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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妮婷）5月27日至
28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沈铭权在
大陈岛调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嘱托，赓续红色根脉，弘
扬大陈岛垦荒精神，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以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奋斗精
神，克难奋进、争先创优，走深走实
走好新时代垦荒路，全力推进台州
高质量发展。

1956年至1960年，467名青年先
后登上大陈岛垦荒，使昔日的“海上

荒岛”成为“东海明珠”。多年来，习
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大陈岛，他曾

“一次登岛、两次回信”，强调要继
承和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在垦荒纪念碑
前，沈铭权凝神瞻仰。他指出，大陈
岛垦荒精神是几代垦荒人接续垦
荒铸就的精神“宝藏”，要深入挖掘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新时代内涵，砥
砺“艰苦创业”的本色，提升“奋发
图强”的成色，保持“无私奉献”的

底色，增添“开拓创新”的亮色，以
垦荒之力推动台州“三高三新”现
代化建设。

岛上群众生活是沈铭权十分牵
挂的事。调研中，沈铭权边走边看，实
地考察了岛上的智慧健康驿站，关切
地询问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他指
出，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采取更多
便民、利民、惠民举措，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岛

上居民的幸福指数。
甲午岩岩壁如削，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观看；名声远扬的“大陈黄鱼”
在此自然养成。沈铭权指出，大陈岛
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要因地制
宜发展富民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要全域提升海岛
风貌景观，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丰富
旅游业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全力
打造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的“现代
化大陈”。

实地参观考察后，沈铭权强调，
要接力传承大陈岛垦荒精神，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进一步发挥台州海
港、海湾、海岛资源优势，推动平台
发展能级跃升，全域布局临港产业，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台州
实践。

台州湾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市政府秘书长陈春参加调研。

沈铭权在大陈岛调研时强调

赓续红色根脉 坚持守正创新
走深走实走好新时代垦荒路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5月 28日
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
市长沈铭权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主
要领导有关讲话精神以及市级领导
干部会议精神，通报中央对湖南长沙

“4·29”事故的调查处置结果，研究政
府班子自身建设工作。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立足台州实际，统筹做好经

济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生态
保护、民生改善、除险保安等重点
工作。要深刻领悟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自觉先行一步、先学一步，推
动主题教育与落实上级重大决策
部署相结合、与推进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相结合，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持续
推进“风险大起底、隐患大整治、责
任大落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
项举措。

会上，沈铭权就进一步加强市

政府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做好政府
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各位班子成
员要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把
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品格，
将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
领域，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15次
调研台州 8 方面重要指示精神，不
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以及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要带头争先创优善作为，聚焦
省委三个“一号工程”和省政府“十
项重大工程”，紧扣市委“三个十”部
署要求，强化争先导向和比拼意识，

坚持“迈步不停步、抓住机遇跨大
步”，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带头团结协作提效能，在想问题、
抓工作、作决策时坚持从大局出发，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依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履职尽责，做到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带头勤
政廉政树形象，坚定“干事且干净、
干净加干事、干事能成事”的勤廉追
求，永葆为民之心、务实作风和清廉
本色，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
成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沈铭权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今日导读

“家门口”的全国大赛，
“台”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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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颜敏丹

每每提及温岭石塘，人们想到的是“千年
曙光”，半山斑驳的古朴民宿。在这个如诗如画
的渔岛，还有鲜味十足的海产品。

石塘镇是全国著名渔业乡镇、浙江省渔业
重镇、台州渔业第一镇，拥有国家级中心渔港
即温岭中心渔港。2022年，石塘镇成功申报海
虾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目前，该镇共有681艘拖
虾作业渔船，渔业公司 19家。2022年海虾产量
8.75万吨，产值达6.57亿元。

鲜味迷人，尝过一次就欲罢不能
4月底的一天，在石塘梦琴海湾民宿的大

厅，来自广东的游客慧婷与小伙伴看完日出过
来吃早餐。当天客人不多，厨师为每个人开小
锅。慧婷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碗海鲜面，她想尝
一下来自东海小镇地道的海鲜面。在米面和索
面之间，她选了更具石塘特色的索面。

10多分钟后，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索面被
服务员端到面前，搅拌几下，肉丝、鲜虾、鲜墨
鱼、鳗鱼干、蛤蜊等一大堆海鲜料头，让慧婷食
指大动。

“太赞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的海鲜
面。秘诀在哪里？”慧婷问服务员。对方回答，味
好在于品鲜，“你看，这些海鲜都是从码头上来
的，最快时几个小时就能从码头到餐桌。”

石塘有着丰富鲜美的海鲜，对于爱吃海鲜
的人来说，更是味蕾的天堂。据不完全统计，这
里单单鱼类就有千余种，而备受欢迎的虾蟹类
更是数不胜数。无论春夏秋冬，随时就地在石塘
都可以享受到美食。

各类海虾产品“游入”寻常百姓家
温岭是“鱼米之乡”，因其海虾的产量与品

质的双美而被世界周知，素有“中国海虾之乡”
“虾仁王国”的美誉。常出现在消费者餐桌上的
毛虾、对虾、鹰爪虾、红虾等，都属于海虾一族。

温岭的海虾大多数从石塘的各个码头，到达餐桌。
在非禁渔期，当地的排档、酒店，海虾可是必点硬菜。在老百姓的餐桌上，

一日三餐的食材中，虾也是少不了。
海边人怎样吃海虾？做法最简单、保留原汁原味的就数白灼虾；吃腻了白灼、

家烧、红烧，人们寻味着新吃法，比如醉虾、红虾螯虾刺身，还有做成黄金虾排、虾滑。
“来自东海野生的海捕螯虾，可是刺身级别的，因为它捕捞上我们渔船后，

迅速以超低温零下 60摄氏度冻起来的，买回家只要用矿泉水冲洗解冻，直接
用芥末和刺身酱油蘸着吃就可以了；不习惯刺身吃法的，也可以开水烧一两分
钟捞出即可。”海鲜经营户郑东说。

除了端上餐桌，石塘的海虾还有新的去处——深加工企业。在禁渔期前，
大小不一的海虾一车车运到温岭市石塘海虾专业合作社，经过清洗、煮熟、干
燥、筛选等程序，制作成各类规格的虾米。“小的虾米人家买去包饺子，大一点
用来炒面炒菜。最小的一档批发一公斤60多元，大的一公斤150元左右。”该企
业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依托东海丰富的渔业资源，温岭石塘的海鲜产品也走进了直播
间，“渔二代”陈清军等人，通过直播把源头新鲜的海鲜介绍给消费者，上岸后
通过快递快速送达消费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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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张笑川雨

在 5月 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即将到来之际，我市在全国首创出台

《关心关爱科技工作者10条意见》（简
称“关心关爱10条”），打造“台”有爱、

“科”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
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台州

科协一直在做。“以往，是零碎性的，
没有系统性的制度规范。”市科协副
主席喻鸿彪说，为此，市科协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调研和梳理了科技工作
者们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出台

“关心关爱 10条”，在思想、政治、组
织、工作、学习、生活、待遇等7方面形
成保障，体系化、常态化地开展贴心
服务，让他们可以安心筑梦。

关注思想动态，精神更富足
“逢年过节，科协就会给我们送

上节日福利，还经常搞活动，跟大家
聊天谈心，帮我们疏导心理、缓解压
力。”谈到“关心关爱10条”，浙江澳兴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詹小远表
示，科协对他们的思想关切很到位。

近期，全市各地都在集中开展“弘
扬科学家精神，昂扬奋进新时代”主题
展、“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巡讲团进校
园”“我讲科学家故事”等系列活动。

“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
了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防疫等各
种科普活动，将深奥的科学研究转化
为日常知识，能够帮大众提升科学认
知水平，很有意义。”詹小远说，精神
富足，他们的工作也充满了干劲。

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是关心关爱
科技工作者的重点，但他们分布在各
行各业，如何与他们产生联结？“关心关
爱10条”提出，将加速推进市、县（市、
区）两级“科技工作者之家”实体化全覆

盖，并以此为阵地，持续开展联谊交友、
科技大讲坛等活动，增强他们的组织
归属感、职业荣誉感和生活幸福感。

此外，市科协还将通过开展“最
美科技工作者”“科技追梦人”选树、
组织参加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
科技工作者专题研修、国情考察等活
动，丰富科技工作者们的精神生活，
打造思想政治引领高地。

解决急难愁盼，服务更贴心
“当前，台州的高校院所在高水

平的科研项目申报，特别是省部级项
目申报上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一直
在摸索当中。”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研究院科技发展科科长黄丹从
事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多年，她迫切希
望科协能够在项目推荐把关、项目申
报书编写上搭把手。

“课题立项、项目申报、职称评聘

等一直是科技工作者们工作中关注
的重点。聚焦他们的关心关切，我们
将尽力促成政策支持，帮他们一把。”
市科协学会部部长王海鹰说。

王海鹰表示，他们将发挥项目资
助的撬动作用，组织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遴选，提升软科学课题、学会项
目、“三长”示范项目能级，打造高端学
术论坛品牌，举办各类科技创新赛事，
搭建院士之家、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
站、博士创新站和学会服务站等创新
创业平台，推荐申报上级奖项荣誉，鼓
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从而不
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市科协还将倡导建立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
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创新科研项目
和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探索灵活的分
配制度和薪酬制度。（下转第二版）

我市在全国首创出台《关心关爱科技工作者10条意见》

打造“台”有爱“科”信赖的家

台传媒记者赵 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椒江正
悄然发生着变化、展现出新魅力：城
市品质日益提升，小区治理日渐完
善，民生服务多元丰富……变化背
后，涌动的是城市基层党建的“红色
地标”，推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新蓝图的实现。

近年来，椒江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党群先锋驿站、“党建会客厅”“三
位一体”构建覆盖村社、商圈楼宇、城

市小区的党群服务红色矩阵，着力打
造“便民、近民、亲民”的“党建地标”。
今年以来，已集成升级各类党群服务
阵地 175 个，组织开展主题活动、特
色服务 2130 场次，收集梳理意见建
议 829条，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1230件。

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构
建“新阵地”

家 住 洪 家 街 道 鸿 州 社 区 的 潘
万福，退休后也想找点事来做。得

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升级后，潘万
福三天两头去，看看书、听听曲、聊
聊家常，还经常参加科普宣讲、党
员志愿等活动，退休生活过得多姿
多彩。

像鸿州社区一样，在椒江，覆盖
村社一线的党群服务中心已有 120
余家实现了集成升级。通过优化村社
集中办公区域，合理划分功能区块，
推进文化礼堂、养老中心等多中心融
合，实现场地共用、资源共享，服务空
间最大化。 （下转第七版）

党群服务阵地集成升级

椒江：激活城市治理“红色地标”

台传媒记者章雪瑶

11点 30分，三门县花桥镇吴都
村“鉴溪蔬园”，柯仕兵俯身捡起被风
吹倒的蔬菜标牌，轻轻抖落黏在牌面
上的泥土，又将其稳稳地插回地里。

小小菜园里，经阳光雨露灌溉的
菜苗破土吐绿，“这是孩子们种的甜瓜、
生菜……”绕场一周后，柯仕兵走出菜
园，步行200米，回到自己的主场——
吴都小学。

“校长好！”午餐时间，孩子们成
群前往食堂，看到柯仕兵，纷纷露出
明朗笑脸。

这是一所仅有110余名学生的乡
村小学，距离县城1小时车程，半数以
上是留守儿童。

1999年，柯仕兵来到这里任教，
2010年开始担任学校负责人。他在此

“耕耘”，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从全县倒
数逆袭前列，也在乡村孩子心里埋下
希望的种子。

营造良好氛围，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柯仕兵的微信名叫“山村耕夫”，

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在山村里
“耕耘”的人。

24年前，时年 29岁的柯仕兵从
其他学校调往吴都小学任教。谁都没
有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离开。

“这么多年，也曾有机会去教学
条件更好的学校，但我对这里有感
情。”柯仕兵说道。

吴都小学前身为“鉴溪书院”，创办
于宋末元初，是三门最早的书院之一。

早年，学校还曾有初高中，柯仕
兵便是在这里由小学升入初中，留下
过一段青葱记忆。但随着城镇化发
展，大量学生流向城镇学校，学校生
源减少、规模萎缩，如今只剩下一个
小学部。

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一个
班近20个学生。“生源虽少，但相对稳
定，现在每年都有外学区的家长想把
孩子送来我校就读。”柯仕兵透露，近
几年，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从
全县倒数一路向前激进，已跻身前列。

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柯仕兵
自有一套。

没有优质生源，那就自己培养。
包括柯仕兵在内，全校老师仅 10余

人，几乎每个老师都是全科老师，学
校发挥小班化教学优势，关注每一
位学生，提高与他们交流的频次。在
常规教学的同时，对学习成绩较差
的采取一对一辅导，针对父母不在
身边，无法独立完成作业的孩子，则
利用课后时间陪伴他们完成功课。

延续鉴溪书院“耕读至诚，且待
芳华”办学理念，打造耕读文化。不仅
开辟“鉴溪蔬园”劳动基地，让学生体
会劳作不易、珍惜学习机会，还创办

校报《小桔灯》，给每一位作品被选登
的孩子准备奖状和小礼品，在全校师
生大会上为他们点赞，营造了主动学
习、自主阅读的氛围。

帮扶困难学生，引导善
意涌向校园

今年 6月，曾就读于吴都小学的
柯一帆将从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与思想政治教育复合)专业毕业。

（下转第七版）

“山村耕夫”柯仕兵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科协之窗

彰显核心价值观·““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八八战略”在台州

争创世界美食之都

本报讯（记者卢靖愉）5月28日，
临海熊出没欢乐港湾“戚家宴”美食
匠人评选大赛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
区巾山广场火热举行，40名民间美
食手艺人及非遗文化传承人齐聚一
堂，围绕蛋清羊尾、乌饭麻糍、姜汁调
蛋等12种极具临海地方特色的小吃
品类，展开比拼较量。

本次大赛由临海熊出没欢乐港
湾联合临海市餐饮行业协会、临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举办，是探
索“美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一
次生动实践，将打造美食文化与地域
标识相结合的新 IP，同时为民间美
食匠人搭建了技艺展示的舞台。大赛
共设置了 12个“最佳风味奖”和 1个

“最具人气奖”，13位获胜者除了获
得荣誉证书和奖金外，还将得到熊出

没欢乐港湾“戚家宴”主题小吃餐饮
空间的优先入驻权。

据了解，临海熊出没欢乐港湾是
全国首个以“熊出没”IP为核心的复合
型文商旅综合体，项目占地16.5万平
方米，总投资20亿元，精心打造了五
大主题区域，将成为集城市休闲、亲子
娱乐、时尚打卡、人文艺术、美食品鉴
于一体的“新城市中心”。其中，颠覆传
统餐饮模式的“戚家宴”主题餐饮空间
将以特色餐饮和实景表演相结合的形
式呈现，打造听觉、视觉、触觉、味觉、
嗅觉五位一体的沉浸式体验，让食客
边品味地道美食，边感受文化底蕴。

目前，熊出没欢乐港湾项目已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开园
筹备相关事宜，不日将与市民游客正
式见面。

打造美食文化新IP

“戚家宴”美食匠人
评选大赛在临举行

柯仕兵工作近照柯仕兵工作近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