决了问题。

“动动手指就能申报，太方便
了。”“云枫警务室”24小时服务不打
烊，让陈先生非常满意。

2020年4月，太平派出所把网络
载体融入社区警务，借助钉钉建立

“云枫警务室”。截至目前，共建立了
14个社区圈，关联 170多个交流群，
入群人数已达 8.9万余人，几乎覆盖
了辖区内所有拥有智能手机的居民。

“14 个社区圈就是我们与民联
通的14张名片。”太平派出所所长李
国友介绍，每个群都有社区民警进
驻，对涉及公安业务的诉求、疑问，实
时进行解答，非公安业务提交相关部
门解决，推动了警民沟通由“面对面”

向“键对键”扩展。截至目前，“云枫警
务室”共发布预警信息3500余条，推
送防范宣传 8000余条，收集解决群
众反映的各类诉求1000余条。

8月27日晚，大合山路发生了纠
纷，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后，民警点击进入“云枫
警务室”现场调解协议书界面，填写
双方当事人信息及调解内容，交由当
事人电子签名，实时报送值班领导审
核。审核后，可一键生成带二维码的
PDF格式调解文书。

“云上”防范宣传、矛盾化解、事
项办理，“云枫警务室”将线下的警务
移到了线上，做到事事有着落，时时
有回音。

“随着圈子的逐步壮大，我们还
在资源融合上下功夫，将交警、行政
执法、应急救援等部门人员吸入群
中，发布交通安全、消防宣传等，拓宽
便民渠道。”李国友说。

温岭“云枫警务室”——

事事有着落 时时有回音

本报讯（记者张光剑）“高温高湿
环境下，极易诱发水稻纹枯病。要做
好病虫草害综合防治，加强监测预
警。”连日来，仙居县大战乡“共富咨
询团”成员冯强弟刚忙完抗旱，又请
专家为农户指导预防水稻病虫害。

近年来，大战乡大力发展乡村振
兴，涌现出一批助农增收的共同富裕
项目品牌。为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
大战乡成立了以各村离任主职干部、
县人大代表和乡贤为主要成员的“共
同富裕咨询团”。

咨询团主要围绕农旅产品开发运
营、重点工作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及村
干部队伍管理等方面开展活动，以定
期圆桌会议或实地调研走访为主，针
对共富项目遇到的“痛点”和“难点”进
行讨论，并给予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挥自身优
势，主动参与、协助各级重点工程、重
大项目推进，积极帮助开展各类矛盾
纠纷协调、化解，及时做好政策、民意
上传下达，尤其要在共同富裕方面加
强示范引领。”咨询团成员泮革命说。

“共同富裕不是一句口号，我们
要扎实推进项目落地，最大限度撬动
资源，真正实现‘强村富民’。”大战
乡党委书记林磊表示。

大战：咨询团助力共富

10月1日，玉环市沙门镇干家岙村露营基地里，附近的游客有序前来度
假、休闲，欢度国庆长假。 本报通讯员詹 智摄

乡村游乐过国庆乡村游乐过国庆

市县精彩之笔

（上接第一版）

“种优粮”让百姓吃得好
端牢“饭碗”，不仅有“量”，更要有“质”。
近年来，我市以粮食优产、优购、

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为
载体，积极推进粮食生产向优质化、
绿色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由“吃得饱”向“吃得好”
转变。

当下，走进“浙江最美田园”仙居
县杨丰山，层层梯田已泛金黄，1600
多亩水稻即将开镰。

杨丰山拥有2000多亩梯田，土质
肥沃，水源丰富，稻米适口香甜，是仙
居优质大米的主产区，年产1100多吨
仍供不应求。

“2014年，绿色稻米的推出，让我
们杨丰山大米出了名。”杨丰山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方平说，“现
在我们种的是优质稻金奖的稻种。以
前，大米最多卖到每斤2.5元，现在最
贵能卖到每斤20元。”

近年来，全市各级政府确定了
“五优联动”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等事
项，优质晚籼稻采取单收单储，一年
一轮，做到常储常新、保质保鲜。据了
解，我市计划在年底前将优质晚稻订
单面积扩大至5.05万亩。

“去年，椒江区选定‘中浙优8号’
等 4个品种为优质晚稻品种，在订单
收购的价格基础上再分别补贴 0.06
元/公斤至 0.4元/公斤，签订‘五优联
动’订单 4867 亩，农民增收 16.7 万
元。”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我市连续4年举办“台州好
稻米”评比活动，培育 60多个产销一
体化经营主体，推动广大农户从“卖
稻谷”向“卖品牌稻米”转变。在“2021
浙江好稻米”评比中，台州市金奖数
和获奖总数居全省第一。

保证“收好粮、管好粮”
保粮食安全，储备粮是底线。
近十年来，我市始终绷紧粮食收

购和粮食调运这两根弦，不断推进粮

食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粮食收购上，今年我市将继

续实施早稻订单全覆盖政策，晚稻订
单总量稳步增加，同时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在国家最低收购价基础上早稻
每百斤奖励 30元，晚稻每百斤奖励
20元，保障种粮基本收益。”市商务局
有关负责人说。

每年粮食收购旺季，从早上 7点
到晚上11点，我市各收购点开门收粮
不停歇，力求不留过夜粮。对于路途
较远、售粮困难的农户，设立收购预
约电话，配备专用车提供上门收购服
务，让农民卖“舒心粮”。

同时，作为典型的缺粮地区和粮
食主销区，台州每年需外调粮食约
100万吨，粮食对外依存度高。

多年来，我市积极在市外开拓
粮食产销基地。在产销协作上重点
打造以安徽、江西为主的储备原粮
轮换基地，以江苏、安徽和东北三
省为主的口粮基地。目前，已与吉
林省通化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江

苏省溧阳市、安徽省桐城市等市县
建立产销协作关系。

9月 28日，走进台州市粮食批发
市场，经营户忙着从半挂车上卸下刚
运送过来的粮食，一袋袋大米被整齐
地叠放进仓库里。

“目前批发市场里粮油库存达
5000多吨，日销量 400吨左右。”台州
市粮食批发市场负责人王爱国说，现
在库存充裕，粮食采购渠道畅通、价
格平稳，预计天气变冷后市场库存将
增加至8000吨左右。

“面粉主要来自江苏、安徽、山
东、河南等地，杂交米主要来自安
徽、江苏，粳米来自江苏、我省嘉兴
以及东北三省，其中东北粮食占比
扩大至 50%左右。”王爱国说，市场
里粮食品种繁多，年销量达 15万吨，
销售额约7亿元。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有 4个线
下粮食批发市场和1个设有粮油交易
专区的综合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市网上粮食市场
于2013年5月28日上线，粮食交易实
现了线下、线上“两条腿”走路，线上
年交易额近5亿元。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日前，台州市路桥第三中学举行第18届体育节。此次体育节师生共同参与，开幕

式上，啦啦操、足球展示、创意节目……形式丰富，趣味十足。该校充分利用课后时间，
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本报记者朱丽荔摄

体育节趣味十足体育节趣味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