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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庞晓栋

城市，因人而兴盛，因数据而生
动，因智慧而美好。2022年 6月，乘着
全省数字化建设的东风，我市正式上
线台州“城市大脑”运营中心（数字
馆），并不断探索创新。

这一年，它成为数字科技“新景
点”。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
千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被誉
为全球“设计界奥斯卡”的美国缪斯
设计金奖。

这一年，它成为台州城市“新名
片”。接待各类参观近 900场，辐射全
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总数超 2
万人次。

这一年，它成为基层治理的“新
中枢”。市委政法委等5个部门实现常
态化入驻，相关部门13套指挥系统完
成接入，以“一网统管”提升市域治理

现代化水平。
奋楫猛进立潮头，奔竞不息再攀

高。在东海之滨台州，“城市大脑”运
营中心（数字馆）体现了我市在数字
化建设“大赛道”上领跑、让全民共享
数字化成果的决心。

数字赋能 尽展魅力
走进台州“城市大脑”运营中心

（数字馆），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
序厅的数字大门、虚拟机房，在

开端便营造了一个数字时代景象；
“未来之镜”展区，通过打造四面投
影的立方体结构，呈现出沉浸式的
虚拟现实体验空间；展馆东南外立
面墙体的裸眼 3D光影秀，让人身临
其境地感受梦幻又真实的电影大片
场景……

2020年 6月，台州市委市政府立
足数字化发展新阶段，着手打造一个

市级综合性数字化平台，由市大数据
局统筹，建设台州“城市大脑”运营中
心（数字馆）。在充分调研我市各类应
用场景，借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等地先进建设经验基础上，汇聚了时
下前沿的“黑科技”产品和技术，全面
展示数字台州的风采，彰显台州数字
化建设实力。 （下转第八版）

台州“城市大脑”运营中心（数字馆）成立一周年

为山海水城注入“智慧”和“活力”

台传媒记者许灵敏

“这比以前安静、舒适多了。”一
大早，在椒江区育才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居民陈莎正在参加瑜伽锻
炼，她对活动环境啧啧称赞。今年，该
社区进行了党群服务中心的集成升
级，优化空间后，将原有的工作展厅
变成了群众的体育活动室。

今年以来，椒江坚持集约集成、
便民利民原则，实施阵地清零、减负
清牌、服务清障等“三清行动”，辖区

共 208个村社进行“清肠洗胃”，推动
党群服务中心达标提质，“三招”打造
基层服务的升级版。

清零：标准怎样就落实怎样
按照省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在村

社阵地门口，除了居委会、村监会、经
济合作社等作为村社一级的法定牌
子，保留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和文化礼堂这三块牌子，其余
的都“应摘尽摘”。

8月 2日，记者来到椒江景元社

区，看到大门口干净整洁，先前一些
杂乱的牌子不见踪影。

“标准怎样要求就怎样落实。”椒
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常介绍，清零
行动在清理那些低散乱牌子的同时，
还进行升级提标，区里统一调度选
址、设计和改造，对位置不佳、边角零
散、老旧失修的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改
建维修。为此，还落实专项补助经费
500万元，并出台了《党群服务阵地管
理使用工作“二十四法”》，明确服务
提升、长效运营等 5方面 24项举措，

通过完善运行机制助推提质增效。
当天，记者在下陈街道下陈村党

群服务中心了解到，这2个月里，他们
共清理了各种牌子 320余块，目前仅
保留 26块，制度类宣传板除保留“农
家书屋阅读管理制度”外均已清理。

集成：什么牌子必需才挂什么
清理的牌子怎么办？各条线的工

作怎么在村社落实?职能部门的服务
怎么体现？这些都成了“清牌行动”绕
不开的难题。 （下转第二版）

——椒江实施“三清”行动，升级党群服务中心

清牌不清场“盆景”变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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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王依妮

8月6日10时，我市临海红脚岩、
温岭石塘、三门健跳、玉环坎门等主
要渔港在“休憩”三个多月后，再次响
起阵阵汽笛声。

当日，待驻点在水域开航“红线”
的执法船艇准时鸣笛发布开渔指令，
台州首批近 3200艘专项特许捕捞渔
船和配套辅助船率先结束伏休，赶赴
东海渔场开启新一轮生产作业。

今年，“东海第一网”推迟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东海第一

网”有所推迟。此前，受今年第 6号台
风“卡努”影响，浙江推迟了原定于 8
月1日的渔船统一出海开捕时间。

随着“卡努”远离浙江海域，近岸
海域海浪减少到 2.5米以下，省渔业
防台指挥部研究决定于昨日 10时正
式解除海上渔业防台应急响应。考虑
到风浪残余力量，将允捕范围划定为
东海东经124度以西的部分海域。

从今年起，农业农村部实行专

项（特许）捕捞制度，将单船桁杆拖
网（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
光围（敷）网四种作业类型专项特
许捕捞渔船及其捕捞辅助船休渔

时间延长为5月1日12时—9月16日
12时，但允许相关船只在 8 月 1 日
申请开展虾蟹类、中上层鱼类资源
专项特许捕捞，共涉及我市 3237 艘

渔船及配套辅助船。目前，据台州
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数据显
示，这些渔船基本已申报并取得专
项捕捞特许。 （下转第八版）

我市第一批次近3200艘渔船东海“追鲜”

范永亮

今年以来，一场“清牌行动”
在椒江区各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开
展，各类花花绿绿的牌子被清下
了白墙。

在过去，一些上牌单位做块牌
子，在各类阵地墙上一挂，即便鲜有
日常工作开展，“蹭一蹭”往往也能

蹭到其他单位一些成效。
但阵地是否容得下那么多牌

子？仅从审美角度来看，花花绿绿的
牌子便会影响阵地的“颜值”，并且
不少阵地本身就空间紧张，牌子还
要来抢一席之地也不合道理。此外，
一些单位以方便群众的名义“方便”
自己，牌子一挂就指望将职能甩给
一线村社，无形中增加了基层干部
的负担，与国家基层减负的方针相

悖。最关键的是，若是只有“牌子”没
有“里子”，名不副实，最终损害的是
政府的公信力。

“清牌行动”看似一场“美容”行
动，更是一场减轻基层负担、响应群
众关切的“作风提振”行动。基层阵
地挂牌泛滥问题绝不能简单视作无
伤大雅、一片和睦的“皆大欢喜”，要
下大力气破难题，在数量上做“减
法”，清掉不必要的牌子；在质量上

做“加法”，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健全
工作机制，驱动相关单位把精力聚
焦在如何作为上，让“有牌就有为”
变“有为才有牌”。

当然，挂牌泛滥背后体现的考
核等机制问题也需进一步理顺，更
好地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目
标与群众的关切需要同频共振，让
一线群众在一线阵地感受到最暖心
的服务体验。

清牌更亲民

台传媒记者张 荣

近日，2023年浙江省节能宣传月
“超低能耗，绿色示范”建筑领域节能
展示会台州分会场在玉环举行，来自
台州各县（市、区）建筑业行业协会及
相关企业代表齐聚玉环，推广绿色建
筑，助力低碳发展。

近年来，玉环围绕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响应落实绿色建筑推广政策，探
索“超低—（近）零—零碳”节能路径，
将绿色发展、低碳建设纳入城市规划，

加快建筑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形成可复制的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模
式，力争打造零碳建筑示范城市样板。

盛夏时节，走进海山乡，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海山文化活动中心。这是
一座犹如白色飘带环绕的圆形建筑，
进入中心内，工人们忙碌在各个角落，
所有工作有条不紊进行，整个项目力
争在9月投入使用。

作为玉环首个绿色三星级+近零
能耗建筑，海山文化活动中心通过被
动式建筑设计，降低建筑供暖、空调、

照明需求，减少建筑的能源需求和碳
排放。整个项目提高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比例达 20%，建筑能耗水平较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降低60%—75%。

“除了有主动遮阳帘、高标准的保
水设计外，我们还着重提升外墙的保
温隔热技术、建筑的自然通风能力，并
在屋顶覆盖绿化，整个建筑冬暖夏凉，
实现全生命周期近零碳排放。”海山文
化活动中心设计总监朱燕燕说。

在玉城街道泰安路上，永德信零
碳馆就坐落于此。 （下转第二版）

探索“超低—（近）零—零碳”节能路径

玉环：打造零碳建筑示范城市样板

担当实干 争先跨越

台传媒记者张光剑 台传媒通讯员郑梦媚

“原先从城里到我们村里要1个多小时，今年，
S321省道朱溪至白塔段通车后，只要半个小时，方
便多了。”说起交通的变化，仙居县朱溪镇后塘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元辉深有感触。

后塘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近年来，该村以
新村建设为契机，打造了“绿色荷花虾”共富工坊，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但交通问题成为该村发展的

“拦路虎”。今年，S321省道朱溪至白塔段通车后，
来村里参加龙虾节的游客比去年多了近2倍。

后塘村的变化是仙居交通发展的一个缩影。
“八八战略”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
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科学谋划，为
仙居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助力山区县走向共同
富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仙居县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公路、铁路等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了内外衔
接、城乡互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格局，继续深
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精品路，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助力山区县走向共同富裕。

外联内畅，绘就立体交通版图
今年 32岁的周彬是市郊列车的常客。他家在

仙居，工作在黄岩。金台铁路开通后，黄岩到仙居
只需30多分钟。

“以前回家自己开车走台金高速，要 1个多小
时。”周彬说，“现在乘火车省时又省力。”

道路多了、宽了、畅通了，是仙居人对家乡变
化最直观的感受。

十年来，按照台州市高水平交通建设的目标
任务，仙居县加快构筑外联内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2021年 6月，总长 51.66公里的金台铁路仙居段建成通车，仙居县不
通铁路的历史就此终结；同年 8月，金台铁路市域列车通车，进一步满足
全县百姓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途经仙居的杭温铁路是国内首条兼具国务院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和
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双示范”高铁项目，全长331公里，设计
时速 350公里。该工程自 2020年 6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建成通
车。项目建成后，将杭州、金华、温州等地的丰富旅游资源串联成线，仙居
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不仅如此，在公路网络架构方面，仙居县以“大路网”建设为重点，大
力推进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联网公路等工程建设。已经形成了以台
金高速、诸永高速、G351国道为主骨架，S321椒江至武义公路、S322临石
线、S218东仙线、S223仙清线等干线公路为主体，以农村公路为补充的

“四横三纵”立体大交通格局。

以路兴业，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这几年，我们村的水蜜桃越来越受欢迎，全村桃子的收入 500多万

元。这主要得益于桐街线公路拓宽提升带来的变化，宁波、温岭、温州等地
过来收购的客商比往年多了不少。”广度乡三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郑新法
说，“以前我们的水蜜桃只能卖四五元一斤，今年收购价达到了七八元。”

乡村因路而兴，群众因路而富。为了改变山区公路路况较差的情况，
方便群众出行和农产品流通，近年来，仙居县筹集资金着力打通这“最后
一公里”，大力建设“四好农村路”，实现由“线”成“网”、由“窄”变“宽”、由

“通”向“畅”的转变。公路沿线的一些山区村因此得益。
自2018年以来，该县交通共投入18.2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103

条358.8公里，其中通自然村、通乡景公路、断头路建设118.8公里，提升改
造低等级公路214.5公里、消除等外公路15公里，农村公路乡镇通三级及
以上公路的比例从 70%上升到 94%，较大规模自然村通公路率 100%，实
现了农村公路全域通达。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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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持工作）张海峰

“八八战略”实施 20 年来，仙
居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工作思路，围绕“一轴一核三区两
板块”的县域空间发展布局，基本
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合理、内顺外
畅、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
显增长，为支撑和保障仙居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民生更是
交通发展的底色，通过城乡公交二
轮改造、农村公路新改建、路域环
境整治等一系列行动，为群众提供
了便捷舒适优美的出行环境。

此外，大力发展路衍经济，县
内旅游业、现代农业、经济产业也
在交通路网的不断延伸中得到发

展。值得一提的是，县内重点打造
的环神仙居旅游公路在2022年被
评为“浙江省首批十大最美农村
路”，并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交旅融
合创新项目”，全国唯一。

当然，仙居离高质量交通运输
体系尚存在一定差距，干线路网发
展水平有待提升，客货运输结构也
有待优化。接下来，仙居将以县域
经济转型为主线，把握社会经济特
点及交通运输现状，抓住新一轮科
技与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充分挖
掘仙居发展优势，全力推进高水平
交通强县建设，着力构建开放融
合、高效便捷、畅安舒美、绿色智慧
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仙居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
路远。多少年来，仙居人住在山
里，苦在路上。仙居百姓世世代代
的艰苦创业史就是一部开山问路
的华彩乐章，农村公路的建设，杭
温高铁的建设，诸永高速、台金高
速、金台铁路的开通运行，承载着
无数群众的热切期盼，一个接一
个交通项目的建成，不断推动仙
居驶入发展“快车道”。

交 通 ，是 一 个 地 方 发 展 的
“血脉”，也是衡量县城现代化水

平的重要标志。道路交通的改
善，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仙居县发
展瓶颈，增强区域“造血”功能，
为仙居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促进仙居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如今，仙居人民不再困于出
行难、信息闭塞。打开山门天地
宽，仙居交通更上新台阶，让“浙
江之心”的每一条“血脉”通往梦
之所及的地方，持续增强群众幸
福感、满足感、获得感。

数字化改革 现代化先行

88月月66日日，，在三门健跳港在三门健跳港，，渔船加大马力开往作业海域渔船加大马力开往作业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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