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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州圆了梦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10 月 27 日晚 8 点，方远新材料
副总工程师叶慈彪缓缓从负责的
项目场地走出。在工地忙碌了一整
天 ，蓝 色 的 工 作 服 已 是 十 分“ 沧
桑”，脱掉脏兮兮的一身，叶慈彪换
上了一身整洁的球衣，来不及扒拉
上几口饭，因为他组织的球局已经
开始了。

认真、勤奋、专注、有能力的高新
人才，这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对叶慈
彪的评价。而他却说，自己就是一个
热爱工程的民工而已。在方远近20年
的工作生涯，叶慈彪一直活力满满，
为公司攻克多个难关，而他对待生活
亦是如此，不愿虚度分秒，努力经营
每一天。

初入方远

叶慈彪是土生土长的天台人。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凭

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天台中学。”叶
慈彪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算是农
村孩子的大突破。

考入重点高中，叶慈彪更加发
奋，对于他来说，努力学习是唯一的
出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叶慈彪的汗
水换来了武汉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主修材料科学和工程专业。

大学时期的认真研学，叶慈彪对
于土建和工程等领域有了更深的了
解，也因此爱上了这个行业，希望在
毕业后寻找与专业相符的工作岗位，
此后也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进入标
力集团实习。

2004 年 5 月，实习结束，叶慈彪
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留在标力集
团，工作较为稳定、安逸；二是选择方
远集团，去到跟自己专业符合的现场

进行一线工作，可能相对艰苦，但却
拥有更多机遇，同时也充满挑战。

天生好强的叶慈彪没有过多犹
豫，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并非他所向
往，没多久他就接过了方远集团的橄
榄枝。

董事长陈方春亲自接待了他，
当天就为叶慈彪量身定制合适的
工作岗位。“在陈董的办公室，他打
电话给当时四强公司的杨总经理，
由杨总经理接我去四强公司。就这
样，我成了四强公司第一个全日制
本科生。”叶慈彪感叹，这一干，就
是 19年。

回忆起当时，叶慈彪想起一些
趣事。

2004年，台州做工程的大学生并
不多，而叶慈彪经常在一线工地和工
人们一起干活，穿的也是蓝色的工人
服，每次一干完活整个人脏兮兮的，
这让身边的人不仅怀疑起他的大学
生身份。

“当时好多同事不解，怎么大学
生来干这么脏这么累的活？还有的私
下里议论我是不是过来‘摆拍’的，过
一段时间就走人，弄得我哭笑不得。”
叶慈彪说。

但渐渐地，叶慈彪的认真负责、
细致专注的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人
的认可，质疑声淡去，取而代之的是
更多的欣赏和称赞。

激流勇进

从试验员到研发中心副主任，
再到试验室副主任，再到如今成为
公司技术负责人兼试验室主任，叶
慈彪一路走来兢兢业业，凭借自己
的专注和毅力披荆斩棘，攻破行业
中的多个难关。

技术员时期，叶慈彪为了得到准
确的试验数据，不厌其烦地在试验室

里对同一种原材料进行多次试验，经
常一待就是一天。

为了保证一些重要工程项目的
混凝土质量，叶慈彪会跟随泵车到现
场，看着混凝土一车一车地浇筑下
去，经常工作到凌晨，就为了能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台州重点项目椒江区商会大厦
工程由我市一家知名度较高的混凝
土企业负责浇筑，受技术等方面的限
制，该企业放弃 23层至 50层的浇筑
作业，改由方远新材料接手这项“高”
难度的工作。

“在混凝土行业，楼层超过 23层
就对所浇筑的混凝土质量、配合比设
计、施工工艺等有更高的要求，即超
强超高层混凝土。”叶慈彪表示，这是
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叶慈彪带领
部门上下全力以赴，最后顺利完成浇
筑，成为行业佳话，为公司积累了丰

富的超高层混凝土浇筑技术经验，更
为公司成为行业龙头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为公司克难攻坚的同时，叶慈彪
多年来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2010年取得湖北工业大学建筑
与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工作期间共发
表论文 16篇，其中 SCI一篇；参与编
写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
石粉》，获得专利39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2012 年入选椒江区“131 人才
工程”；2015年被选为台州市混凝土、
砂浆、水泥检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2020年荣获“浙江建设工匠”荣誉
称号；2022年 1月参与的项目“绿色
高耐久预制构件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及应用”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2022年 11月获得正高级工程师
职称……

“不愿虚度，持之以恒。”这份专
注，让叶慈彪激流勇进。

叶慈彪：不愿虚度 持之以恒

叶慈彪在实验室调试设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颜东鑫）为进一
步帮助户外休闲用品产业深入了解
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的参与路径与
方式方法，近日，临海正式发布《临海
市户外休闲用品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3年版）》，这是国内户外休闲用
品产业首个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据了解，该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针
对户外休闲用品产业发展现状与未
来趋势，依照 GB/T 13016-2018《标
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和台州市

《产业标准体系编制指引》制订，共包
含了 50项现行标准，48项拟推动制
（修）订标准，对基础通用规范、主要

原材料标准、主要产品设计、检测与
评价方法、各环节服务管理、其他体
系交叉情况等方面未来三年的标准
建设作出明确指导。

此前，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
过部门协商、行业研讨、多元培训、集
中宣贯等方式，积极对接临海市休闲
用品行业协会，助力该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的搭建，建立完善了具有临海特
色的户外休闲用品产业链标准体系。
截至目前，临海共发布产业相关国家
标准 3项、行业标准 11项，浙江制造
标准2项、团体标准5项，共研译中外
先进标准12项。

全国首个

临海发布户外休闲用品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近 日 ，仙 居 县 上 张 乡
5000 余亩高山油茶籽喜获
丰产，农户纷纷上山采果，
确保油茶颗粒归仓。近年
来，仙居县充分发挥山地
多、生态好的优势，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
式，大力发展高山油茶产
业，加速乡村振兴、农民致
富。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油茶丰收

本报讯（记者章 韵 通讯员庄
琪）日前，路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通过“浙江知识产权在线”平台查
办了一起跨省份、多流程专利侵权
纠纷案，真正实现了维权“零距离”

“零成本”。
据了解，今年 6月，广东深圳的

麦女士在第三十四届中国制冷展上，
发现一家企业展出的系列管道风机
产品与她公司拥有外观专利的产品
在整体和局部形状上几乎一模一样，
她意识到自己公司可能被侵权。

于是，麦女士通过添加该公司微
信购买了其涉嫌侵权的系列产品，确
认产品的生产地址为我市路桥区。

“虽然有了初步的证据，但我们
和台州相距一千多公里，一来一去要
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就在麦女士
发愁的时候，她从同行那里了解到

“浙江知识产权在线”平台，可在线发
起维权援助、调解、行政裁决等知识
产权保护申请。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

平台上提交了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
求，并上传了公司营业执照、专利证
书、公证书等相关证据，没想到第二
天当地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和
我对接，受理了我的申请。”

受理后，路桥区市场监管局当即
组织执法人员，前往被请求人的公司
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发现其仓库确有
存放大量的涉嫌侵权产品。

依照法律规定，路桥区市场监管
局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制造、销
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并销毁
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模具。双方当事
人对该行政裁决结果均无异议。

“案件从立案到办结仅用时 26
个工作日，不到法定时限的一半，快
速高效地维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
益，实现了维权‘零距离’‘零成本’。”
路桥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科长
杨宏辉说，该案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

‘线上提交、线上受理、线上监督’全
流程处理，充分展现了我省数字化改
革成果。

借助“浙江知识产权在线”平台

路桥查办一起
跨省专利侵权纠纷案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11月 6
日，温岭市松门镇组织应急管理、船
舶安全巡查等相关人员，对浙江合兴
船业有限公司、温岭市远洋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等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检查。

浙江合兴船业有限公司是温岭
市内规模最大的船企，占地面积 825
亩，有大小船台 9座，划分有造船区
和修船区。执法人员来到这家企业，
通过现场检查和翻阅台账相结合的
方式，从有限空间作业、登高作业、动
火作业、危化品使用等方面开展问题
隐患排查。

据了解，这次专项整治行动侧重

于把好“事前”关、严格“事中”管、严
防“事后”患，从培训提级管理、应急
预案演练、风险辨别防控、作业制度
规范、交叉作业管控、危险作业管理、
外包作业管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管理，
进一步压紧压实政府属地责任、执法
监管责任和企业船舶主体责任，行动
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日结束。

松门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介绍，在此过程中，执法人员将严
厉打击船舶企业违法违规生产行为，
特别是对重大隐患问题和历年事故
的致因隐患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不断推动建立船舶修造企业长效
监管工作机制。

松门——

开展船舶修造企业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

桂花飘香，稻浪起伏。连日来，在
温岭市箬横镇各晚稻种植田内，一台
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呈现出一派
丰收忙碌景象。

“我的大米批发价最少也要4元/
斤。”10月 30日，在箬横镇细罗家庭
农场，负责人江桔方正和采购商洽
谈，讲解自己今年种植的晚稻特性与
优势。江桔方介绍，自己种粮食有 15
个年头了，为了提高水稻品质，提高
晚稻大米市场竞争力，几年前他就跟

着身边的种粮大户尝试“稻鱼共养”
技术模式，让水稻与鲫鱼或龙虾等水
产进行双套种养，并获成功，他所种
植的“细罗”牌“甬优 15”大米已经先
后获得“台州好稻米”“浙江好稻米”
金奖等荣誉。

据悉，“稻鱼共养”也称“稻鱼综
合种养”，这一技术模式讲究生态友
好种养，最明显的特性就是“一水双
用、一田双收”，既能发挥鲫鱼或龙虾
等水产在田中捕食病虫害的优势，免
除水稻农药植保的现象，又能通过水
产野生放养，真正实现稻花香田鱼又

肥或虾又美，双双高产且丰收。其具
体做法是把种植田变身一块块小花
园，内嵌方方正正的种植区，外围由
一条具有水产养殖特性的“护城河”
进行包裹，兼设一排排能够干扰飞虫
飞行、吸附飞虫的花卉带，远远望去，
整个区块不仅整齐有度，且富有农旅
文化元素，非常养眼。

“我今年投放了3000多斤的鲫鱼
苗，在晚稻成熟季前就陆续卖完了，
前后毛估估有 1.5万斤。而收割回来
的晚稻亩产也达到1300斤左右，算是
高产级别的。这样算下来，除掉挖沟

渠的地方，利润也是翻一番的。”江桔
方说。

据了解，在箬横，“稻鱼共养”技
术模式下的水稻种植面积 1000亩左
右，且逐年递增。箬横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箬横镇将立足“温岭粮
仓”资源禀赋，持续做好“稻鱼共养”
技术推广工作，同时加大相关技术指
导和配套补助力度，以实际行动把

“稻鱼共养”生态友好型“致富曲”弹
好、唱好，促使广大种植户在现代生
态农业转型中倍享稻香鱼肥好“丰”
景，齐走农旅发展新“稻”路。

箬横：“稻鱼共养”一田双收

台传媒通讯员金曼春

时下又到甘蔗丰收上市销售的
季节，在黄岩区院桥镇泾前、前后
郑、桐村等村的田野上，广大种植户
们正忙着采收果蔗，销往上海、江苏
以及省内杭州、宁波、嘉兴等地。

10 月 31 日一早，院桥镇上岙村
甘蔗种植大户程善方的田头，几名工
人正在挖甘蔗、捆甘蔗、扛甘蔗，忙得
不亦乐乎。程善方今年种植甘蔗有
130多亩，“今年甘蔗前期雨水调匀，

甘蔗比往年好，甜分高，价格比往年
高一点，一亩田产量 2500株，大棚种
了40亩，卖9元一株，露天的卖7元一
株，露天的甘蔗每亩能卖到一万五
六，大棚的甘蔗每亩能卖到两万元。”

程善方有 20余年的甘蔗种植经
验，种出的甘蔗清脆爽口、口感甘甜，
年年不愁卖。

因为今年少受台风等自然灾害
影响，程善方今年种植甘蔗质量都比
去年好，每天都有客户电话、微信订
单发过来。“杭州、上海、宁海、仙居，

四 面 八 方 都 有 ，每 天 都 有 订 单 发
来。”程善方笑呵呵地说。

到程善方地帮忙采收甘蔗的程
友奖刚卖完 20余亩甘蔗，“今年这么
好的甘蔗质量，往年是没有的，价格
也卖得比往年高，收入大概每亩田一
万七八。”

据了解，甘蔗是院桥镇的特色
农产品之一，有红皮蔗、黄皮蔗和糖
蔗等多个品种。近年来，该镇为了做
大做强甘蔗产业，在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的同时，通过农技推广部门引

进了具有高产、糖分高、口感好、抗
病虫害能力较强等特点的优质新品
种黄皮蔗，并逐步向精品甘蔗发展，
以此提升甘蔗产业的品质。此外，该
镇还经常邀请农业专家给当地农户
传授甘蔗种植技术，组织农技人员
走进田间地头指导甘蔗种植户严格
按照标准化生产技术进行高产栽
培，提升甘蔗品质。当前，种植甘蔗
正成为当地农民的甜蜜事业，预计
今年全镇种植的 700 余亩甘蔗经济
收入可达900多万元。

院桥：今年甘蔗品质好产量高

本报讯（通讯员许安安 刘坚将）
近日，天台县赤城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收到了一份来自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的“综合勘一次”通知，称发
现街道内林地毁坏，需属地中队到
场开展联合踏勘。执法队员在收到
消息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当事
人在场的情况下，与自规局工作人
员、第三方鉴定机构人员一道开展
调查，现场填写联合踏勘表，固定现
场证据。

据了解，今年 1 至 9 月，通过林
业执法“综合勘一次”，天台县自然
资源（林业）部门移送综合执法部门
案件线索 79 条、立案 79 件，立案率
达 100%，给予行政处罚 77件，共计
罚 金 89.9 万 元 ，恢 复 林 地 面 积 达
159.91亩。

天台县林业旅游资源丰富，县域
林地总面积 15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0.52%，居全省前列。辖区林地面积
大、林木蓄积量多、森林覆盖率高，一
直以来，林业资源监管执法面临严峻
挑战。

自 2022 年浙江省“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以来，林业领域
124 项行政处罚事项划转至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对此，天台县依托“大
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行
政执法证据共享应用，创新开展林
业执法“综合勘一次”，联合出台《关
于林业领域“综合勘一次”执法协作
机制》文件，落实人员下沉镇街站
所，采取共同办公，清晰部门职责分
工，确保从源头上解决谁来办。截至
目前，两局已开展联合踏勘 30次，覆
盖违法情形 4种，立案 36件，有效提
升了执法效率，形成了高效协同的
工作闭环，大幅提升了林业综合执
法的实战实效。

创新林业执法“综合勘一次”

天台：
恢复林地面积近16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