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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花卉协会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3450015771301，开户

银行：浙江台州黄岩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城支行，开

户 账 号 ：

201000211118741，开

户日期：2018 年 12 月

18日，声明作废。

遗失临海市大洋

街道开发区幼儿园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52331082740536265J，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经济开

发区镜哥烧烤小吃店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310010106788，声

明作废。

遗失天台藤居农

家乐（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2331023MA2HE -

HG43J）发票专用章一

枚 ， 编 号 为

33102310028905，声明

作废。

遗失台州海旭广

告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 一 枚 ，编 码 ：

3310211002855，声 明

作废。

遗失台州九廷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码 ：

33102110050260，声明

作废。

遗失 2021 年 1 月

5 日由临海市民政局

颁 发 的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临 海 市 汛 桥 镇 茶

源 村 村 民 委 员 会 基

层 群 众 性 自 治 组 织

特 别 法 人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证书，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331082ME31736531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经济

开发区个体私营企业

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31000502607662A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群禧垃

圾清运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2）一枚，印章

编 号 ：

33108110119773，声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育城土石方工程服务

部财务专用章一枚，

印 章 编 号 ：

33100310029878，声明

作废。

遗失玉环品樽塑

料制品商行财务专用

章一枚，财务专用章

编 码 ：

33102110069964，声明

作废。

清算公告

台州市经济开发

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31000502607662A

），经会员大会表决通

过，决定注销，清算组

已成立，望债权人接

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

本公告四十五天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88909669，

特此公告。

台州市经济开发

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2023年7月19日

本报讯（记者林雅婷）“我们一
定要把握分寸，守住底线，公私分
明，在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建立清爽
的关系，时刻保持‘安全距离’。”日
前，在温岭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温岭国投集团”）“百
舸”青年学习小组举行的“青心话
廉”清廉圆桌会上，小组成员陈伟杰
在观看完《澄清门》《灯塔》等历届

“玉琮杯”优秀微电影后，分享自己
的所思所感。

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温
岭国投集团积极开展“清风传家 廉
润国投”清廉文化传播活动，从清风
传家、“阅”动廉洁、影艺尚廉、家书话
廉等活动入手，开设线上专栏，打造

“一路清廉”品牌，设计“清清”廉政卡
通形象，开展银企廉建、拍摄清廉微

电影、清廉文化节等多种活动。
“集团将清廉文化与集团主责主

业、党建文化进行有机结合。”温岭国
投集团党委委员、纪检委员陈冀斌介
绍，接下来将继续组织针对性、体验
式的清廉文化活动，着力打造富有国
投特色的清廉文化品牌，充分展示廉
政自律的国投态度，让清廉之风浸润
国企干部职工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温岭国投集团对现有
“三重一大”决策、财务管理等相关制
度进行全面梳理，制定《债务风险管
理办法》《内部审计管理办法》《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等制
度，把“清”和“廉”的要求贯穿到经营
管理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积极构
筑清廉理念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的
新格局。

温岭国投集团——

厚植廉洁文化
打造清廉国企

正风肃纪促保障

本报讯（记者庞晓栋）一项传统
技艺，源于一代代守望者的心手相
传。7月 18日，在多位文物修复专家
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古书画
装裱修复专家戴家华和徒弟在临海
举行了一场传统的拜师仪式。现场不
少观众用手机记录，并表示“仪式很
传统，很有意义”。

古书画修复师，被称为“修补光
阴的人”，也被人称作“画郎中”。他
们每日伏案而作，修修补补，都是在
为古书画修补光阴，是个磨工夫的
手艺。

这辈子，戴家华就安安静静地做
了一件事——修复古书画。从 1972
年学习古书画修复至今，戴家华已从
事这个行业整整 50年，其中有 40年
在上海博物馆任职，退休后又被国内
外各大博物馆邀请主持修复工作。
2018年，戴家华创立了上海贤承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继续工作在文物修
复的第一线。

拜师仪式现场，徒弟朱优向师傅

行礼，并呈上“拜师帖”。戴家华接过
“拜师帖”后在上面签字，还向徒弟赠
送礼物，表示将毫无保留，言传身教，
同时也希望徒弟要有耐心、责任心和
毅力，早日学有所成，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

“三分画，七分裱”。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非遗项目，古书画装裱修复技
艺是书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
保护历史文物有着重要作用。而在临
海博物馆，一大批文人书画至今留存
于世、闪烁光芒，但随着时间流逝，这
些作品面临霉变和腐烂等问题，如何
对它们进行抢救性保护和传承成为
当下一项紧迫的使命课题，也给后人
留下一份考卷。

“因此，今天这个拜师仪式对于
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正所谓，传
承就是最好的保护，戴家华老师在临
海收徒后，我们希望这项技艺能在千
年府城发扬光大，让更多市民群众感
受装裱修复技艺的时代魅力。”临海
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在临海传承

本报讯（记者张 怡）7月 18日上
午，九洲药业2023届校招新员工“晨星
计划”开营仪式在台州开放大学举行。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生产、销售、研发医药原料药
及中间体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作为台州开放大学校企合作

单位、企创联盟理事成员，该公司坚
持“人才强企”战略，采取外部引进
与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本次‘晨星计划’共有 170 名
2023 届校招员工参加。除了在开营
仪式上举行的‘企业高管面对面’座

谈会、‘青蓝相接薪火相传’授旗仪
式外，未来几天，我们还将举行素质
拓展、赋能集训、适岗学习等活动，
助力‘星’生力解锁新身份，开启职
场新征程。”台州开放大学党委书记
王焕斌说。

近年来，台州开放大学持续开

展“访百业联千企”活动，探索实施
“瞄准产业、对接行业、牵手企业、成
就学业、创新创业、促进就业”六业
并举的实践模式，与一批大型企业
就培养技术人才、建设企业文化、举
办党建活动等开展系列合作。例如，
为提高员工技能水平，浙江九洲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台州开放大学采
取协同育人模式。今年 7月，就读于
台州开放大学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
52名该公司基层一线员工已全部顺
利毕业。

九洲药业校招新员工“晨星计划”开营

产教融合谋新篇 协同育人促发展

台传媒通讯员张 颖 郑 红
台传媒记者朱丽荔

眼下，正是浙贝母、元胡、铁皮石
斛等中药材收获的时节。连日来，在
位于黄岩区平田乡平田村的黄岩复
原昌药材种植基地里，每天都能看到
数十个村民俯首弯腰熟练地深翻土
壤、采挖元胡。

近年来，平田乡充分利用其独特
的气候和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基石，
以共富为纽带，把中药材种植产业作
为调整农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
特色优势产业来抓，为农民开辟出一
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以市场为导向
积极发展中药材产业
在黄岩复原昌药材种植基地不

远处的加工作坊里，几个村民正将前
几日采摘完成的浙贝母进行初步的
清洗、晾晒和烘干等环节，确保其质
量和药效。

黄岩复原昌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蔡朝顺介绍，他们一家在10
年前承包了这块基地种植中药材，从

最初的七八十亩到现在的 160多亩，
种植规模逐步扩大，“我是从 2013年
开始种的，经过四五年的种植摸索掌
握了浙贝母的种植技术，这些年产量
不断提高，质量也不断提升。”

自去年以来，基地又引进了元
胡、白芨、茅苍术等其他中药材的种
植。“去年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谈献
和教授的指导下引进了新品种元胡，
试种了20亩，今年第一年亩产鲜茎达
400公斤左右。”蔡朝顺说。

因这些中药材喜温和湿润、阳光
充足的环境，通常生长在低海拔山
丘，与平田乡的生态环境相匹配。“我
本身就是平田村人，知道这里的土地
砂质疏松比较好，加上周围环境好，
土壤没有污染，适合发展中药材。”蔡
朝顺告诉记者。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基地种植的
浙贝母产量较去年同期又有所增加，
品质也有所提高。蔡朝顺表示，这得
益于对中药材种植技术水平的不断
摸索和提高，以及政府对中药材产业
的支持和引导。

以品质为基石
创新摸索种植方式

在位于平田村的黄岩神农铁皮
石斛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大
片梨树，走近细瞧才发现，原来梨树
枝干上长着一簇簇铁皮石斛，这种种

植技术被称为仿野生种植法。
由于铁皮石斛生长条件较为苛

刻，人工种植的技术难度较大。这几
年，基地探索多种种植方式，除了大
棚种植、露天种植，还有仿野生种植，
其中仿野生种植的药用效果最佳，效
益更比普通有机石斛足足高了5倍。

“为了提高品质，我们利用活树
附生原生态栽培技术，在梨树上种植
铁皮石斛，这些被捆绑在梨树上的铁
皮石斛幼苗长出根系后，就在树身上

‘扎根’，通过吸收树皮上的营养来保
证生长，种出的铁皮石斛品质特别
好。”黄岩神农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徐洪富介绍。

徐洪富来自温州，2012年来到平
田乡承包了土地种植中药材，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这
两年，他还将原先的大棚全部升级改
造成 8米连栋温室大棚，目前共种植
中药材近150亩。

随着采摘期的到来，数十名村民
涌入田间，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铁
皮石斛鲜花和鲜条。采摘后，这些鲜
花和鲜条将经过挑拣、加工等环节制
作成药材饮片和中药饮品等。

以共富为纽带
有力激发乡村活力

为了满足中药材种植产业的发
展需求，黄岩复原昌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每年都要雇佣周边村民参与种
植、采摘、加工等环节，这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家就在隔壁村，一天能赚100
元钱左右，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
人来说很不错。”青龙岗村村民郑金
凤说。

同样，在黄岩神农铁皮石斛种植
基地里，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其中。
徐洪富告诉记者，基地种植面积大，
每年需要很多人力，目前，基地共为
平田乡及周边村庄村民提供了近百
个工作岗位。

中药材种植产业作为平田乡的
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之一，正不断
发展壮大。近年来，该乡坚持政府扶
持、大户引领和科技示范的发展模
式，为铁皮石斛、浙贝母等中药材的
种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全乡
中药材种植面积已接近 400亩，成为
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大亮点。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中药
材种植产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
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包括田间操作
道、钢架大棚、滴灌等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结合科技特派员项目和共富工
坊等措施，将乡村振兴与中药材种植
产业发展相结合，致力于打造更大、
更强的中药材种植产业，为当地群众
带来更多致富机遇。”平田乡副乡长
卢迪说。

全乡中药材种植面积接近400亩

高山中药材，种出平田富民路

台传媒通讯员吕琼雅
台传媒记者曹思思

“爱心驿站挺多的，现在天气炎
热，站点里有空调、水、书、微波炉，我
们可以在里面休息，自己带的饭菜也
可以热一下，就像家里一样。”这几
天，玉环外卖小哥王周全趁着忙碌间
隙，一头钻进路边的爱心驿站避暑，
补充能量。

炎炎烈日下，环卫工人、外卖配
送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顶热浪、
冒酷暑，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转。为了
让他们有避暑休息的场所，玉环在全
市范围内建起爱心驿站，给户外劳动
者们带去福音。

走进位于玉城街道南门社区附
近的爱心驿站，映入眼帘的有饮水
机、微波炉、桌椅、手机充电插排等基
础服务设施，书刊角上整齐地摆放着
有关法律、防诈骗等宣传手册，沙发
旁还放有免费矿泉水。

玉城街道南门社区党总支委
员沈万林介绍，该站点是 4 月份升
级改造完成，并对外开放，目前由
社区管理，只要户外工作者有需
求，就可以到站点里休息。不仅如
此，社区还开设送清凉活动，组织
人员上街送水、送凉茶等，将“家”

的关爱带给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
广大户外工作者。

在玉城街道石井社区的爱心驿
站，骑手张佳也为驿站的服务点赞，

“以前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树荫
下休息，现在有驿站给我们避暑，太
好了！”

“这个驿站是去年投用的，有专
门的管理人员，现在天气炎热，欢迎
户外工作者来这里休息。”石井社区
工作人员叶玲芝说，玉环市总工会联
合社区还在石井小区对面新建设一
个爱心驿站，预计几周后便可对外开
放，届时户外工作者又多了一个清凉
休息点。

据了解，近年来，玉环立足于激
活服务户外劳动者群体的“神经末
梢”，整合投入各类资源，着力解决户
外劳动者面临的“吃饭难、喝水难、休
息难、如厕难”等问题，全力打通服务
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户
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

截至目前，玉环建成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26个，累计服务人数2万人
次以上。今年还将投入 110万元，增
加9个爱心驿站，后续还将依托站点
开设各类活动，服务更多人群，使爱
心驿站成为党的政策理论“宣传站”，
为民办实事“服务站”。

已建成26个，今年计划新增9个

玉环：爱心驿站
传递“家”关爱

7 月 17 日，仙居县下各镇马垟
片，农民正在抢收早稻。为减少台风、
暴雨等不利天气的影响，当地农民赶
晴天组织人手、机械抢收已成熟的早
稻，确保颗粒归仓。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赶晴抢收早稻

本报讯（通讯员王美霞 记者张
光剑）“办税大厅工作人员中午不休
息为我们办理业务，真的很感动！”7
月 17日中午 12时 30分，刚开完房租
专用发票的李女士说，“平时上班时
间没空来，现在中午开放办理，排队

的人也不多，我下班过来办一下很
方便。”

针对征期办税高峰大厅拥堵的
问题，仙居县税务局推出限时中午
不打烊服务。在每月征期的最后三
天，主办税大厅中午开放办理，推动

纳税人缴费人错峰办税，解决“上班
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
题。此外，该局主办税大厅在全年工
作日中午对外开放，纳税人缴费人
可提前取号排队、进厅休息等候，在
炎炎夏日寻获一处阴凉。

仙居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股长
姚梦洁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纳税
人缴费人急难愁盼，在落实税惠政
策和提供便民服务举措上持续发
力，为优化营商环境贡献更多税务
力量。

仙居：中午办事不打烊 贴心服务送清凉

（上接第一版）
“我在村里人缘口碑都不错，

可明明是为村里为村民办事情，
还被骂得狗血淋头，心里实在委
屈。”那段时间，潘礼太时常偷偷
抹眼泪。

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了村庄
的发展，苦点累点无所谓。”

2010 年 2 月，挖掘机开进村，
拆的第一间就是村支部书记的，

第二间是村委会主任的，接着是
其他村干部。

看着村两委都拆了自家的房，
其他村民也纷纷在协议上签了字。

考虑到部分老年村民还留守
村内，于是，村里统一协调，让他
们搬进第二批待拆迁的老房。

一张木板床、一个袖珍型电饭
煲、一个电炒锅，老房不够住，潘
礼伟开启了入住办公楼的 24 小时

工作生活模式。
拆房工作打开了口子，但到了

建房的时候，村民们又没了动静。
“30 万元都能在城市买一套房了，
为什么要回乡下？”

时任岩下潘村党支部书记潘
健深知只有村里产业发展了，村
民才肯返乡。

于 是 ，12 名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领
着 10 户 群 众 按 下 建 房 红 手 印 ，7

名党员干部领着 2 户群众开起农
家乐。

支部一边派出党员分赴北京、
宁波等地劝说村民返乡，一边跑
上海对接旅行社拉客源，光开会
就 200 多次。村里还借款 20 万元成
立基金，奖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开业的第一个月就赚了两三
万元。”2019 年，村民黄青放下了
北京的生意，一家四口回到了岩
下潘村，开起了民宿，“现在在家
里就能赚钱，还轻松，这种好日子
放在以前哪敢想啊！”

为谁辛苦为谁忙

本报讯（通讯员卢茴露）近日，
2023 年天台山清凉节在石梁镇举
行，在 25℃的晚间凉风下，千人嗨唱
把云端避暑推向高潮。

天台县因势利导，以“向天台 享
清凉”为主题，在这个盛夏挖掘石梁
山区生态旅游资源，打响“清凉”品

牌，云端联谊会、初见音乐节、云端美
食节、冰雪嘉年华、漂流季、户外生活
节、研学夏令营……各类丰富多彩的
纳凉避暑品牌活动，吸引天南地北的
朋友走进石梁，乐享清凉。

为了更好地将生态价值转化为
经济价值，石梁镇党委加大资金投

入，对镇区实施绿化美化亮化，铺设
灯带，新增“网红打卡点”6处，持续
解锁山顶移动咖啡车、创意市集、音
乐节等新玩法，圈粉年轻人。

“以前就听说石梁很美很凉快，
这次来没想到能够欣赏到这么酷炫
的乐队演出，还可以喝着咖啡，吹着

风，这真的是我近期最放松的时
刻。”来自临海的王先生开心地说。

近年来，石梁镇以华东第一大
室内滑雪场以及各类文旅产业为
依托，全力打造清凉避暑品牌，不
断丰富避暑康养业态，创新体验项
目，延长产业链条，补齐发展短板，
做热旅游消费，打造出响亮的石梁

“避暑经济”品牌，把“凉资源”变现
“热产业”。

石梁:“凉经济”触发“热产业”

（上接第一版）通过联动“赛事+摆
摊”，以赛事的人气旺带“火”地摊经
济，打响蜜露桃的“知名度”；创新“直
播+电商”形式，以免费放送、折扣优
惠等销售模式，充分调动消费者的购
买积极性。同时，深化与邮政公司的
合作，加速拓展农产品物流体系，形
成全渠道、一体化产销供服务模式。

延长产品产业链条
高山蜜露桃节、“兴农联播”桃味

直播、“爱丽丝仙径越野跑”……文化
活动的开展，使得括苍蜜露桃文化品
牌名气越来越大。

近年来，括苍镇紧扣绿色生态、景
美物丰等自然资源优势，从卖“桃”到

卖“户外休闲”、卖“文化根基”，以“桃”
为媒，延长“桃”产业链，充分激活富民
基因，吸纳青年创客人才资源汇聚创
新、创意思路，将“桃”元素与“柴古唐
斯”赛事 IP、全域旅游品牌打造、共富
工坊建设、老街焕新计划、乡村农业共
富路等多线条相融合，推出露营、溯
溪、徒步于一体的户外休闲胜地，将括
苍的美丽农旅转化为美丽经济，多维
度展示括苍魅力发展新形象。

“搞好农业经济，是老百姓的‘聚
宝盆’。希望通过建立‘云味括苍’商
户白名单，提质升级全域农特产品品
质，拓宽农产品销路，从而带动全镇
农业高质量发展。”括苍镇党委书记
姚鸣表示。

括苍：蜜露桃的甜蜜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