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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4月17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台
州市中心支行获悉，3月末，我市本外币
存款余额15248.02亿元，较年初增长
1310.6亿元，同比多增487.54亿元，余
额同比增长18.45%，增速环比上升0.95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全市本外币贷
款余额 14952.13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87.34亿元，同比多增328.34亿元。

我市一季度存贷款增量均超千
亿元，体现了我市开年来资金的积聚
效应强、势头足，同时也看到了本地
实体经济活跃的融资需求。

存款总量增长

存款数据是观察一个城市经济
情况的“窗口”。存款总额大幅增长，
一方面能够体现居民收入的稳定，看
到消费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能体现
部分实体企业资金流的宽裕。

记者采访台州多家银行后发现，今
年以来，大额存单等人民币存款产品十
分畅销，不少回报率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在线上平台一经推出就快速售罄。

台州一国有银行工作人员表
示，我市今年存款总额大增一是因
为产品本身，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
产品利率连续上浮，存款产品结构
优化调整，不少产品增加了可提前
转让的条款，让定期产品更加灵活；
二是因为今年市民的理财选择更加
倾向于回报率更加可靠、稳定的存
款类产品。

“存款大幅上升标志着居民的资

产结构正在优化，意味着房产占居民
资产比重下降。”该工作人员表示，疫
情带来的居民保守投资理念还在延
续，台州今年开年经济总体回暖，但
大多市民仍习惯把钱存起来。

“前几年没赚到钱，今年开年赚了
一些却不敢花了。”在椒江做外贸生意
的王先生表示，疫情期间把基金、股票
都“割肉”了，现在都作存款备用。

个人存款增多，台州企业今年一
季度资金也相对充足。据银行方面反
馈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制造业等实
体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信贷资金支
持力度较大，企业资金充足，部分资
金尚未及时支用，形成存款。

实体经济融资活跃

在台州，金融借贷的主力是各类
企业和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改善，企
业自然更加敢于投资发展，这是今年
一季度贷款增量“飙升”的关键。

“当前疫情影响已经基本消散，
叠加春节过后，小微市场主体经营活
动全面步入正轨，资金需求加大。此
外，今年以来，规上企业生产经营逐
渐回归常态，资金需求也相应地有所
增长。”台州一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
表示，贷款需求日益高涨，是城市经
济发展饱含活力的体现。

据了解，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台
州今年一季度贷款增长的主要拉动
领域。一季度全市非金融企业及机关
团体中长期贷款新增680.84亿元，占
全部贷款新增量的57.34%，占比较去
年同期大幅提升了18.8个百分点，为
贷款总额增长提供巨大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金需求增
加，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潜在增长动能
在增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既能直接带动企业扩大生产，
又能促进增加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
消费需求回暖，繁荣和稳定经济社会
发展。”上述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说。

资金积聚效应强、势头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活跃

我市一季度
存贷款增量均超千亿元

广交会看台州外贸活力

本报讯（记者李 平）昨日，记者
从广交会台州交易分团了解到，2022
年CF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广交会展馆
D区多功能厅举行，我市台州丰华铜
业有限公司、星威国际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苏尔达洁具有限公司 3家
外贸企业的 4件产品获得铜奖，获奖
总数居全省交易分团第二。

自2013年起，广交会每年举行一
次设计创新评选活动——广交会设计
创新奖（原名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

简称CF奖），以“树立标杆，引导创新”为
宗旨，旨在甄选出兼具设计价值和市场
价值的中国出口精品，作为目前我国外
贸领域公认的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高
的出口产品奖项，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中国工业设计的最高水平。

2022年的CF奖共有来自1074家
单位的2040件产品参评，企业和产品
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对比往年获奖名
单，记者发现，2022年获得CF奖的台
州外贸企业都是该奖项的“熟面孔”，

台州丰华铜业有限公司、星威国际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苏尔达洁具有
限公司这3家外贸企业曾多次获得该
奖项，且金、银、铜奖均有斩获。

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关
乎创新能力的荣誉，更是企业自身不
断优化升级、拓展新客户的利器。“这
是我们第7次获得‘CF奖’。能获得这
个奖项，说明广交会官方认可你的设
计创新能力，这对于企业的信誉以及
整体资质都是很好的背书。”台州丰

华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明烨介绍，
公司秉承实用的设计理念，为此专门
组建了一支 20 多人的工业设计团
队，团队成员既有熟悉卫浴产品内部
结构的，也有擅长外观设计的，让新
产品同时具备实用性和审美性，使丰
华铜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叫好又叫
座”。这次广交会上，丰华铜业的产品
市场反馈很好，收获了好几个意向订
单。“有个以色列的客商，现场直接拿
出现金要跟我们定样。”苏明烨说。

获奖总数居全省交易分团第二

设计驱动创新 创意带来效益

4件“台州创造”产品在广交会拿奖

本报讯（通讯员郑 健）近日，省
财政厅公布2023—2025年绿色转化
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入围县(市、区)名
单，黄岩名列其中。这是该区继荣膺
第一轮省“两山(二类)”建设财政专
项激励区县，第二批“绿色转化”财
政激励政策试点县后，再次成功争
取到 3亿元绿色转化财政专项激励
资金，9年共争取绿色转化类专项资
金达9亿元。

未来三年，黄岩将以3亿元绿色
转化资金为“支点”，围绕“生态更优
质、发展更绿色、生活更幸福”的总
目标，将生态保护、生态转化和生态
共富有机串联，打通生态美向产业
兴再向百姓富的转化通道。

根据《黄岩区绿色转化财政专项
激励政策实施方案(2023-2025年)》，

黄岩还将以生态环境治理类、生态价
值转化类、生态共富发展类三大类共
16个项目为实施路径，创建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横向碳汇补偿机制、生态
资源价值实现机制、数字赋能生态产
品经营开发机制四大机制，撬动
32.26 亿元社会资本，完成总投资
40.45 亿元。计划至 2025 年，该区
PM2.5年均浓度降低至19微克/立方
米，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达到 100%，实现城乡收入倍差逐年
下降至1.7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人均GDP之比持续提高至0.596。

下一步，黄岩将用好用足3亿元
绿色转化资金，着力提升资金使用
绩效，把黄岩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
为绿色发展优势，为全面建设共同
富裕区域标杆注入强劲动能。

打通绿色转化通道，铺就共同富裕底色

黄岩再获3亿元
省专项激励资金

4月17日，在温岭市新河镇南鉴村，一家草帽生产企业正在生产各类夏
帽。近年来，南鉴村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带动1.1万人在家门口
共富，400多家草帽企业年产值达15亿元。

台传媒通讯员林绍禹摄

小草帽 共富坊

本报讯（记者章 韵 通讯员罗金
荣）“店里有没有张贴‘拒绝浪费’的标
语？”“外卖页面有没有提醒‘适量点
餐’？”“原料贮存生熟一定要分开，要
定期检查有没有过期的。”……日前，
一场以“制止餐饮浪费”为主题的“随
机查餐厅”现场直播活动，在“阳光餐
饮”街区中盛城市广场内开展。这是路
桥区首次以直播的方式，在线呈现市
场监管部门对餐饮反浪费工作的执法
过程。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人大
代表、党代表、社区代表和消费者代
表等，现场随机抽取了中盛城市广场
内的狮洲小馆、姚锅锅、浅草君等 5

家餐饮店，对餐厅主体资格、从业人
员健康证、后厨卫生、餐具消毒、物品
储存、索证索票、餐厅内及外卖网面
有无设置厉行节约反浪费宣传等开
展全面细致的检查。对存在的问题，
要求经营者立即整改到位。此次直播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他们表
示，希望能对中盛广场内的其他餐饮
店也开展直播检查，建议持续开展类
似的直播活动，真正发挥实地监督、
即时监督的作用。

路桥区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王
骏表示，当前路桥区市场监管部门
正以外卖、婚宴、自助餐、单位食堂
等环节为重点，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截至目前，
路桥区共出动执法人员 217人次，检
查餐饮单位 827家次，严格落实餐饮
单位主体责任。同时，印制主题宣传
海报、倡议书、餐桌标识超 1.5 万张
发放至相关餐饮单位，组织开展专
题培训 11 场次，共有相关餐饮单位
635人次参训，发布反餐饮浪费专题

“红黑榜”4期。
“下一步，各市场监管所将联合镇

（街道）在辖区内开展‘直播查餐厅’行
动，努力提高每一个餐饮经营者的食
品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让更多消费
者直观感受到反食品浪费的宣传氛
围。”王骏说。

拒绝餐饮浪费

路桥开展“直播查餐厅”行动

（上接第一版）
以“创”带“富”。深入挖掘乡村创

客、创业青年等群体，吸收储备致富能
手 326人，依托党建联建、强村公司、
共富工坊等载体，集成青年智力、技
术、渠道等优势，盘活农村生产要素，
推动片区取长补短、抱团发展，有效带
动村集体经济增收1.2亿元。

以“研”带“学”。融合青年人才成
长和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整合村集体
经济发展需求，组织青年人才走进田
间、车间实地学习，结对种植大户、生
产企业、电商平台等担任“红管家”“理
事”，详细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机理，引
导发挥个人特长、专业所长。

激励引航
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人才要有

为，也要有位。为此，温岭建立了“优选
优待”推介制度，优先吸收280名大专
以上学历、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群众认
可度高的青年人才为入党积极分子，
并优先推荐工作实绩突出、带富能力
强的青年人才作为村级组织换届及届
中调整推荐人选，或选拔担任村团委
书记、妇女主任等职位，搭建干事创业
平台。

如城南镇山前村乡村创客郑文
荣，积极参与镇里组织的“雏雁培育”
工程，到镇里轮岗锻炼半年并与该镇
领导结对帮带，拓宽了视野，积累了经
验，后帮助村内调解多起矛盾纠纷，并
当选为山前村村民委员。目前，该市共
有498名40周岁以下优秀青年人才进
入村“两委”班子。

通过实践磨砺，“强村有我”队伍

在一线得到成长，并逐渐成为引领共
同富裕、护航基层稳定的先锋。

城西街道渭川村党支部书记陈
鑫，将数字化理念导入村庄建设与治
理中，把智慧门禁、高空抛物、燃气泄
漏、河边预警等监控功能引入村庄管
理系统，并同步升级改造党建统领网
格智治中心。近三年来，成功抓取预警
信息3万余条，确保村情“一屏通览”、
即时响应，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

此外，温岭还建立村级青年人才
积分制，纪实赋分参与培训、试岗锻
炼、网格历练、志愿服务、群众评价等
5项个人表现，分季度实行揭榜公开，
并在城北街道等地推行岗位试炼追
踪，开展村级青年人才述职评议。据
悉，该市已出台《“强村有我”专项行动
村级青年人才考评办法（试行）》。

温岭：“强村有我”的青春密码

（上接第一版）
经过整治攻坚，原先最大一块地仅

2分面积，现在最大一块扩大到8.8亩。老
谢还建起了水沟、暗管、蓄水池、水泵房、
田间操作路等设施，形成田成片、路成
网、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新气象，既
实现了机械耕作，又提高了粮食产量。

目前，老谢流转的田地，基本上是
他将低丘缓坡改造后形成的梯田。他
说：“造田造地后续管护需要 3年，我
就索性自己种起来。多种点粮食，也是
为国家作贡献。”

按照传统耕作方法，像老谢这样
的七旬老人能种上5亩地就已经很了
不起了。但如今的老谢能耐可大咧，轻
轻松松就种好了四五百亩地。有多轻
松？老谢答：“我就找了两位外地民工
帮我一起种。”

搞了 6年的土地综合整治，老谢
添置了不少施工机械。因为要“伺候”
那么多田地，他还斥资 100多万元购
买了一批“铁牛”新机具。

“耕田，有 2台拖拉机；种稻，有 2
台插秧机；收割，有1台收割机；晾晒，

有 3台烘干机。”老谢说，农机安装了
北斗导航，能定位测亩，里面的数据都
进到农业部门的系统上。

再过个1个月，就是麦子收获期，
眼下，老谢已着手下阶段的水稻种植。
他说：“我已订了浙优 18、甬优 1540、
甬优12等稻种，大约1000来斤。”

说到收成，老谢的笑容多了：“现
在是经验越种越丰富，产量稳中有升，
小麦亩产700多斤，水稻要1000多斤，
一年下来，能打400多吨粮食，这在以
前是不可想象的。”

天台七旬翁种田48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