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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春山可望 未来可期
11版>>>>

9版>>>>
临海全城
报以“最高礼遇”

台州移动：“数智”引领
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 12版>>>>

台传媒记者郑 红

近日，《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 100
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来自温
岭市职业技术学校2020级的金志恒榜上有名。

这一消息，在台州激起了不小的水花。“没想到中职
学生也能如此出彩！”这一喜人成绩，给了“差生才会上
职校”的刻板印象有力一击。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去年5月，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以立法方式进
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
教育类型，为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转变提供
了法律保障。

“台州正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职业学校
学生创造就业、升学、职业发展机会，让职业教育真正香
起来、热起来，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林鉴兵说。

当好“引路人”，铺就学生技能成才路
“即将出征，大家准备好了吗？”即将带队出征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智能财税基本技能”
赛项，上周，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江再智为参赛学
生和指导老师加油鼓劲。

“学校全力支持学生参加各类有影响力的技能竞
赛，并在设备采购、师资配备、学生政策激励等方面给
予全方位保障。”江再智认为，技能大赛是锤炼学生技
能和教师教学能力的很好途径，竞赛内容都是体现行
业最新技术、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这与职业院校以就业
为导向培养学生、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定位目标相
一致。

技能人生同样未来可期，金志恒就是这样一位以技
能出彩的学生。在经历过中考失利的迷茫和无助后，他
从学长、学姐技能成就美好人生的故事中汲取能量，通
过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团队成员一起，为学校捧回
一尊国赛冠军奖杯，也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近日，即将毕业的他收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抛来的
橄榄枝——免试进入该校继续学习。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台州抢抓国家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建设契机，实施匠苗成长行动计划，着力培养
一支有匠心、高匠技，能扎根产业发展的新时代匠苗队
伍，为台州奋进“两个先行”提供高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去年，台州职业院校学生在技能大赛上佳绩频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在首
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赛项上代表浙江省荣获
铜奖，是台州在国际性技能竞赛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参
赛团队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沙盘企业模拟经营”赛项一等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参赛队伍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
技能”赛项中斩获二等奖……

“技能成就美好人生，赛场是学生提升技能水平的有力平台。”市教育局高
等与职成教处处长郑琳说，获得佳绩的背后，既有重视技能、勤练技能的良好
氛围，也有“岗课赛证”融通等一系列举措的有效加持，为我市技能型社会建设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架起“连心桥”，构建高质量育人格局
黄岩区新前街道智能模具小镇的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黄岩总部工厂

内，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凯华模具产业学院首届毕业生们虽只入职半年多，但俨
然一副“老员工”的架势，早已对工作驾轻就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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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张妮婷 张光剑

“王姐，我想预订 200斤枇杷，能
准时供货吗？”近日，仙居县朱溪镇官
屋村的共富生活委员王丹与姐妹水
果店顺利达成了订购协议。

官屋村是仙居枇杷种植大村，全
村共有 800多亩枇杷。但因为交通不
便，枇杷又不易储存，村民在销售时
常常遭客商压价。

去年底，王丹被聘任为村共富生
活委员后，积极联系销售渠道，短短
一周就帮助村民接下200多份订单。

像王丹这样的村级共富生活委
员，在仙居已有311名。他们穿梭在田
间地头，一手牵着农户，一手牵着采
购商，帮村民销售农特产品，助力共
同富裕。

新形势：生活委员应时而生
米面、腊肉、土蜂蜜、番薯面……

空有特色农产品，缺乏销售渠道、卖
不出好价钱，是仙居农产品发展的

“痛”，更是仙居广大农户的“痛”。
去年，仙居创建了“神仙大农”区

域公用品牌，涵盖全县优质农副产品
127个品种，240余款产品，打开了仙
居农产品走出去的道路。

但是，广大自产自销的农户因为
产量小，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而被拦
在了门外。

如何破局？让更多的农户搭上大
品牌的便车，实现共同富裕。

“设立生活委员的初衷就是破
难，熟悉乡村的共富生活委员，上接

‘神仙大农’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下
接千家万户，全面发掘乡村价值，调
动村民的积极性，共同打造特色乡村
产业。”仙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
工委书记张宇表示。

不同于一般的村干部，共富生活
委员的选聘原则是优先选择年龄相

对年轻、具有一定手机 APP 操作能
力，且熟悉村情、长期在村、办事公道
正派，热心村级事务的人。

横溪镇垟庄村共富生活委员吴
六武一上任就开始为村民增收忙开
了。在他的全力对接下，垟庄共富工
坊接到了长期的工艺品外加工业务。

“在家门口就业，虽然干活没有年
轻妇女麻利，但每天也能有六七十元
收入，挺知足的。”低保户应金女说。

为了让共富生活委员服务更精
准，仙居还设立了32个共富生活委员
工作室，引导他们立足各村产业资源
禀赋，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并开展
产销对接服务。

新需求：锤炼能力 服
务村民

埠头镇九都村村民金卫华患小
儿麻痹症，家境较困难，平时靠制作
出售农家货来增加收入。

今年 3月中旬，金卫华因家晒的
笋干没有销售渠道一直卖不出去，犯
了愁。

村共富生活委员蒋卫平在了解
情况后，立马与埠八样共富工坊的村
姑徐伟亚联系，通过电商直播，帮金
卫华家成功售出2000多斤笋干。

“能够帮助像金卫华这样的群众
销售农货增加收入，我觉得很有成就
感。”蒋卫平十分自豪。

“多亏了卫平和村姑的帮忙，我
家笋干不仅顺利卖出去了，还卖了个
不错的价钱。”金卫华的感激也是仙
居很多村民的心声。

然而，面对大家的赞许，部分生
活委员心里却产生了“恐慌”。

共富生活委员工作涉及面广、专
业性强，囊括产业经济、数字经济、公
共服务等。许多共富生活委员面对线
上快速更新迭代的海量信息，产生了
本领恐慌。 （下转第十版）

——仙居探索村级共富生活委员制度

共富“星火”正燎原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记者张笑川雨）5月16日
下午，台州市科技活动周启动，椒江区

“创科贷”同步发布，旨在通过“科技创
新+金融服务”赋能台州湾科创走廊
建设，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共富发展。

在5月16日至31日科技活动周期
间，我市将围绕“以‘三高三新’推进‘两
个先行’”主题，举办科学嘉年华、科学家
巡讲、科技业务专题培训、科技研学等一
系列科普活动，为我市“315”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当天，椒江农商银行联合椒江区科
技事业中心、椒江区金融工作中心创新

推出“创科贷”贷款产品，为椒江辖区和
台州湾新区的科技型企业整体授信30
亿元。浙江一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超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水星阀
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获得首批授信。

“‘创科贷’采用全新数字化服务体系，
支持信用、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质
押等多种组合担保方式，企业可凭借科
创能力、创新成果等获得低成本融资支
持。”椒江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科技
型企业只需要通过“创科贷”测额二维
码即可实现在线测额和授权，最快1个
工作日就能成功受理。

随着“创科贷”等各类金融资源与
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我市多元化、多
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正逐
渐形成。当前，台州正聚焦“顶天立地”
抓战略科技力量、“铺天盖地”抓科技
创新浓度，以台州湾科创走廊为动力
源，加快构建“一弓一箭”的科创体系，
全面落实“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
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将推动更多
金融政策、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
服务汇聚台州湾科创走廊，依托科技
金融力量，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
市。”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徐建林说。

椒江创新发布“创科贷”产品

台州市科技活动周启动

台传媒记者徐 平文/摄
要有怎样的耐心，才能把外行变

成内行？要有怎样的恒心，才能把偶
尔参与变成常年随时响应？要有怎样
的热心，才能无论寒暑风雨无阻？陈
伟平笑而不答。在他看来，做公益不
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只需用心去做就
可以了。

陈伟平，网名“冰点”，天台县
红心社志愿者。这些年来，他将一
腔爱意化为涓涓暖流，融入寒门学
子的陋舍中。在他的巧手装扮下，
一间间破旧、杂乱的房间焕然一
新，成了困境孩子温馨、优美的生
活与学习空间。

面对脏活累活，陈伟平乐在其

中。他说：“现在我是越干越想干，越
干越想干得更好，只想改造更多的

‘红心港湾’，让更多的孩子住上整
洁、优美、温暖的家。”

做小工，学木匠，他用
心用情只为安居梦

“叭嗒叭嗒……”枪钉声从玲玲
家传出。陈伟平和伙伴一起，压着木
条，钉着扣板。他手法娴熟，俨然是个
经验老到的木工。

“这间房子不大方整，立面不直，
先要打好水平，把龙骨固定好。”陈伟
平在草图上描描划划，心里有了底。

别看陈伟平现在干得有模有样，
早 3年前，他还是个“门外汉”。一次，
他参加“红心港湾”项目，发现木匠不

单工钱高而且还很不好找。他就毛遂
自荐，给木匠师傅打下手，偷偷学艺。

陈伟平跟着木匠师傅，粗活累活
抢着干。回到家，他多方查找视频资
料自学。两个项目干下来后，他就摸
清了基本“套路”。

其实，陈伟平有心挑大梁。这样
在选材用料、修门打顶、安装柜架等
方面，他就可以更多地融入自己的想
法。原来，这个公益项目原本资金就
紧张，能省一分是一分，加之困难家
庭普遍存在脏乱现象，个别木工难免
出现马虎交工现象。

陈伟平却偏偏将项目当成自家
改造来对待，他站在被帮扶儿童的角
度，设身处地满足他们的愿望。有的
孩子喜欢粉色的窗帘，他就专门订

做；有的孩子喜欢多几个收纳柜，他
就量身打造。

满足孩子的不同愿望，陈伟平不
厌其烦。而在购买各类装饰材料时，
那些老板见了陈伟平却是不胜其烦。
一次去买扣板，他选中性价比高的一
家，再三压价，还要赠品，把老板搞得
哭笑不得。 （下转第十版）

天台志愿者陈伟平匠心打造“红心港湾”——

“冰点”有颗沸腾的心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彰显核心价值观

图为陈伟平在整理杂乱的线路图为陈伟平在整理杂乱的线路。。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5 月 16 日上午，椒江区“古郡有
约”非遗文化展演暨“八八战略”主题
宣讲进文化礼堂活动在章安街道启
动。本次活动由椒江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主办，章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承
办。活动旨在用“身边事”解读“大政
策”，用“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声音传递到
基层一线。图为小朋友参与“夏日绘本
故事”讲座活动。

台传媒记者李昌正 方晨晔摄

听故事 学道理

台传媒记者王依妮

“5090”干部师徒结对传帮带、中
层干部恳谈共富思路、95后青年干部
细悟工作本领……5月15日晚，在临
海市白水洋镇，一场特殊的“夜话”点
燃了全镇老中青干部携手并进的发
展热潮。围绕着共同富裕，大家从自
身出发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发展镇
域经济的决心和干劲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共富夜话”学习会是白
水洋镇创立的特色品牌。今年，我市
以实干争先之姿掀起发展新热潮，基
层一线作为干部能力提升的大学堂、
实干争先的大考场，更需要以实践实
干惠及广大群众，这也全面考验着基
层政府和干部的治理能力。

“推进‘狮子型’‘老黄牛型’两

型干部培养，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纪
律严明、务实高效、敢于担当的两型
干部队伍，接续奋斗推动共同富裕，
是我们举行学习会的主要目的。”白
水洋镇党委书记程卫国介绍，当前，
全镇上下正朝着奋力建设现代化

“活力开放西部重镇、共同富裕经济
强镇、山水魅力特色佳镇”的目标不
断前进，正是广大干部大展拳脚、建
功立业的大好时机。

为此，该镇启动了“5090”师徒结
对传帮带培养计划，邀请年满50周岁
的优秀干部与90后干部结成师徒，在
经验上传、业务上帮、工作上带，为青
年干部的成长蓄能充电。此外，该镇
还常态化开展共富大论“谈”、青年干
部说等活动，鼓励全体基层干部相互
学习、博采众长。 （下转第十版）

夜话“共富经”

白水洋：“5090”共赴
发展之约

本报讯（通讯员黄 勇）5 月 16
日，在第二十四届中国浙江投资贸
易洽谈会“投资浙里”高峰论坛期
间，玉环市与华能晶科（玉环）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玉环 2号海上风
电项目投资协议。项目总投资 66.7
亿元，建成投产后，将有力促进玉环
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玉环 2 号海上风电场项目是浙

东南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拟布置
36 台 14MW 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
504MW，年 上 网 电 量 约 16.9 亿
kWh，节约标煤约 52.7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143.9 万吨，预计在

“十四五”期末建成投运。届时，玉
环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近 30 亿千
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将超
40%。

近年来，玉环市把循环经济产业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努力探索
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新
路，大力推动风电、光伏等产业发展，
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其中，具代表性的台州首个海
上风电场——华电玉环 1 号海上风
电场一期工程（北区）共安装 22 台
7.5MW 海 上 抗 台 风 型 风 电 机 组 ，
2022 年完成发电量 4.45 亿千瓦时，
一期工程（南区）拟布置 10台单机容

量 7.5MW 风 电 机 组 ，总 装 机 容 量
75MW，目前正在开展海域使用论
证、海缆路由、海洋环评专题工作。
规划总投资近百亿元的晶科光伏电
池组件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 10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和 30GW 高效太
阳能组件，全面建成达产后年产值
可达到 700亿元以上，将有力推动玉
环制造业向以新能源光伏为代表的
新兴领域转型。

总投资66.7亿元

浙东南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落户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