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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护士学校是以培养护士

为特色的公立全日制普通中等职

业学校。2023 年计划在台州各

县 (市、区)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

约 355名。

咨询电话：0576-85303588
联系人：阮老师

校址：临海市

江南街道花溪路

100号（章家溪)

台州护士学校
2023招生公告各班组及建筑工人：

由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承建的秀洲至路桥公路路桥肖
王至洋屿段高架桥工程（匝道桥）
于2022年12月26日全面完工，工
程款项已按合同约定拨付到位，
建筑工人工资均已结清。

特此公示，对以上表述有异
议的，须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人社局或行业主管部门
反映情况。

举报电话：
路桥区人社局：0576-82520213
路桥区建设局：0576-52580129
秀洲至路桥公路路桥肖王至

洋屿段高架桥工程（匝道桥）项目部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农民工工资支付结清公示

遗失庞建华身份
证 ， 编 号 ：
413023197707170616，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路桥
区民政局 2020 年 7 月
6日核发的台州市路桥
区金清镇新东方幼儿园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一本，(法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31004572914959Y
，声明作废。

遗失 2022 年 6 月
15日由温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浙江
师图文化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各一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081MA2MACK
Q82，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鑫泽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3310040169214，
声明作废。
台州市百达电器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台州市
百达热处理有限公司

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决

定：台州市百达电器
有限公司与台州市百
达热处理有限公司合
并。合并前台州市百
达电器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 20,953.3179
万元；合并前台州市
百达热处理有限公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1,
300.00 万元。本次合
并 的 形 式 为 吸 收 合
并，台州市百达电器
有限公司存续，台州
市百达热处理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后，台
州市百达电器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 22,
253.3179 万元。台州
市百达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和台州市百达热
处理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由合并后的台州
市百达电器有限公司
承继。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 之 日 起 四 十 五 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特此公告。

台州市百达热处
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本报讯（记者张妮婷）5月 16日，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宁波开幕。本
届博览会以“深化务实合作 携手共
向未来”为主题，设中东欧展、国际
消费品展和进口商品常年展三大展
区，吸引 400余家中东欧国家及其他
欧洲国家的境外展商参会。其中，台
州 54家企业携特色产品在国际消费
品展亮相。

走进国际消费品展的台州馆，87

个展位上，餐厨用具、家居用品、户外
休闲、服装配饰、家用电器等五大类
产品一应俱全，精美的产品吸引了不
少客商驻足。

“开展不到一小时，我们就签下
了第一单，预计产品将销往德国的上
千家超市！”温岭市康尔达工艺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永康已经是第三次
参加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了。

在该公司展位上，各式各样的餐
垫令人眼花缭乱。“餐垫产品共有1000
多种，这次带来展示的是款式比较新
颖、有代表性的300多种产品。”黄永康
表示，前两次参加消费品博览会收获
颇丰，期待今年也能有好“战绩”。

临海市长烁灯饰有限公司的展

位格外吸人眼球。各式各样的灯饰，
在手机的智能操控下，闪烁着五颜
六色的光芒。公司董事长潘昌松与
韩国世吉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汉
洙签下了一份“大单”——展示的每
个产品都来 100套。“我之前对这家
公司就有所了解，这次参展特地来
找灯饰。在比对各家企业后，我认为
这家公司的灯饰更精美，更有吸引
力。”金汉洙说。

中非客商勇气在台州馆的各个
展位上流连。“台州的产品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质量很好，很有新
意。”勇气说，“通过博览会，我更加了
解了台州的特色产品，我非常乐意将
台州产品推介给我的客户、朋友们。”

“这次博览会，台州企业参与的
积极性非常高，我们的展位从上一届
的40个增加到了87个，实现了翻番。
更多台州企业在‘修炼内功’的同时，
通过展会这种形式，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我们也做好配套工作，帮助企
业做好‘防风险’工作，助力企业更好
发展。”台州市商务局外贸处处长金
渝迦表示。

据悉，本届博览会不同于以往国
家展的布展形式，今年首次使用专业
品类布展，展品涉及农食、酒类、美妆
个护、日用家居、特色产业、服务贸易
六大品类，展品超过 5000 种，其中
3000种为新品。本次展览会期持续至
5月20日。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

台州54家企业携特色产品亮相

本报讯（通讯员梁蕙薇）为了让
青少年在传承中感受中医药文化
的魅力，5 月 15 日，共青团临海市
委员会、台州医院团委、大田街道
团工委联合主办的“青少年中医药
文化研学基地”启动仪式在大田中
心校举行。

据悉，这是临海市首个“青少年
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基地包括中
医药文化长廊、中医药文化传承教
育馆、中医药文化研学馆、半夏园四
大板块。

启动仪式后，大田中心校的学
生们在中医药文化研学馆内聆听中
医科医生的讲解，了解中医理疗的
功效和特点，现场体验艾灸、拔罐和
刮痧等理疗项目。在医生的指导下，

学生们还在半夏园内种植中草药，
学习生长操。

“我们计划开设中医药传统文
化主题班会课、中医儿童健康管理、
半夏讲堂、中医药文化节等，结合不
同年龄段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定期
组织中医科专家展开讲座、义诊以
及一系列适合青少年学习和发展的
实践活动。”台州医院中医科医生赖
全安介绍。

“青少年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的
成立，将给未成年人‘双手行动’增添
新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
研学基地的作用，将中医药文化有
机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讲好中医
药故事，守护好青少年成长。”大田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铁城表示。

大田——

中医药文化“走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颜 彤）5月16日上
午，黄岩区人大北城工委邀请辖区
内中国银行、台州银行、农商银行等
5家银行的负责人、近20家小微企业
负责人及部分人大代表，共同开展

“银行企业‘面对面’，北城人大优化
营商环境再发力”座谈实践活动。

本次座谈活动中，黄岩区人大
北城工委主动搭台，积极引导金融
机构为小微企业融资，旨在解决前
不久人大代表们提出的小微企业

长期面临着的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问题。会上，5家银行负责人仔
细介绍了各自的产品政策，并表示
小微企业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
生的重要力量，会努力为小微企业
的成长“保驾护航”，打通融资“最
后一公里”。

据统计，本次活动中，5家银行共
签约放贷1650万元，意向贷款或授信
500万元，化解了近20家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

黄岩北城人大——

助力打通小微企业融资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张光剑 通讯员郑
燕睆）5 月 16 日上午，台州市人文
社科乡村大集市在仙居县下各镇
杨砩头村文化大礼堂举行。丰富多
彩的文艺演出、精致有趣的科普展
览、贴心暖心的服务项目，吸引了
众多村民前来“赶集”，享受社科知
识“大餐”。

据悉，2022 年 10 月，《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条例》实
施。《条例》规定，每年 5 月第三周
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当
天，活动设置了科普大篷车、健康
知识讲座、义诊、宣讲，以及人文社
科知识、农业农村政策、水文化知
识的宣传普及和乡村文艺展演。现
场村民络绎不绝，并不时拿出手机

拍照摄像。
来自市水利局的钟先扬给村

民带来了十几个如何送水、净水
的小实验，用实验的方式形象地
告诉村民饮用水来之不易，希望
大家节约用水。“我看了小实验，
才知道我们平时用的水来得有多
不容易，以后要学会节约用水。”
村民杨玉芬说。

“我们通过组织这样的乡村集
市活动，主要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
理论，还有我们优秀的历史文化和
人文社科知识。接下来，我们还会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十几场的大型文化
集市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在文化方
面的获得感。”台州市社科联副主席
汤天伟表示。

台州市人文社科
乡村大集市走进仙居

稳企助企 稳进提质

本报讯（记者庄嘉瑜）5月16日，
以“种在浙里 创芯未来”为主题的
2023浙江种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种
博会”）在杭州开幕，我市共有6家企
业参展，集中展示了种子、农资、育
苗穴盘、防虫网、遮阳网等。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着力突破西蓝花、水稻、西
瓜、甜樱桃等核心种业“卡脖子”问
题，大力培育种业企业，现有农作物
持证种业企业7家，为农业现代化发
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本届种博会以“馆展+地展”形
式展示浙江省现代种业发展成果。
馆展面积约 8000平方米，设中心成
就展区、地市与科研单位展区、种业
企业产品展区等3个展区；地展主展
区面积约 500亩，设田间成果展区。
同时，在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

兴、台州、衢州、丽水等地设置展示
分中心。

走进台州展区，甜樱桃、小黄
人西瓜、玉环盘菜、仙居小黄皮土
豆等台州优质产品吸引了一众专
家的眼球。“台州展区集中展示了
台州种业近年的发展成果，带来了
畜牧种业、水产种业、农作物种业
三方面的种质资源。”市农业农村
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张胜介绍。

此外，种博会“地展开放周”活
动将从 5月 18日延续到 5月 25日，
台州地展设在台州湾新区台州农业
科技创新园内，共展示 131个品种。
其中，樱桃番茄品种 28 个、甜瓜品
种 24个、中大果型爬地西瓜品种 43
个、小果吊蔓西瓜品种 26 个、南瓜
品种10个。

台州6家企业参展
2023浙江种博会

台传媒记者章雪瑶
台传媒通讯员方巧玲

“阿公，我们把房前屋后搞干净了，
你自己看着舒服，住着也舒坦……”“95
后”金鑫正帮着村民打扫庭院。这段
时间，在三门县健跳镇下街村，村民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村级后备干部小
金忙碌的身影。

今年，健跳在全镇各村共选拔出
120名后备干部，聚焦正在火热推进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揭
榜挂帅”比拼。短短几周就拆除了全
镇大部分危旧房屋，一些影响村容村

貌的“顽疾”也得到有效改善。
村干部老龄化问题突出、村干部

后备队伍“青黄不接”，是不少村子面
临的共性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健跳镇按照“着眼下届、谋划两届、面
向未来”的整体布局，全面实施村级
后备干部“雏雁”储能计划，采用选
雁、育雁、管雁、用雁“四步培养法”，
体系化培优建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打造高素质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源头储备”是关键。健跳镇推行“先定
事后选人”选拔机制。通过“三票一定”
的方式，由群众用推荐票推谁能“备”，
村民用自荐票荐谁愿“备”，党员和村民

代表用测评票测谁够“备”，将自主权交
给村民。同时，实施三色预警管理，根据
后备干部储备数量、质量等，赋予“红黄
绿”码，实时掌握，分类指导、分批破难。

对储备的村级后备人才，该镇积
极拓宽培育平台，突出能力建设。按照
一肩挑人选、其他村两委干部人选等
两个培养方向，结合三类人员特点，推
行学习、帮带、历练、互训等组合施教
模式。同时，将后备干部辅挂重要职
务、外挂重点项目等，开展为期一年的
实践历练，让其熟悉村级各项事务，做
到“备而有用”。目前，全镇“雏雁”参与
解决的镇村两级工作近250件。

该镇对村级后备干部实行动态
管理，设置专属成长档案，并成立“雏
雁”考评组，对后备干部的定事承诺
和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评议。干部
去留则根据季度、年度考核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表现优秀的将通过入选、
入党、入职、入薪等方式予以激励，表
现较差的则及时劝退。

“抓好村级后备干部选培储备是
加快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农村基
层治理的现实需要，我们要一村一案
培养一批基层带头人，为新一轮村社
组织换届提供人才保障。”健跳镇党
委书记陈松说。

实施“雏雁储能”计划

健跳：建强村社后备干部队伍

本报讯(通讯员许晖晖 管依真）
近日，笔者从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黄岩分局获悉，黄岩区富山乡半山
村通过了省地质文化村（镇）创建名录
评选，系台州市本批唯一入选村（镇）。

近年来，台州市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独特
的地质资源禀赋，充分挖掘“地质+”
文化资源，以地质文化村（镇）创建为
载体，融合乡村建设，发展特色产业，

为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此次通过省级评选的半山村地

处黄岩区西部山地乡村旅游区块，紧
挨富山大裂谷、冰川石瀑景区，有国
家级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村落重
点村等美誉。其主要地质资源为花岗
岩地貌，有高山湿地、夷平面等构造
地貌景观，四面环山、环境幽雅，森林
覆盖率在 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

“天然氧吧”。

富山大裂谷景区还是目前华东
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清晰的山崩地
裂地质遗迹景观典型地貌，为新构造
运动的典型遗迹点，具有较大的地质
文化开发前景。

“接下来，我们将以‘地质+生态
旅游’模式开展地质文化村建设，充
分结合半山村现有规划方案，有针
对性地开展地质遗迹资源、古村落
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

专项调查，并将调查成果融入乡村
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开展地质游学
科普，力争打造地质+生态旅游 4A
级地质文化村。”台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黄岩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还将以地质遗迹景观+云上富
山产业发展相结合，结合梨花节、高
山果园、西部游园产业优势，丰富地
质文旅产品，打造区域产业产品品
牌，带动村民增收。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岩分局——

深挖地质资源 助力乡村“蝶变”

乡村振兴进行时

（上接第一版）
凯华公司与台科院的校企合作

始于 2010年，去年双方深化合作共
建凯华模具产业学院，共同出资2000
万元，在学校建了一个生产车间，学
生在这里可以开展各个岗位的实训。
课堂直通车间，让产线与课堂融合、
产业与专业对接，学生一毕业就能上
岗，上岗就能胜任，实现学生培养使
用无缝衔接。

“这批毕业生的实操能力不亚于
入职几年的员工。”对于首批入职的
44名毕业生，凯华公司董事长梁正华
十分认可。他说，十多年的校企合作，
企业不仅收获了一批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也更坚定了他坚持产教融合共
同育人的决心。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
育办学的基本模式，也是办好职业教
育的关键所在。”郑琳说，为了提升职
业教育办学质量和适应性，我市职业
院校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的有效衔接，定向输送技能人才，
既为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又破解用
工企业蓝领人才紧缺的“瓶颈”。

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
市场需求转变而“动”，全市职业院校
开设 339个专业，专业与支柱产业对
接率达 90%以上。职业院校与 1500
多家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入选
2019—2022年度浙江省产教融合联
盟2个、产教融合示范基地3家、试点
企业22家、工程项目17个、协同育人
项目25个，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数据的背后，是我市加快推进产
教融合，营造职业教育发展良好生态
的映照。

去年，市教育局在深入调查研究
和充分听取各地各方面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牵头起草了《台州市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该条例拟于
今年立法，将产教融合好做法好经验
上升到法律规范层面，现已通过市人
大常委会一审。

培育“新引擎”，激活经
济发展新动能

在台州市红绿蓝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的阿里巴巴国际站跨境直播间，
一名女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介绍着
塑料鞋盒的性能，画面外，还有几人
熟练操作，掌控直播画质、节奏以及
监测粉丝流量数据。

参与直播的人员都是台州职业
技术学院经贸学院的学生。“跨境直
播蓬勃发展，我们尝试相关课程，并
成立了童话电商跨境直播团队，核心
成员有 20多名，直播间就是专业教
学的实践战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学院副教授童海君说。

“我们在跨境直播方面刚起步，缺
少专业人才，于是想到了校企深度合作
模式。”公司总经理张恒彪表示，学生结
合企业和产品制定专属的运营方案和
脚本话术，从最近几场直播的数据反
映，公司的线上销量有了明显提升。

这只是台州职业院校服务地方

企业和地方经济的一个缩影。
“台州小微企业众多，由于资金因

素制约，组建科创团队的动力和实力
不足。”林鉴兵介绍，职业院校通过打
造科技创新团队、产业技术联盟、重点
实验室、技术孵化中心等科技服务平
台，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全市职
业院校每年承接技术服务项目达400
多项，对接技术难题近100个，为企业
技术服务到款额达5649.25万元，其中
高职5225.31万元，中职423.94万元。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与北京东大正
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正保智慧
财税产业学院，这是浙江首家正保财
税云共享中心，学院立足台州，面向长
三角，为20多个行业、3万多家中小微
企业提供大数据财税服务。

去年，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与国家
水泵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浙江）合作成立
温岭市校企泵与机电产学研中心，这是
我市首个由中职学校参与的政企校共
建产学研中心。截至目前，中心已申请
专利7项，为企业解决多项技术难题，其
中为台州市腾远泵业有限公司建立的
水泵控制器生产线已进入产品生产状
态，预计可为企业新增产值200多万元。

台州职教勇攀“新高地”

近日，在温岭市温峤镇张老桥
村，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
人员正在进行不停电作业。为助力
温玉铁路项目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自 3 月中旬起，该公司组织人员加
班加点对温玉铁路（温岭段）电力
线路进行迁改，涉及温峤镇、大溪
镇、城南镇45处35千伏及以下电力
线迁改，目前已完成 27 处迁改，预
计6月全面完成。

台传媒通讯员徐伟杰 赵碧莹摄

电力线路迁改
让路温玉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