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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风采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乘马陟层阜，回首睇山川。攒
峰衔宿雾，叠巘架寒烟。”1300 多年
前，诗人骆宾王出任临海县丞。在秋
日赏游临海景致时，他写下这样的
千古佳句。

有唐一代，浙东因其山水人文风
情，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到此游历。临
海为台州州治所在，是浙东水路枢
纽，也成为旅行必经之地。

而今，游人循着诗路来到临海，
在北固山怀古，在龙兴寺寻幽，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仿佛旧时模样。

“唐诗之路”形成了一种文化引
力，而临海将这种“引力”，转化为打
造文化高地的动力，为共同富裕插

上一对“文旅”的翅膀。

在府城，古诗依然活着
临海被称为“千年台州府”，所谓

千年，就是从唐代算起。唐武德四年
（621），朝廷置台州，州治临海。临海
城由此兴起，唐贞观到天宝年间，当
地人口增长了13倍。

初唐时，骆宾王客居临海，度过
仕途的最后一站，世称“骆临海”。至
德二年（757），郑虔被贬台州，杜甫赠
诗云“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
屿青”。诗人顾况任职新亭盐监时，留
下《临海所居三首》。唐末任翻三游巾
子山（即巾山），作诗感怀。孟浩然、王
昌龄、李白、韦应物、温庭筠等诗人，
亦作诗情寄临海。

巾山西麓有龙兴寺，始建于唐神
龙元年（705）。天宝三年（744），高僧
鉴真第四次东渡日本时，曾驻锡于
此 。60 年 后 ，也 就 是 贞 元 二 十 年
（804），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也来
到龙兴寺，学习佛法与茶道，并在寺
中受菩萨戒。次年，最澄归国前，行
满、陆淳、许兰等僧俗两界的名流为
他饯行，并作赠别诗。

千年光阴易逝，山还是那座山，
寺还是那座寺，城墙还是那座城墙。
唐人所见与今人所见，没什么不同。

“昔日的台州府城，西联长安，东联
日本，是唐诗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临海市博物馆馆长陈引奭说，“跟着唐诗
游台州府城，你会发现，这些古诗在今天
依然活着，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标本。”

跟着唐诗去研学
游人想了解台州府城的诗路文

化，不妨去巾山上的浙东唐诗之路文
化长廊走一走。巾山本就是一座“诗
山”，从唐代至民国，有相关题咏七百
多首。文化长廊上，有雕塑，有碑刻，
有书画，详细展示了台州府城关于诗
路的文化记忆。

若想更直观地体验诗路文化，
位于东湖公园的诗路文化体验馆是
个好去处。该馆于去年 9月底开馆，
凭借新华智云文旅大数据平台，以
临海历史文化和历代诗词为数据基
础，应用了短视频实时生成、人工智
能大数据、虚拟数字人、AR、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 （下转第三版）

诗路文化，在台州府城有何“化学反应”
本报讯（记者章海英）日前，浙江

省乡村振兴局公布了2022年度山区
26县结对帮扶考评结果。三门县帮
扶团组组长单位省审计厅获评团组
长考评优秀单位，三门县获评山区
26县结对帮扶考评优秀县，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三门核电公司、温岭
市获三门县帮扶团组A类成员考评
优秀单位。

省级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省
政府持续推进的一项民生工程。一
年来，以省审计厅为组长的省级结
对帮扶团组单位聚力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乡村建设、村集体发展、民
生改善等方面，为三门送资金、送项
目、送信息、送服务、送温暖，开展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帮扶工

作。各单位领导带队深入结对村开
展帮扶工作 60余次；团组各单位协
调筹集帮扶资金 6050.23万元，组织
采购农副产品 2773.6 万元；为结对
村争取项目 31 个、资金 4606.23 万
元，直接帮扶低收入农户 193户、涉
及资金131万元。

三门围绕团组所需、地方所求，
扎实推进村组结对、力量集成、工作
协同，助力帮扶走深走实。与省审计
厅共同策划成立“鲜丰党建联盟”，构
建“帮扶团组+结对县+结对村”的开
放式帮扶机制，搭建的“鲜甜补给
站”，集党建、农技、金融、治理等为一
体，三门农村商业银行主动参与，为
结对村种植养殖户授信 5000万元；
积极对接省人大办公厅，成功与桐乡
签订“消薄飞地”项目，每年为 89个
村集体增收730万元；省级乡村振兴
集成创新示范县获批6000万元专项
资金……近年来，团组各单位协助落
实项目31个，目前已完成项目24个，
其余项目均有序推进。

三门县获评山区26县
结对帮扶考评优秀县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台传媒记者朱玲巧

4月 27日，2023年中国再生金属
产业绿色发展峰会上，台州国际再生
金属交易中心启动，在中国金属再
生资源业界荡起涟漪。

台州为何要组建国际再生金属交
易中心？沉甸甸的产业数据或能给出
答案：10 年来，台州共拆解利用再生

铜、铝各23.17万余吨。
台州又是民企造车之都。据统计，

一台传统汽车平均耗铜约 28千克，一
台纯电动汽车耗铜 80千克，这些再生
铜可以再造800多万辆汽车。

台州市正在全力建设全球一流临
港产业带，打造五大产业城，很多领域
都离不开再生金属的原材料支撑。

因此，在国际再生金属交易中心
启用之际，台州又定下了一个再生金
属再生“两个千亿”的宏伟目标。

新赛道：接轨“五大产业
城”“双碳”

在“双碳”的大背景下，再生金属

作为低碳金属资源，加速跑入新赛道。
《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强调，再生有色金属“十四五”供应占
比达到 24%以上。这两年国家及部委
出台50多项政策支持产业发展。

一组数据对比惊人。“先进企业再生
铜、铝、铅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分别低于300
标煤/吨、100标煤/吨、100标煤/吨，只有矿
山开采综合能耗的5%左右。”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党委常委、副会长王健说。

10年来，台州金属再生企业共拆解
利用再生铜、铝的量，相当于减少开采
铜、铝、铁矿石 3450万、104万、215万
吨，为国家节约能源 400万吨标准煤，
节约用水1.49亿吨。 （下转第三版）

台州为何建国际再生金属交易中心？

人物名片：梁军波，主任医师，台
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浙江省台
州医院院长。率先在台州市开展运动
医学手术、创伤骨科微创技术并创立
运动医学科，带动台州市运动医学整
体发展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原创开展
的“关节镜下球囊复位治疗胫骨平台
骨折”“关节周围损伤一期全修复”等技
术，被国内外同行认可并推广应用。

台传媒记者刘蒸蒸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
2022年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的决定》，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
团）梁军波榜上有名。

从医27年，梁军波擅长运动医学
和创伤骨科方面的临床和研究。作为台
州市运动医学的创始人，他牵头组建了

台州市运动医学分会并担任首届主任
委员，还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
疗分会学组委员、浙江省运动医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创
伤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从无到有，紧盯学科发展趋势
运动医学来源于传统骨科，同时

又是集骨科学、运动学、康复医学和体
育学科为一体的交叉综合学科。2001
年4月，梁军波在台州医院开展了台州
市第一例膝关节镜手术，开启台州运
动医学的先河。2008年，梁军波从汶川
地震救灾一线返回不久，就被医院派
往运动医学较为发达的瑞典学习。

“当时运动医学在国内尚未全面
开展，但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运动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骨
科诊疗也从创伤为主向退变性疾病、

运动损伤疾病为主转变。”梁军波说，
任何一种运动，在健身的同时都有可
能造成相关组织的损伤，指导科学运
动、科学防治伤病，正是运动医学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

瑞典学习归来，梁军波便担负起
创伤运动医学科的建设任务，并首创
关节镜技术治疗创伤骨科疾病，填补
省内运动医学空白。目前，恩泽医疗
中心骨科分部运动医学科每年开展
关节镜手术 3500 多台，开展数量和
技术难度均居全省前列。团队在台州
市率先开展的膝、髋、踝、肩、肘、腕关
节镜等一系列新技术，也都处于浙江
省领先水平。

跨科融合，体现“以病
人为中心”

由于运动损伤的特殊性，以及运

动人群对早期康复和重返运动的迫
切要求，微创外科成为运动损伤治疗
的重要方式。

“与传统手术相比，关节镜手术
创伤小、恢复快，而且可以通过监视
器动态直视深部组织，观察更清晰、
操作更精准。”说起微创手术的好处，
梁军波如数家珍。 （下转第三版）

梁军波：做台州运动医学的“领航者”
台传媒记者张妮婷

台州靠海而生，向海而强。然而，因为水资源总体
短缺、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台州常年处于

“看天喝水”状态。
“北水南调”这个最优解，台州从谋划至今，已有

二十年。
二十年磨一剑，三轮指挥，八年攻坚，一个国家重

大水利项目在台州落地，浙江省“五水共治”十大枢纽
之一在此生成，台州市北水南调一期工程铺开蓝图。

群山叠嶂，公路蜿蜒，260米长、73米高的大坝逐
日垒起，成为横卧在山峦间的苍龙，它总揽168.9平方
公里的集水面积，达到1.26亿立方米的总库容，一抔抔
山泉，将在此汇集；28.5公里的输水隧洞贯穿南北，年
均可向台州南片调水9072万立方米。

4月28日，朱溪水库下闸蓄水，为这部建设史画下
完美句号。

谋定后动——铺图纸，聚合力
2019年，我市受“利奇马”台风影响严重，防洪能

力亟待提升；今年，长潭水库水位下降，强化用水保障
的任务愈发急迫。

朱溪水库建设的必要性更加彰显——将优质北片
区水源供应到南片区域，与长潭水库形成联动供水格
局，提升市域供水的稳定性，同时提升区域防洪、灌溉
能力。

历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前往朱溪水库实地
调研，听取项目建设难题，进行现场办公。市级层面多
次创新体制机制，统筹谋划，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水
库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朱溪水库被数百万台州百姓寄予厚望。高压态势
下，如何谋，怎样动？细绘图纸，凝聚合力。

2014年底，台州市调整市指挥部领导班子，仅用一
年时间，便完成13个专题报告的编制、评审和报批工作。

2016年，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建设初步设计报告
获省发改委同意批复，概算37.4亿元，前期可研阶段圆
满完成。

前期政策审批关、安置政策关，关关难过关关过。
市级层面以系统思维统筹谋划，高效协调，各县

（市、区）分工明确，形成合力，为项目建设做好保障。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仙居县委县政府勇挑建设主阵地重担、攻坚克难，

黄岩在隧洞建设涉及地成立工作专班，保障工程顺利
施工。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执行‘项目四制’和工程
代建制、工程跟踪审计制等，推动工作的高效落实。”台
州市水库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台州市朱溪水
库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刘庭才介绍。

以人为本——搬得出，安得下
“故土难离”四字，掀开了水库建设攻坚的又一难

关——移民。
朱溪水库移民工作涉及朱溪镇10个村，规划安置

移民2288户、7766人。
“移民大纲完成征求意见稿后，经三上三下送到移

民村和移民户手中讨论修改，3轮共归纳汇总了121条意见建议。”台州市朱溪
水库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焕回说。

最终朱溪水库移民采取整建制集中外迁农业安置仙居县下各镇。为确保
移民利益又能顺利推进工程建设，农业安置采用调剂土地辅以设立农村经济
发展资金的方式。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移民“签约、建房、搬迁、安置、清零”五大攻坚战接续打响。
2017年 7月 5日，朱溪水库“移民签约百日攻坚”启动，短短 100天时间，

完成移民安置补偿协议签订 2049户，完成率达 98.4%，创出当年浙江新建水
库移民“领跑速度”。

2018年，仙居打响“移民建房百日会战”，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一体化建设，确保搬迁群众真正实现“搬得出、住得稳、快融入、能致富”。

2019年 1月，仙居朱溪水库移民安置区首批 32间房屋结顶。库区移民分
批陆续搬出大山。

2019年 7月，“移民动迁百日决战”打响。同年，1560户移民安置房启动
建设，707户房屋结顶，库区房屋腾空搬迁基本完成，各项配套工程按计划无
障碍推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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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崔宇辉）近日，台
州市科协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
企业科协建设的意见》（简称“企业科
协 10条”），部署在全市开展企业科
协“展翅助飞”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以创新驱动助力经济持
续向好。

台州作为我国重要先进制造业
基地，拥有医药、汽车、机床、模具等
27 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35
家“隐形冠军”企业、90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307个产品细分
市场占有率国内外第一，其中有上市
公司72家，列地级市第四。

近年来，台州市企业科协发展健康

平稳，涌现出华海药业科协、杰克缝纫
机科协、圣达生物科协等一批优秀企业
科协代表，在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助
力创新制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
海正药业项目上榜2022“科创中国”系
列榜单先导技术榜，环动机器人、星星
光电等5家公司上榜新锐企业榜，总数
列全省第二，为台州历史上首次。

“企业科协 10条”主要针对当前
企业科协建设中的痛点、难点、堵点，
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主要任务，旨
在打通服务赋能企业创新发展的“最
后一公里”，把企业科协建设成为服
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开放

融通创新生态的“孵化器”、科技工作
者成长的“护航者”。如在搭建助力企
业创新发展平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方面，协助企业导入院士专家工作
站、国家级（省级）学会服务站、博士
创新站等科技服务载体，推动企业与
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协同创新
机制。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技术攻关、
发明创造等技术创新活动,解决企业
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推动企业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促进产学研用金融通
集成，提升企业效益和竞争力。

“我们把加强企业科协建设，作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
手和密切联系服务企业科技工作者的

重要举措，致力为企业赋能。”台州市
科协负责人表示，市、县（市、区）科协
大力推进园区、重点产业龙头企业科
协“两个覆盖”，每年培育和认定一批

“五好”示范企业科协。同时，发挥科协
的职能和资源优势，促进人才、技术等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强化科技型骨
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近三年，有150多人次院士来台州
企业调研指导服务，开展项目合作50
多个。100多家国家（省）级学会（联合
体）与企业建立对接机制，建立国家
（省）级学会协同创新服务站27家。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创新驱动经济持续向好

台州率先出台“企业科协10条”

4月29日，渔民乘坐摆渡船准备
上岸（无人机照片）。

当日，在温岭市石塘镇，渔船陆
续进港停靠，迎接即将到来的休渔期。

新华社发（徐伟杰摄）

千帆归港迎休渔

梁军波（右）在为患者做膝关节镜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