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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张聆听
台传媒通讯员庄林锋 顾丹婷 毛振宇

2023年 12月 18日，随着最后一
台风机调试完毕，浙江省“千项万亿”
重点建设工程——浙能台州1号海上
风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浙能台州1号海上风电项目工程
位于临海市雀儿岙岛北侧，涉海面积
26.3平方公里，用地面积约 27亩。项
目主要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兆瓦的海
上风电发电机组，配套建设 1 座
220千伏海上升压站和一座陆上集控
站。

自 2022年浙能台州 1号海上风
电项目上马以来，台州海事局不断探
索创新监管模式，全力护航海上风电
项目高质量发展。

出实招
赋满发展“风电能”

“浙能台州 1号海上风电项目社
会关注度高，对海上通航环境和通航
秩序有重大影响，需要全程做好服
务。”台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伍文
杰介绍。

项目成立之初，台州海事局就
协同项目建设单位，创新水上安全
保障模式，在全省首创由第三方专
业机构，全过程提供水上安全技术
保障服务，改变以往“五龙治水”做
法，由一家专业机构统一负责，保障
了施工安全，降低了业主工作量，也
减少了成本。

台州海事局成立内部专班，指导
项目单位开展通航安全专题研究，制
定多个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同时，开
通水上水下活动许可办理绿色通道，
组织专家对施工通航安全保障方案
进行技术审查，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
许可办理。

此外，还组织局处骨干安检员组
成联合检查组，对施工船舶开展作业
前安全检查，确保项目顺利施工。

使真招
擦亮管理“风云眼”

在浙能台州1号海上风电监控中
心，伴随着海上AIS 电子围栏、40个
高清CCTV、1套小物标雷达等新技术
的应用，实现了施工现场实时统览和
实时监控。

浙能台州1号海上风电项目施工
海域面积 40平方公里，差不多有 56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周边通航密度
大，还存在距岸远、通讯信号差、公共
监管设施和应急装备建设匮乏等问
题，安全风险较高。

对此，台州海事局加强海事监管
业务指导，与项目部共同探索搭建

“一图一平台一库”的海上风电智慧
管控平台。

“当有船舶进入三道不同预警
级别的电子围栏时，系统会触发甚
高频提醒、声光报警等预警方式，提
醒船舶尽快驶离。”台州海事局指挥
中心常务副主任丁杭成指着智慧管
控平台说，还可以直接通过大屏幕，
对风电场的运营情况、船舶海域分
布情况、船舶风险动态等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

2023年台风期间，台州海事局深
入运用浙江海上智控平台重大活动
场景，在恶劣天气影响前，利用甚高
频、短信等方式将预警信息传达给施
工单位，按照研判结果分种类、吨级、
批次指导风电施工船舶避风，有效地

减少了天气灾害带来的损失。
海上风电施工平台船是支腿船，

撤离过程较为复杂。去年，施工单位
在海事部门的指导下，建立了专项防
台预案。风电施工平台船“华电稳强”
船长卞绍敏说：“现在，只要海事部门
启动防台四级响应，我们就可以按照
预案，陆续撤离至预定锚地避风，减
少了恶劣天气期间的风险。”

用硬招
夯牢安全“风电桩”

去年 9月 13日，有 3个篮球场大
小的海上升压站与海上导管架实现
精准对接，标志这个自重2800多吨海
上风电220KV升压站顺利安装成功。

作为海上风电安装关键装备，海
上风电安装平台施工海域通航环境
复杂、施工窗口期短、吊装要求高，前
期准备工作重中之重。

临海海事处专门成立吊装全过
程服务专班，指导施工单位做实做

细前期策划准备工作。台州海事部
门立足“三张清单”，严把施工人管
理关，立足“事前+事中”，严把船舶
安全关，立足“制度+演练”，严把作
业安全关。

其间，先后召开安全形势分析研
判会32次、海巡艇现场巡航89次、出
动执法人员 387人次、电子巡航 2968
次、发布恶劣气象预警 3658条，成功
防抗台风卡努、海葵等袭击，高质量
保障水上交通和施工安全。

此外，海事部门联合多部门举
办海上风电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有
效整合各方海上应急搜救资源，统
筹 4艘配备有专业瞭望人员的警戒
船在施工安全作业区四角位置执
行 24小时警戒任务，为无动力施工
船一对一配备监护拖轮，还将应急
清污两用拖轮“台海救 01”作为应急
后备力量。在海事部门的监管保障
下，该项目多个工程节点的施工耗
时，多次刷新全国海上风电场的施
工工期最快记录。

台州海事局——

全力护航蓝海风电

台传媒通讯员张忆宁

冬至过后，春节的脚步更近了，
人们开始盘算一年的收成，陆续着手
准备过年的事儿。

仙居县溪港乡曹山村有个新气
象，得益于2023年上半年村两委和曹
山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成立的曹山
茯茶原料加工厂，村民及附近茶农们
都有了好收成。

据悉，曹山茯茶原料加工厂主要
统筹村内茶叶种植和采摘工作，同时

负责收购周边乡镇所产茶叶进行加
工销售。

在茶厂成立伊始，曹山村的结对
银行仙居农商银行上门服务，及时发
放200万元“台富·强村贷”，缓解流动
资金缺口，帮助村集体发展优势产
业，带动村民就业，促进村集体增收。

不止是曹山村。据了解，今年以
来人民银行台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市
农业农村、财政、金融办等部门，开展
金融“一链一策”助推村集体经济提
质增效行动，组织26家银行机构牵头

结对全市 1661个集体经济年经营性
收入不足50万元的行政村，组建百名
银行支行行长和千名“富村金融专
员”队伍，开展“百行千员助村集体经
济提质增效”大走访大服务活动，加
大金融助富支持。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银行机构还
为结对村提供多样化的金融知识普
及，帮助村民守牢“钱袋子”。前期，温
岭市大溪镇水渚村的结对银行温岭
农商银行就将反假币知识送到田间
地头，通过发放反假币宣传册、分享

假币犯罪案例、科普有关惩治假币违
法犯罪的法律法规、介绍假币违法犯
罪的举报途径和奖励机制等，传递

“反假货币，人人有责”“防范假币，保
护自我”的反假理念，提升村民们的
反假意识。

据统计，截至2023年11月末，全
市银行机构已开展结对村集中走访
985次，发放“台富·强村贷”超 47亿
元，开展金融宣教930次，提供直播带
货引流、产业发展规划等综合服务
315次。

人行台州市分行——

“一链一策”助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台传媒通讯员包烨彤

“多亏了茶叶专家的指导，我们
现在配备了智慧种苗繁育温室，以后
茶苗的投产期缩短，我们投入的成本
也节省很多，茶叶采制已经从‘两季’
茶升级到春夏秋‘三季’茶。”近日，看
着发展态势愈发向好的茶产业，三门
县珠岙镇山岙村党支部书记郑志勇
感慨道。

此前，为了部分引进的茶苗存活
率不高的问题，他四处奔波，寻求解
决办法。最后在珠岙镇党委的协调帮
助下，成功邀请到了中国国际茶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姚国坤、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权启爱
等国家级和省级专家、高层次人才
10余人“落户”。通过专家的调研建
议，山岙村从全国引进“龙井 43”等
名优特茶苗新品种数十个，并配备了
智慧种苗繁育温室，有效解决了茶树
育苗的问题。

小茶叶，大产业。珠岙镇充分发
挥本地茶资源优势，立足“建设生态
茶区，打造文旅共富大走廊”定位要
求，通过引才借智、产教融合等举措
不断强化茶产业人才培养，进一步
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助推珠岙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3年 12
月，珠岙镇干茶年产量达 45万斤，
毛茶产值超 2.2亿元，茶农户均收益
8千元/亩。

在引才借智方面，珠岙镇定期
组织 7名常驻专家下沉一线，开展

“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
现场指导服务，2023年来累计提供
科技指导 37次，帮助解决各类生产
问题200余个，大大提升了本土茶叶
品质。

“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
带着我们的山岙村茶农给大家分享
我们的源头好茶……”近日，在茶特
色产业才助共富教学实训基地里，电
商主播正忙着和茶农一起直播卖茶。
开播不到1小时，一箱60斤的茶叶就
销售一空。

珠岙镇还依托绿色茶产业党建
联建资源大力实施茶产业“培匠才”
计划。联合浙江省陆羽茶学研究院、
台州技师学院等科院高校开展深度
合作，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的新一代茶农，并鼓励茶农“跨
界”参与直播销售、电商技能培训等
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茶叶种植、
制茶炒茶、市场营销、电商直播等各
类技术培训 24期，惠及茶农 1500余
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珠岙镇
在茶领域涌现了“浙江工匠”郑吉士、

“浙江青年工匠”梁帅龙等，孵化了
“龙翔谷”福茶、“百瀑谷”香山早茶等
一批金品牌，谋划出“5G智慧茶园”

“茶韵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一批好
项目。

珠岙——

小茶叶做出大产业

海事部门护航浙能台州1号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沈雨露 郑 茜)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2023年
度平安渔业创建示范名单，全国 16
座渔港被评为“全国文明渔港”，路桥
区金清渔港榜上有名。

据悉，“平安渔业”创建活动是经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批准，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
各级基层政府和渔业渔政部门广泛
参与，反映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
管理成效的创建活动，已成为渔业安
全监管的重要抓手，在强化典型示范
带动作用、夯实渔业安全基层基础、
推动渔港综合管理改革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路桥区金清渔港为国家一级渔

港，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渔
港。该渔港年鱼货卸港量达8万吨以
上，可避12级台风。渔港锚泊水域面积
近493万平方米、陆域面积200万平方
米，渔用岸线长度2500米，码头岸线长
度560米，可同时容纳3500余艘渔船。

近年来，路桥区持续加大金清渔
港建设和维护投入，路桥区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强化渔港监督和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渔港管理制度不断健全，
管理秩序进一步规范，渔港环境和整
体面貌明显提升。

金清渔港获评
“全国文明渔港”称号

连日来，在温岭市箬横镇，2万多亩西蓝花迎来首批采收旺季，种植户们
纷纷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收割、分拣，并装运至各大市场。据了解，近年来该镇在
农业结构调整中，大力推广“党建+田间‘共富工坊’”模式，让种植户们在集中
流转土地操作中，利用连线成片的冬闲田优势种植西蓝花、白菜花、雪里蕻等
经济农作物，切实使冬令蔬菜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法宝”。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摄

西蓝花托起西蓝花托起““致富梦致富梦””

台传媒记者裘 洁 杨 石

日前,记者从椒江区港航部门了
解到，2023年，大陈航线客运量创历
史新高。随着“中国红色旅游第一岛”
目标的不断推进，“东海明珠”大陈岛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数据显示，2023年 1月至 12月
25日，大陈航线共完成客运周转量
37.46万人次，相比 2022年同期增长
17.3%。目前，执行大陈航线的船舶
已达 8艘，总运力增至 1588客位，可
实现每日 3000人上岛，在 2023年 5
月1日当天达到最大客流量4473人。

“我们会指导客运企业根据旅客
的需求和数量，先提前做好运力的分
配，具体根据旅客的预定量，是否节
假日来预测并进行合理的运力分

配。”台州市椒江区港航发展中心航
运科科长钱威宇说。

为保障游客出行，椒江区港航发
展中心加强对客运企业的监督管理，
确保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运证等
资质符合要求，促进企业安全有效运
营。同时，大陈岛旅游还优化智慧出
行服务，集合陆岛车船公共交通和大
陈岛旅游综合服务，构建“查询一个
系统、购票一个平台、刷脸一次通关、
船票一点获取”的统一集成智慧出行
服务体系，实现大陈岛旅游“全程在
线”和“指尖出行”。

“我们每年都会和客运企业进行
船岸联合演习，进一步保障旅客的安
全。同时每年还会为客运企业申请一
定的保障资金，进一步让企业的运力
得到保障。”钱威宇介绍。

红色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大陈航线客运量创新高

近日，在浙江蓝途户外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们坐在电动缝纫机前忙碌
着，一件件款式新颖的冲锋衣

“新鲜出炉”。渐入深冬，寒冷
催热“暖经济”，三门县冲锋衣
产业迎来产销两旺期。

据悉，三门县是目前全国
最大的冲锋衣生产基地，荣获

“中国冲锋衣服装名城”称号，
全县共有 300 余家冲锋衣企
业，年产量约 6000万件，年产
值突破 120亿元，带动当地 3
万余人就业。

台传媒通讯员林利军摄

““暖经济暖经济””带旺冲锋衣产业带旺冲锋衣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