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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7月 15日凌晨 3时 40分，台州港
引航站引航员程传彪从专班驻点出
发，准备乘坐拖轮前往装载着电煤的

“珍珠”轮上执行引航任务。6时40分，
他顺利引领该轮安全靠泊台州港大
麦屿港区华能玉环电厂卸煤码头。

据悉，华能玉环电厂的 4台百万
千瓦机组，为我省贡献了 10%以上的
电量。这段时间高温来袭，用电负荷
呈现极快的增长态势，华能玉环电厂

作为华东电力主干网重要支撑点之
一，其正常运行关系着长三角地区居
民生产生活的用电稳定。而每艘煤船
的进出港，都需要引航员登船引航。

在前期深入了解夏季电煤保供
情况，调研企业引航需求后，7月1日，
台州港引航站设立了大麦屿港区华
能玉环电厂引航驻点服务专班，以贴
心且高效的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保障重点能源物资进出港通畅。

自 7月 13日下午进入专班后，程
传彪将在这里开展为期5天的驻点服

务。“以前经常因天气、码头装卸等不
确定因素导致进出港时间延迟，我们
驻点在这里就能根据实时需求，更便
捷地提供引航服务，全力保障电煤持
续输入。”

电煤保供的有力举措不止于此。
7月12日，华能玉环电厂拿到了10万
吨级和7万吨级泊位的正式调试运行
许可证书，标志着这里可以同时停泊
1艘 10万吨级和 1艘 7万吨级煤船进
行装卸作业，煤炭运输能力和码头靠
泊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下转第二版）

提升码头能级 设立引航服务专班

台州港以电煤保供助力迎峰度夏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浙青情深，
跨越山海。7月16日，市委书记李跃旗
率市代表团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茫崖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推
进落实情况，并举行捐赠仪式。李跃旗
说，台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更加坚定自觉地扛起对口支援茫
崖市的政治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
资源统筹，提升工作实效，在新征程上
奋力谱写台州茫崖双向合作协同发展

新篇章。台州市领导林先华、吴才平，
海西州领导詹茂伟、高永红、宋积晟，
茫崖市领导柳雪莲、刘为民、李世科、
邓建青、杨浩德、陈剑参加。

为群众创造更多福祉，推动茫崖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是台州茫崖两地
合作的共同目标。自2010年建立对口支
援关系以来，两地持续深化在资源、技
术、人才、资金和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援建项
目落地，推动对口支援工作深入开展。

考察中，李跃旗一行来到采油一厂尕斯
联合站，就勘探开发、科技攻关、人才培
育等内容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在青
海晶鑫钾肥有限公司，了解当地钾肥产
业发展和钾肥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李跃旗说，台州与茫崖交流合作
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考察
交流为契机，深化现代产业领域合作，
促进盐湖资源、清洁能源、文化旅游、
农畜产品推广等领域优势互补；深化
生态环境领域合作，探索生态协同治

理新模式；深化社会民生领域合作，促
进民间交往交流，推动两地互利共赢、
双向合作结出更加丰硕成果。柳雪莲
表示，当前茫崖正大力实施“11345”发
展战略，全力打造“五区一高地”，奋力
推进现代化青藏高原特色石油新城建
设。希望两地按照浙青两省深化对口
支援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产
业协作对接、完善人才培训机制、强化
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两地交流合作迈
上更高层次和水平。

李跃旗率台州市代表团赴青海茫崖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奋力谱写双向合作协同发展新篇章

7 月 15 日晚，温岭市石塘镇小
箬岛流光溢彩，夜色迷人。小箬岛原
是渔村孤岛，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
的海洋资源和特色传统文化，当地
大力打造美丽渔村，发展旅游产业，
小箬岛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岛”。
渔民纷纷转产转业，靠“卖风景”走
上了致富路。

台传媒通讯员周学军摄

小渔村变身
“网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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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项 薇
台传媒记者王恩兴

作为首批浙江省现代社区之一，
路桥区路北街道路东社区由南洋村和
下宅於村合并成立，面积81.8806万平
方米，现有常住人口 2683户、5738多
人，户籍人口454户、1600多人。

探索建立“东东有好事”系列公益
品牌、“‘Fu’路东·Hi”党建品牌……面
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服务需求，

近年来，路东社区着力在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硬件环境改造和社区治理上
下功夫，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三方协商释放治理活力
金色南洋小区建于2013年，共有

8栋居民楼和 355户居民，属于开放
式安置小区。因周边小区众多，餐饮
业发达，越来越多外来车辆进入小
区，导致居民停车不便。居民刘阿姨

说：“有时候外来车辆占用消防通道，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乱停车挤占小区空间，引发停车
难、环境杂乱和绿化破坏等连锁问
题。为解决问题，社区决定安装道闸、
建设停车场，以规范停车。然而，安装
道闸、收费、收益安排等问题都需要
解决。

社区提出三方协商共治方案，将
矛盾化解于萌芽。为此，社区班子成
员、网格员通过实地走访研究、与居

民沟通问询，草拟出可行性方案。同
时，牵头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最
终商议将小区停车收费产生的收益
用于安置小区的日常维护，小广场停
车场的收益作为经济合作社的资产
经营收入。

“目前，小广场停车场新增100多
个停车位。不仅停车难、乱停车问题得
到破解，小区环境也更加整洁有序。”
路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王滢娴介绍。

空间大了、环境整洁了，但是大家
发现这里的公共活动空间太少了。为
此，三方协商共治再次发挥效能：200
平方米的灯光球场、200平方米的儿童
游乐场、400平方米的老年人排舞广
场应运而生，满足“老中青”三个年龄
段的活动社交需求。 （下转第八版）

全面升级 幸福加倍

路桥：社区就是一个家

市域治理现代化

台传媒记者谢 蕾
台传媒通讯员金诗音

不久前，临海（上海）医药产业投
资环境推介会顺利落幕。本次推介会
不仅是高效对接上海世界原料药中
国展，向着“世界朋友圈”走出去，更
是自信展示“中国绿色药都”临海的
实力，欢迎客商们走进来。

推介会虽然结束了，但是“在临
海投资”的好戏刚刚开嗓。

今年以来，临海市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
程”会议精神，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
线”，持续推进“想你所想，尽我所能”
的服务理念，奋力书写营商环境高品
质硬核答卷。

保住“清”本色，共促清
廉民企提质建设

今年，临海坚持“政”“商”双向发
力，积极培育清廉民企示范点，在实现
661家规上企业清廉民企建设全覆盖
的基础上，深入贯彻清廉民营企业建
设通用要求和评价规范两项团体标
准，印发《关于建立清廉民营企业建设
轮值制度的通知》，填补了国内清廉民

营企业建设评价标准化空白。
“清廉建设既是企业的责任，也

是企业的内需。”临海市工商联党委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波介绍，民企有
完善内部管理体系的客观需要，清廉
民企建设是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的坚
实保障，进一步帮助企业将清廉建设
线延伸至经营发展的全过程，以企业
内部清廉带动全域营商环境清朗。

在推进清廉民营企业建设中，临
海还出台了政商关系政商交往“正负
面清单”，创建亲清政商关系“互诺互
评”制度，创新实施“三员”制度，全域
选配清廉指导员、企业纪检员、清风

观察员 1500 多名，协助企业内部审
计、廉洁风险排查，推动形成伟星新
材“五廉工作法”、永强集团“五色廉
藤”、拓卡奔马“清廉家文化”等 30多
个清廉民企建设品牌。

擦亮“暖”底色，畅通政
企沟通渠道

“我们专做外贸，今年在广交会
的摊位申报上遇到了难题。”中奥洁
具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涌泉镇人大
在走访卡中及时帮助企业对接主管
部门，做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下转第二版）

临海：“升级版”营商环境厚植兴业沃土

台传媒记者潘春燕 张妮婷 章海英

青山环抱，绿水逶迤，走进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
村口石碑上的“潘家小镇”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曾经，这里是一穷二白的“空心村”，集体经济为零。“生
态好了，村庄美了，金山银山就来了。”岩下潘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潘礼毅说，“每到周末，游客住宿订单爆满。
现在，村集体经济破百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5000万元。”

从“空心”到“振兴”，这个77户、204人的小村庄，因
何发生美丽蜕变？

缘起“千万工程”
这几天，潘礼太天天岩下潘村、县城两边跑。

“‘中国冲锋衣产业名城’称号要争取下来，还要回
村参加讨论会，商量未来村庄发展。”身兼三门冲锋衣协
会会长、岩下潘村曾经的党支部书记潘礼太虽然忙，却
乐在其中，“现在县城到村里开车不到一小时，不像 20
年前，一天只有一班车，还得一路颠簸。”

上世纪 90年代的岩下潘村，人口离散、凋敝破败，
村集体经济为零。

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政策一出，如一股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小山村，也吹进时
任村党支部书记潘礼太的心坎：村庄改变的机会来了。

“那时村里没钱，刚当村干部，也不知道怎么发展。
听说省里在搞美丽乡村，有一定的补助。”时任村委会主
任潘礼伟说。

潘礼太和潘礼伟，带着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开始
跑县里、跑镇里，要项目、要资金。

村内道路破败，露天粪坑苍蝇满天飞。潘礼伟申请
来10万元项目补助款。村路变宽了，三四十个露天粪坑
也不见了。

村办公楼破旧，村务难以开展。潘礼太积极争取来
3.5万元补助资金。在村民捐款捐物下，三间两层的村办
公楼落成。

村“两委”干劲十足，村庄也渐渐有了新模样。然而，
七八十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成了大家的“心病”。

眼看周边一个个村庄旧貌换新颜，村“两委”急了。“村
里有30年没有建新房了。”潘礼太说，村民反映“再这么下
去，祖辈生活的村庄就要在我们这辈人手上消失了”。此时，
正在编制的《横渡镇城镇总体规划》，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村“两委”商议决定：拆旧建新、改造农房。
潘礼太带着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边向县、镇里争

取扶贫资金，一边带着“拆迁协议”，赶赴三门县城、椒江
和宁波等地，做在外村民的思想工作。2009年底，95%村民签字同意拆迁。2010
年2月，潘礼太带头推倒自家5间二层木头房，其他村“两委”纷纷跟进，第一期
100多间老房被夷为平地，127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随后到账。

房子拆了，可回来建房的村民不到六成。怎么办？12名党员干部带头，领
着10户群众按下建房红手印。2012年夏天，第一批22幢农家别墅主体完工。

“没有产业，即便有漂亮的房子，也留不住村民外出的心。”时任村党支部
书记潘健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村里的绿水青山，发展农家乐，帮村民闯
出一条致富路。潘健以个人名义筹资20万元，每户2万元奖励农家乐经营。就
这样，9户家庭干了起来。

2013年 4月 8日，借首届三门（横渡）乡村旅游节的东风，岩下潘村以“潘
家小镇”的雅号开门迎客，当天游客突破 1万人，当月户均收入过万元。年底，
不少村民抢着回来建第二期。第二年，创办农家乐村民达19户，农家乐户均收
入超过10万元。

随着水坊街、情人谷等项目的建成开放，岩下潘村乡村旅游风生水起，一
跃成了“网红村”。

如今，岩下潘村户户住上农家别墅，56户村民经营起民宿，户均年收入超
30万元。

革新村庄经营机制
“村里推出‘股份众筹’，一家六口人投了 65万元入股，两年时间分红两

次，共分得17多万元。以后，村里旅游项目赚的钱，我们家都会有分红。”昨日，
68岁的岩下潘村村民潘克金开心地说，自己在村旅游公司工作，每月有 3000
元工资收入。

“股份众筹”，让村民从以往的乡村旅游建设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一个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前提要有良好的经营机制。”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现任三门县岩下潘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健坦言，山清水秀生态美
是岩下潘村的资源优势，也是核心竞争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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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朱玲巧
台传媒通讯员徐华青

“太好了，这下水美岸清，可以吸
引更多游客，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随着村里污水零直排工程收尾，黄岩
区人大代表、宁溪镇南渠村村民李建

明开心地说。
“民意”变“满意”，离不开宁溪镇

各级人大代表的数月奔波、上下协调。
3月以来，宁溪镇人大围绕“人大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广纳民意汇
集民智”这一主题，活跃在重要工程项
目一线，对关键问题和痛点“督”与

“促”，助推“一号改革工程”顺利开展。

码上找代表，共富工坊
全覆盖

走进宁溪镇大苔村，蜿蜒的半岭
溪穿村而过，一座重新翻新的小桥卧
在溪面上。

近年来，大苔村聚焦共富先行，开
设水杯加工“小橘灯共富工坊”，不断
推进实现绿水青山中的“共富蝶变”。

但是最近，这座新桥，却成了村
民心头的“烦心事”。

“桥虽然通了，但是过桥的道路却
一直没有通。‘小橘灯共富工坊’驶出的
货车都需要从这座桥上驶过，道路不
通给发展采摘旅游、共富工坊的产品
运输等造成了不便，希望新桥修好早日
通车……”共富工坊负责人管美华说。

这时，她想起共富工坊墙上贴的人
大代表联络站二维码。（下转第六版）

宁溪镇人大把“民意”变“满意”——

直击“痛点”亮出“金点子”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