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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台传媒记者王媛媛文/摄
这个春节，义新欧“台州号”从未

停下忙碌的车轮。
1月 18日，新春来临前的最后一

趟班列从临海头门港驶出，奔向欧亚
大陆；1月 21日（农历除夕），一列满
载台州货物的“台州号”经过 20天的
风雨兼程，顺利抵达中欧、中亚线路
上的新设站点——位于俄罗斯境内
的别雷特斯拉和明斯克；1 月 24 日
（正月初三），随着一阵轰隆声，哈萨
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经过半个多月的
等待，终于迎来中国台州生产的蜗壳
风机……

井然有序的春节货运背后，是台
州号义新欧联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
提前部署安排和及时有效的沟通。他
们根据头门港站的工作安排和企业的

放假时间，早早调整了收货节点和发
货周期，并第一时间将变动信息通知
各大货运代理和主要合作企业负责
人。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积极对接义乌、
金东平台，确保舱位和班列计划正常。
春节期间，公司每天有人上班，紧盯班
列动态，保障每周一列的计划不变。

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如何设计？
“台州号”海外仓建设如何落实？……
这几天春节假期，台州号义新欧联运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卢勇除了向海内
外各合作商拜年问候，还不忘跟踪此
前已在对接的项目。

翻开他的记事本，上面清晰地罗
列着一条条节后需要立刻开展的工
作。卢勇表示，经过近一年的发展，“台
州号”运输的货物从首发班列的单一
新能源汽车配件、休闲用品、水暖管道
等，拓展到涵盖纺织品、缝纫机、鞋帽

服装、摩托车及配件、汽车坐垫、药品、
工艺品、扎啤桶、燃气热水炉等多种品
类，实现了“台州货、台州组、台州出”
的初步目标。今年里，他们将全力围绕

组货，整合资源，协同推进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班列线路和密度，拓展市
场容量，扩展业务范围，向“各地货、台
州集、台州出”目标迈进。

义新欧义新欧““台州号台州号””春节不停歇春节不停歇——

满载台州货奔赴海外满载台州货奔赴海外

台传媒通讯员叶利菁

这个春节，除了走亲访友，谢仁
德给自己的返乡之行加了一项“日程
安排”：实地踏勘对接前期工作，推动
海山乡海错文化商业街项目建设。

谢仁德是玉环北京商会会长，常
年在北京打拼，却一直心系家乡发展。

自玉环·海山生态旅游岛项目正
式启动后，谢仁德便时刻关注着家乡的
建设情况。去年国庆期间，谢仁德回了

趟乡里，看到家乡的变化欣喜不已，但
也敏锐地发现，海山岛的旅游配套服务
建设亟待提升。于是，他找到乡领导等，
表达了要投资“海错文化商业街”的意
愿，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个项目起步投资要1亿多元，
我希望通过海错文化商业街建设，提
升海岛文化软实力，赋能海岛产业提
级。”谢仁德说。

为了把海错文化商业街打造成
精品，谢仁德特意聘请中国美院风景

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师陈桀担纲规
划设计。此后，“常回家看看”成了谢
仁德的常态。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
抽出时间返乡，带领设计师踏勘现
场，对接乡政府协商相关问题，推进
项目各项前期事宜落地。

这次，为了尽早和设计师对接规
划事宜，谢仁德丢下北京的工作，赶在
春节长假前就返回了玉环。春节期间，
他又多次到现场勘查，与设计师磋商
设计细节，调整建筑用地指标等。

“项目从投资到拍地再到开发建
设，这中间需要做大量前期工作，涉
及诸多复杂流程，但是在家乡搞建
设，更要精益求精。”谢仁德说。

采访中，谢仁德表示，这半年来，
回乡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每次
回来都能感受到海山的新变化，这也
让他对项目投资充满信心。如果顺利
的话，海错文化商业街将在今年 4月
启动建设。“海山是我的家乡，有机会
为家乡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玉环：乡贤返乡过“项目年”

台传媒记者许灵敏

“钢筋到位！”
“焊接组上。”
……
1月 24日，正月初三，天气晴朗。

位于临海大田街道下沙屠的“年产
1.5亿套高端智能成像组件”项目建
设工地，却是一片繁忙景象。

上午10点半，记者在项目业主——

临海新台佳光电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平陪同下，走进建设工地。

据王平介绍，“高端智能成像组
件”项目用地面积约 80亩，预计总投
资约 6亿元，新建年产 1.5亿套高端
智能成像组件，产品主要应用于高端
智能移动终端。

项目于去年 3月立项，5月开建，
主要建设两栋主厂房、一栋研发楼、
一栋综合楼及一栋员工宿舍，总建筑

面积 8万多平方米。项目计划在今年
第二季度完成厂房建设，下半年投入
生产。

建筑体由国强建设承建。眼下正
在紧张施工的是职工宿舍楼基础浇
注灌，搅拌机穿梭不停，记者无法进
入场内采访，只能站在外围观察。

“辛苦了！”
“不辛苦，早一天建好，早一天投

产。”

好不容易抓住空隙时间，记者揪
住木工板带队组长小李闲聊。小伙子
来自四川，已经连续 5年没有回老家
过春节了。

“为了赶工期，我特意把老婆孩
子接到临海一起过年。”小李介绍，整
个项目建筑体部分已完成70%。

王平说，该项目生产的成像光学
组件是高端智能移动终端的配套部
件，拥有精密光学冷加工、精密光学
薄膜、半导体制造工艺等核心技术，
产业前景一片光明。

临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投资和
技术装备科科长王小燕介绍，临海市
一共有 15个重点建设项目春节期间
不停工，一起新春“赛跑”。

——临海“高端智能成像组件”项目工地见闻
“早一天建好，早一天投产”

台传媒记者项瑶莹

春节到，游子归，春节的“年味”
就是团圆。临海市大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卢守珠，却选择在这样
的日子里，继续在欧洲走访客户、洽
谈业务、参加展会。

该公司是一家节日装饰灯生产型
出口企业，自疫情发生后，产品销量受
到明显影响。去年12月19日，卢守珠为
了找回订单，拓展市场，跟随政府团参

加迪拜展会。三天的迪拜展，让她看到
国外市场潜力，同时也感受到跟客户面
对面交流的重要性，所以她决定趁热打
铁，展会后直奔欧洲去与老客户面对面
洽谈，争取早日拿下今年的订单。

“疫情前，国外的客户基本上每年
都会来国内我们的工厂参观，我们也
都会到法兰克福参展，这种面对面的
交流，说服力强，业务的开展也相较顺
利。但是疫情三年，很多情况都变了，
我们也有了危机感。”卢守珠说。

此次欧洲之行，卢守珠先是去了
丹麦，再去了荷兰，约见了不少老客户，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卢守珠也了解到订
单减少的原因。“受疫情和俄乌战争的
影响，物价上升，民众购买能力和购买
欲望都有所下降，所以客户们下单就变
得小心谨慎；其次整体单量减少导致国
内生产力过剩，就有低价甚至亏本恶意
抢单的工厂出现，导致很多老客户订单
被抢。”卢守珠认为，公司接下来在销售
策略以及产品设计上，都要有所调整。

除夕前，卢守珠赶到法国，参加1
月 19日到 1月 23日举行的法国巴黎
时尚家居设计展。

“该展会引领欧洲市场未来的总
体风格与趋势，是家居装饰的风向标。
展会期间，我们认识了一些新客户，也
约了一些新客户来中国。”卢守珠表
示，在法国期间，正好遇上国内的春
节，身在异乡，难免想家，幸好定居法
国的老朋友邀请她吃了临海的麦油
脂。接下来卢守珠还要参加德国的法
兰克福展会，虽然因为今年展会组织
方给中国的展位少，公司没订到位置，
不过她还是决定去观展，“找找机会，
尽可能给公司带回更多的订单”。

春节，她在欧洲“抢”订单

台传媒记者章 浩 台传媒通讯员林华强

春节假期，冷空气却不“休假”。1
月 23 日晚，来自北方的寒潮扑面而
来，受其影响，我市气温持续下降，到
24日上午，全市气温最低的地点位于
天台华顶，达-8.8℃，天台、临海两地
有短时降雪。

据台州市气象台消息，接下来几
天，台州全市将处于晴冷天气，气温持
续走低。为应对寒潮，全市各地已启动
应急预案，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物资、交
通、医疗等方面保障。

以动制“冻”，护航出行高峰
“山里下了雪，山路结冰，自驾上

山很危险，请大家前往旅游集散中心
换乘中巴。”1月 24日上午 6点 20分，
天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已值守在
天大线海坑路口，将一辆辆准备开往
石梁景区的车辆劝返。

天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袁凯峰介绍，从大年初一开始，天台山
景区的车流量就开始暴增，23日预报
说山里可能有雪，24日一早想进山看
雪景的游客就络绎不绝地来了，“还好
我们前一天就已作了部署，24日全体
民警6点到岗，在各个进山路口设卡，
劝返自驾车辆。”

与此同时，天台县公路与运输管
理中心也扛起了战冰雪的职责，抢险
队员在 24日早上 5点多就用撒融雪
剂和手动清除的方式，清除路面积
雪，最大限度减少雨雪天气对道路安
全的影响。

（下转第二版）

各地多举措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8.8℃，兔年首场寒潮来了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春节期间，群众返乡、出游增
多，人员流动及聚集将明显增加，新
冠疫情传播风险加大。专家提醒：目
前正值冬季寒冷季节，也是呼吸道
传染病流行的季节，相关防控工作
不能放松。

“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都是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二者临床表现相
似，包括发热、全身酸痛和呼吸道症
状。”天台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陈
英俊坦言，所有人群都是新冠病毒
和流感的易感人群。老年人群是新
冠和流感感染后出现重症的高危人
群，也是防护的重点人群。

陈英俊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和
流感作为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播途
径类似，都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
因此防护手段也类似。

春节期间，返乡探亲人员流动

加大，难免会有外地流行毒株的感
染者回乡，市民朋友担心会不会接
触后发生再次感染。

“其实，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在短
时间内再感染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健康状况良好、
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不必过多担心。”
陈英俊同时提醒，已经“阳过”的人也
不能放松警惕，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
要注意个人防护。还有症状的人要尽
量避免走亲访友、串门聚会。对于没

“阳过”的人，更应密切做好防护，同时
少去或不去人流密集处。

另外，对于老人、孩子、孕产妇、有
基础病等重点人群，要减少外出，远离
有发热和咳嗽症状的人员，疫情期间
减少接待探访的次数。另外，以上人群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相关症
状，应及时进行抗原或者核酸检测，并
在确诊后尽早进行治疗干预。

春节防疫“不打烊”
平安健康过大年

1月24日，正月初三，游客在路桥十里长街历史文化街游玩。当日，刚刚被
评为浙江省第三批高品质步行街的路桥十里长街历史文化街，挂满了红灯笼、
彩色雨伞，游客熙熙攘攘，充满了热闹的节日气氛。据了解，春节期间，该历史
文化街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传统的舞狮游街、杂技表演，还有受年轻
人喜欢的非遗手作体验等。 台传媒记者李昌正摄

热热闹闹过新年热热闹闹过新年

“疫”路有你护民生

台传媒记者卢 昕

春节前，走进仙居县田市镇，乡
村小路、房前屋后、菜园地头，柴火
堆放得井然有序，结合木犁、打谷
桶、钉耙等农具，创造出一座座充满
农家风情的“雕塑”。小小的柴火如
何成为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这还要
从田市镇天然的条件说起——

柴火是山区县不可或缺的生活
物资，田市镇还有很多农户是烧土
灶的，上山砍柴，一次性都会囤一些
在家。屋头放不下的柴火，就堆在门
外的空地上，摆放得乱七八糟。

为了防雨，有些人家用红红绿绿
的油纸一盖，或者捡块废弃的铁皮遮
一遮，看起来更是“辣眼睛”。个别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差的村子，还有
柴火堆放占用公共场地的情况，成为
一块块亟待整治的“狗皮膏药”。

“我们就想能不能变废为宝，将
柴火堆打造成一个小小的景观，看
着也舒服一点。”田市镇社会事业服
务中心主任王晨宇说。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很多传
统的农具也落了灰，农户们觉得到时
候可能还用得到，扔掉又可惜。王晨
宇就建议把这些闲置材料利用起来，
加入到柴火的堆叠中去，对柴火堆进
行设计，“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设计师，
所以参考了很多网上的图片。”

一开始堆柴火时，没什么经验，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讨论怎样才能堆
得更好看。王晨宇笑着说：“差不多捡
了一个上午，算是像模像样起来，我
们都是年轻人，手脚麻利得很。”

景东村和东山西村是省级美丽
乡村特色精品村，人居环境条件好，
从 2019年起，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了

“花样农家”柴火花式摆放活动。

在镇领导的帮助下，一两户叠了柴
火，让很多村民眼前一亮，自发地就开
始尝试收拾自家的柴火堆。“起初只是
觉得好玩，后来逐渐意识到堆柴火确
实有效改善了环境卫生，一下子点燃了
大家的积极性。而且不是一时兴起，现
如今我们取用了柴火后，依然会注意维
护柴火堆的造型。”景东村村民潘崇星说。

“不少农户堆柴火的效果真是
出乎我们的意料，老百姓的创意真
是无穷的，他们弄出来的很多东西，
我们是想都想不到，但是他们就能
做到，其实这也是一种农家文化的
直接表达。”王晨宇说。

此后，田市镇开始在全镇范围
内推广，在人居环境整治业务培训
的时候，放一些好的案例照片，让各
村干部学习；在人居环境整治现场
会上，实地考察做得好的村子，互相
交流学习，也看一看还有哪些做得
不到位的地方，及时整改。

堆柴火说起来简单，由于关系到
家家户户，实践起来却颇有难度，必须
要参考每家的实际条件，因地制宜。

截至目前，田市镇已集中整治全
镇公共区域柴火堆78处，农户门前屋
后柴火堆684处，涉及9个行政村。

柴火摆放只是人居环境整治极
为微小的一部分，但正是这种细节
才真正反映出田市镇镇容镇貌的提
升。来仙居的游客不少，拍的照片发
到社交媒体，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去年，田市镇召开全域环境革
命大行动部署会，会后为了提高农
户参与的积极性，镇政府以及各村
乡贤共同出资60万元，成立“美丽基
金”，用于激励后期环境整治长效管
护和表现突出的农户。目前已评比
美丽庭院 376 户、洁美家庭示范户
213户，发放奖励基金3万余元。

改善环境卫生 展现农家风情

田市：柴爿叠出美村居

11月月1818日日，，义新欧义新欧““台州号台州号””正在头门港装载货物正在头门港装载货物。。

黄保才

时序更替，辞旧迎新，“拼经济”
成为各地热词，更成为政企毕力同
心、时不我待的行动。

当万家灯火、团圆喜庆之际，总有
企业家率队奔波海外，洽谈业务，承揽
订单；总有政企互搭工作组，趁节日远
赴异地，跨省招工，保障企业用工需
求；总有工厂春节“不打烊”，加班加
点，照常生产；总有在建企业项目早早

开工，工地上机声轰隆，一派忙碌，为
的是项目快投产、出效益……

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金钱。
稳生产、拓市场、促消费，为了“开门
红、开门稳”，这一系列“拼经济”的组
合拳，一刻都不停歇。春节长假，大家
放松心情，享受团圆，体味闲情，只对
生活而言。而一二三产，经济领域，市
场商机稍纵即逝，既定契约务必践
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经营者，被
业务紧紧拴住，哪有什么完整的长

假，有的是一门心思打理生产，盘整
货源，梳理项目，对接客户。企业家的

“拼”，从逢年过节的忙碌可见一斑。
政府“拼经济”，所有能事归结为

一句“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地方的营
商环境，没有最优，只有更优，台州去
年跻身全省第一方阵，殊为不易，新的
一年，继续扬长补短，竭尽优化环境、

“筑巢引凤”、宜业宜居之功，是“天字
第一号”工程。而这，也从春节长假发
力，不少县（市、区）、乡镇（街道），趁异

地创业的新乡贤回家过年，开乡贤座
谈会，增进乡情，推介项目，吸引回归，
可谓为当地经济发展用心良苦。

改革开放45年，台州从昔日“一
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迈上今天如日
中天的民营经济示范城市，靠的就是

“台州式硬气”支撑下的拼劲。爱拼才
会赢，在助力“两个先行”，逐梦“三高
三新”的新征程上，台州秉持民营经
济这个最大优势、最亮特色和最重底
牌，政企携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
拼产业、拼环境、拼智慧、拼精神，一
定能蹚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台州路
径”，一定能打造出“山海共美、人城
共荣”的共富图景。

爱拼能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