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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2001 年 9 月
24日由台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椒江分局核
发的杭州乘风电器公
司台州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331002MA29YC066
U，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方荷
林水产有限公司公章
一 枚 ，印 章 编 号 ：
33100210039575，声明
作废。

遗失临海市糖门
食品超市公章一枚，
编 号
33108210055770；发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33108210055771，声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鑫鑫篮球俱乐部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450008209601，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
岩 支 行 ，开 户 账 号 ：
3300166220005301320
6，开户日期：2013年4
月2日，声明作废。

遗失三门伊佳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
33102200004487，财务
章 一 枚 ，编 号 ；
33102200004487，声明
作废。

遗失2016年12月
6日由台州市椒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台州市椒江龙门荘园
农家乐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1002MA28GY -
LU76，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朱玲巧）“拆迁异地
安置后，山上的枇杷、杨梅、桃树可怎
么办？”面对拆迁过程中农民急难愁
盼问题，7月 18日下午，路桥区桐屿
街道民生议事堂内，街道政协履职小
组围绕“农户+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开展专题协商议事活动。

作为市区融合、路桥向心发展
的主战场，当前桐屿街道各项重点
项目正如火如荼展开，现代化美丽
城镇建设展现新面貌。但随之而来
的致富增收成了部分农民的“大忧
愁”。特别是飞龙湖以西杜岙、盐岙、

东明、凉溪 4个村进入实质性拆迁工
作，约有 5500 名村民将异地安置到
小稠村，农户的安置小区与原枇杷、
桃树等经济作物种植地距离过远，
往返打理农作物极其不便。

“这些沿山的村部分村民经济
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山上的经济作
物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会上，小稠村党支部书记邱明生道
出了农民的心声。

为进一步提升农户的安置幸福
感，7 月以来，路桥区政协桐屿街道
委员履职小组多次开展专题调研活

动，组织了部分政协委员去小稠村
的台州市路桥绿然果品专业合作
社、埠头堂的绿心果品专业合作社
实地踏看。

“成立或引进专业合作社，通过
土地或者经济作物入股合作社，农户
可以当社员每月赚工资，解决农户管
理农作物不便的问题，年终再根据每
户的数量分红。”活动中，委员们分别
就怎么样指导农户种植、方便农户销
售、加强农户收入等方面提出建议。

“同时还成立强村公司，搭建枇
杷销售平台，等到果品成熟时收购

农户手中的果品，然后销售到全国
各地。这个方式既方便了当地农户
的销售，同时也减少了风险。”陈宏
威、陈伟丽、徐江平等分享了各自在
此次调研过程中的亲身感受，并在
平台搭建、金融赋能等方面提出了
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以来，桐屿街道以“政协之
力”服务“发展之为”，通过协商议事
找准拆迁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破解共同富裕路上的瓶颈和障碍，
提出了诸多高质量建议，架起了干
群和谐“连心桥”。

桐屿：“小协商”破解农民“大忧愁”

本报讯（通讯员徐小峰）7月 17
日，位于仙居安岭乡的全省新型电力
系统示范项目——安岭“光伏共富”
农光互补示范项目一期上宅场区”正
式投入运行，投运容量1.3兆瓦。一期
共 7.5兆瓦将于年底全量并网，预计
每年产生收益超 100万元，用于支持
当地开展乡村共富工作。

安岭光伏项目是国网台州供电
公司、仙居县政府等单位共同打造
的“源网储荷”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
目，被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能源

局正式纳入《浙江省 2023 年新型电
力系统试点项目计划》。

项目投运后，利用其储能设备
削峰填谷，能有效提高新能源系统
的运行效率，减轻电网调峰压力，为
能源供给多元化发展提供全新的样
板。同时，通过电网调度控制系统可
以看到，配套储能项目也即将并网。

据悉，由于安岭乡地处仙居最
偏远的山区，项目推进存在许多困
难，经过政策处理、初设设计和评审
等工作，于今年 3月中旬正式开工建

设。投运期间，国网仙居县供电公司
积极协调专业人员帮助安岭光伏项
目组厘清并网申请流程，为项目并
网投运打下坚实基础。

“ 交 换 机 网 口 在 线 ，设 备 正
常。”在投运现场，项目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将配套落地国网科技
项目 1500 伏储能电池系统、国内首
座短路电流主动控制系统，能有效
解决光伏发电随机性、间歇性、波
动性等问题，推动清洁能源安全可
靠替代，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探索

新的技术路径。”
近年来，国网台州供电公司立

足台州区位特色和资源禀赋优势，
率先开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域实
践，柔性低频输电、海岛绿氢等技术
达到国际、国内领先，稳步向安全高
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迈进。
下阶段，国网仙居县供电公司将以
分布式光伏、电流控制系统、储能系
统等示范工程探路，积极推进能源
转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持续
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

国网仙居县供电公司——

“光伏共富”农光互补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投运

本报讯（记者颜 静）7月 19日，
在温岭市温峤镇团委牵头下，“领工·
青创”工量刃具青年企业家联盟正式
成立。

“领工·青创”工量刃具青年企业
家联盟是由温岭市工量刃具行业青
年创业者自愿组成的青年组织，旨在
吸收、凝聚、联系温岭全市工量刃具
行业青年，为青年企业家搭建交流、
创业和合作平台，助力工量刃具产业
做大做强。

温峤是全国工具名镇。为更好促
进工量刃具产业链青年的集聚融合，
在创业创新、学习交流中为产业青年
提供支持与帮助，温峤镇团委在探索

“党建带团建、团建助产业、产业促发
展”的过程中，组建“领工·青创”工量
刃具青年企业家联盟。

当前，工量刃具产业正处于蓬勃
向上的发展机遇期。“领工”不仅代表
着温岭这一特色产业，更蕴含着“本
领”“带领”“引领”等深意。联盟成立
后，将不断提高参与经济建设的水
平，搭建起工量刃具青年发挥作用、
施展才华的舞台，引导产业青年为温
岭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

当天，在温峤镇团委的牵线搭桥
下，温岭农商银行为联盟授信 5 亿
元，并聘请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为
联盟智库专家。

“领工·青创”工量刃具
青年企业家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庞晓栋）“这款食材
净化清洗机由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与浙江康蕾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研发，具有食材净化、清洗功
能，能净化农残、微生物等，目前已申
请了5项专利。”7月19日上午，在“食
品安全先进技术研发中心”揭牌仪式
上，台职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周卫华
介绍了一款新设备，“这是学校深化
产教融合、服务当地企业的成果。”

仪式结束后，校企双方联合向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捐赠了这款食
品净化设备，体现军民同心，也体现
学校的社会责任。

以食品安全先进技术研发中心
成立为契机，校企双方的科研人员将

探索共建新模式，助力企业建立科技
优势，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促进学校
食品学科建设，培养更多人才。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高
教性、职教性、地方性”的“三性”办学
定位，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2021年，牵头组建的台州湾职业教
育集团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示范性
职业教育集团培育单位；与玉环市、
华海药业、德国莱比锡行业协会等分
别进行了校政、校企、校行等联合办
学探索，与笛威金桥创建了混合所有
制的汽车学院；联合华海药业等企业
获批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省级产
教融合型企业 18家，联合台州湾新
区获批省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台职院与企业共建食品
安全技术研发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谢建龙 郑宇钦）
日前，天台村社换届“回头看”研判组
走进街头镇雷溪村茶生活空间项目
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建设
建筑主体。

“我们村的茶生活空间项目是
‘黄茶三产融合’项目的子项目之一，
也是今年‘干事清单’里的首要项
目。”雷溪村党总支书记金四军介绍，

“通过对废旧小学改造装修，打造成
集茶饮、茶餐、茶宿等为一体的茶生
活体验空间，以‘茶+旅游’模式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为全面掌握换届以来村社班子和
“两委”干部现实表现，天台县聚焦新
时代“领雁”工程，对照政治素质过硬、
责任担当过硬、治理能力过硬、品行作
风过硬“四过硬”要求，对全县各村（社
区）干部开展村社换届“回头看”。

该县组建村社换届“回头看”研
判组，详细制定“回头看”方案，由各
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带队，驻村
干部为联络员，并邀请第一书记、农
村指导员等强基惠民帮扶团成员参
与，依托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责任体系，突出村级党组织“自
诊”，乡镇（街道）级实地查验、召开研
判会议集中“问诊”，县级全面督查

“回诊”，切实对395个村（社区）2582
名干部精准画像，并根据村（社区）干
部履职的综合情况研判结果。

该县着眼“管长效”“管长远”，设
立“治村擂台”，搭建基层党建、项目
建设、指标提升、环境卫生、平安稳定
等5大赛道，倡导比作风、比担当、比
争先，把“擂台比武”结果与激励先
进、绩效分配、选拔任用、教育培养、
监督管理、年度考核 6类情形挂钩，
令“落后者”奋起直追，让“领跑者”不
敢懈怠。

同时，该县着力抓好村级组织换
届“后半篇”文章，确保村（社区）干部
后继有人，搭建“雏雁学院”平台，着
力锻造素质优、作风优、能力优、本领
强的村（社区）干部队伍，并大力培养
新兴人才，把红色村播、共富工坊等
打造成为村社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培
育乡村特色互联网经济。目前，共有
储备后备干部 1015名，全部落实导
师帮扶结对。

考出实干 赛出实绩

天台：推进村社换届
“回头看”

本报讯（通讯员戴欢欢）“谢谢！
没想到院长上门找我了解情况，帮忙
解决了医保报销问题。”黄岩区富山
乡村民戴子洋今年在陕西省人民医
院住院后，因出行不便一直未前往乡
镇便民服务点报销医保费用，“永宁
医管家”富山乡卫生院院长得知情况
后，主动联系帮忙受理了医保报销材
料，提交审核后予以报销。

“去年以来，我们向参保群众和
乡镇（街道）经办机构了解情况，发
现参保群众在附近办理医保业务的

需求比想象中更为迫切，我们一直
在探索如何将医保经办服务进一步
下沉。”黄岩区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近年来，随着医保政策不断提质
扩面，医保业务量与日俱增，原有的
医保服务下沉已经无法满足参保企
业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业务需要。黄岩
区医保局以清廉建设为抓手，主动谋
划拓宽为民服务渠道。

去年 4月，黄岩区医保局在富山
乡试点医保医师延伸服务，医保医师

在提供医疗服务、收集群众诉求的同
时，搭建起参保人与医保部门间的

“连心桥”，通过解读传达相关医保政
策、帮忙受理医保业务，拉近参保群
众与医保部门间的距离。

今年 6 月，黄岩区正式推出“永
宁医管家”服务团队，联合区域内医
保医师、基层医保从业人员共绘为
民服务蓝图。截至目前，“永宁医管
家”团队已有 591人，帮助参保群众
办理医保事项 1900 余人次，解答各
类医保问题 18500 余人次，“永宁医

管家”已经成为黄岩医保延伸服务
的标志性品牌。

医保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黄
岩区医保局还全力打造服务为民、优
质高效的清廉医保服务。目前已实现
了 30项医保服务事项下放至区内 19
个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25项医保
经办服务事项下放至区内111个村级
服务站、40家“医银联通”服务网点、6
家企业服务中心，努力让参保群众在
就医报销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感受到医
保服务的便捷暖心和清正廉洁。

助力医保为民“廉服务”

黄岩创新推出“永宁医管家”

正风肃纪促保障 市县精彩之笔

7月19日，位于飞龙湖东侧的台
州市国际科学家创业基地施工现
场，北区数十台桩机有序作业，目前
已完成桩基阶段的50%，南区也已开
始建设主体结构。据了解，台州市国
际科学家创业基地是台州湾科创走
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有力
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摄

台台州市国际科学家
创业创业基地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章海英 通讯员易毅
捷）“大家快来尝尝咱们沙柳新产的玉
米！”日前，三门县沙柳街道工作人员
来到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桃源街
道等地看望在外流动党员，送去组织
关怀和温暖的同时，也送去了家乡口
感香甜软糯的玉米。现场，众人连连点
赞，争先当起了客户和“推介员”。

带着玉米去“走亲”，是沙柳街道
党建品牌“红柳先锋”发挥流动党员作
用的一次创新。沙柳街道流动党员数
量较多，多数聚集在宁海县。如何破解
教育管理难、作用发挥难等难题，沙柳
街道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与宁
海县跃龙街道等地互通协同，一同打

造了“党建飞地”，在关系转接、思想教
育、党建活动等方面通力协作。

带着特产去“走亲”，既拉近了街
道和流动党员的距离，又实现了推介
家乡农产品的目的。一场推介会下
来，当地收到了2000斤玉米的意向采
购订单，这让沙柳街道组织委员林建
鑫感到惊喜。

“香甜的玉米代表着‘娘家人’对
我们的真情关爱。”流动党员韩菊珍
说，“创业他乡、服务老乡是我们在外
党员的心愿。大家都非常愿意为家乡
做点事情。”据了解，本次“走亲”活动
为街道农户增收近万元，还有更多订
单正在对接中。

沙柳：带着玉米去“走亲”

增殖放流守护生态增殖放流守护生态
7月19日，在路桥区金清镇近海海域，当地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渔民代表等一起开展海洋增殖放流活动，向大海投放虾苗2050万尾。
台传媒通讯员蒋友青摄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仙居县将网络文化协

会向乡村拓展，挖掘培育一支乡村
网红达人、形象大使等网络文化传
播队伍。整合全县优质网络主播资
源，组建乡村主播导师团，大力实施

“新农人”培育计划，壮大“网络主播
人才库”。杨梅节期间，800余名村播
达人从果园走进直播间，开启杨梅

“云销售”。
该县创新建立“文化村长”制

度，聘请 20名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
大师、民间艺人担任“文化村长”，成
立文化创意工作室、非遗传承人、共
富工坊等文创企业、平台、工作室

100余家。
发挥音协、曲协、书协等社团力

量，培育“文艺星志愿”“文小二”等服
务队，积极开展“文艺绿道”公益培
训。成立四大片区艺术服务团和文化
顾问团，下沉到各结对村调研指导，
开展民俗表演、花灯制作、拓印剪纸
等文化培训。目前，共有文艺志愿者
队伍150余支，文艺骨干2300余名。

以文兴业“共建管”变
“共享富”

自5月以来，在田市镇的古街上，
独具特色的美食、民俗、音乐……吸
引了众多游客。

田市镇，又称云田古镇，是仙居
历史上重要古集市之一。今年，该镇
启动文化旅游节，推出美食大赏活
动，吸引游客约 12万人次，实现收入
300余万元。

近年来，仙居县积极探索“文
化+”模式，着力构建文化融合发展区
域布局，实现了“富脑袋”与“富口
袋”、文化资源与社会效益双赢。通过
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对闲置土地和房
屋进行流转、改造，实现美食、民俗、
音乐、社交等跨界融合，让乡村文农
旅“火”起来。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根脉，
是一个地方独有的特殊资源，最吸引

人。我们依托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扶持项目，制定项目建设方案，重点
打造工艺礼品文化创意街区、桐江书
院宋韵文化主题街区，招引六艺书院
体验区、宋韵文化特色水街、宋韵市集
等项目。目前桐江书院文化和御史文
化展厅、艺创里·仙居工艺文创艺术空
间已建成开放。”仙居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郑海敏介绍。

该县还支持各类文化创意工作
室、非遗传承人、设计工坊等开展文
创产品设计，提高旅游服务、特色农
产品、手工艺品等文化附加值。目前，
全县推出杨梅酥、无骨花灯等特色伴
手礼 20多件，设计开发文创产品 200
多种。其中“如意桥”网红雪糕推出即
爆款，仅数月就售出 10万余支，实现
营收120多万元。

仙居：以文化村局局新

（上接第一版）
“最开始，仅有 9 户人家挂上农

家乐招牌。乡村面貌虽焕然一新，但
名气不够响亮，客流量属实不多。”民
宿搞不起来，村民坐不住了，每天早
上五六点就坐在潘贤选家门前，一见
面就开始抱怨。

顶着巨大的压力，2014年 6月，

镇村干部前往上海对接旅行社。两
天时间跑了将近 30家旅行社，磨破
嘴皮子，终于说服一家旅行社来村
考察。

半个月后，上海的成果来了——
40 余人、3 天 2 晚、每人每天预算 65
元，尽管价格低廉，但为岩下潘村带
来了“生机”。

2014年，9家农家乐的平均年收
入超过 10万元。2015年，岩下潘村发
展出 30余家民宿，客流量达 30万人
次左右，是原先的3倍。

2017年，岩下潘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潘贤选与时任村党支部书记
潘健等村干部众筹 6000 万元，开发
情人谷景区。

2019年 6月 1日，情人谷景区正
式开业，到了该年年底，收益就超过
2000万元，首批分红收回本金25%。

为了让村民共享福利，潘贤选出
让部分股权给村民，个人持股从23%
减为13%。如按照每年分红2000万元
计算，每年分红直接减少200万元。

如今“潘家小镇”年人流量超100
万人次，岩下潘村95%的村民都已入
股，56户经营着民宿，全村都吃上了

“旅游饭”。

潘贤选：“领头羊”返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