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提升 和美乡村

望潮客户端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3-0009

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

农历甲辰年三月廿六

星期六 2024年5月 4
今日4版 总第14046期

中共台州市委机关报

致敬，台州工匠

人物名片：罗琪，1988年 3月出
生，椒江人，技师，助理工程师。2013

年成为工装车间钳工班长，主要负责
设计制造热锻模具、切边模具、工装夹
具及检具等。入选新时代浙江工匠培
育工程第三层次“浙江工匠”培养项目
和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第四层次

“浙江青年工匠”培养项目，并荣获“台
州市劳动模范”、“台州工匠”、四星“台
州技工”、“台州湾新区工匠”等荣誉。

台传媒记者郭天宇

车、铣、刨、磨、削……4月 28日，

在台州市百达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罗琪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项
工序间，串起整个产品的制造线。

15年时间，从一个高中毕业进厂的
钳工学徒，到百达“优秀员工”、四星“台
州技工”、台州工匠、浙江工匠，罗琪是
如何一步步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匠人？

十余年磨一技
初见罗琪，整洁利索的短发、黑

框眼镜、一身工装，30多岁的年纪，谈
吐间有种沉稳感。来到生产车间，罗

琪自然散发出从容和自信，这是他日
复一日、工作了15年的环境。

“钳工的职责，是负责产品从无
到有的全过程。”罗琪介绍，钳工并不
是生产环节的某一工序，而是要懂产
品设计、制造、工艺等全环节。

回想刚做学徒的日子，并不轻松。光
是看图纸，就让高中毕业的罗琪犯了难。

“严师出高徒，当时老师傅要求
高，因产品报废率高挨骂是家常便
饭。”罗琪说，上班不懂就去学，下了
班把图纸带回家再研究琢磨。“慢慢
挨批评少了，说明技术有提高了。”

谈及钳工最需具备什么，罗琪
思考片刻，给出了答案——耐心。从
学徒开始，三到五年才能学出点东
西，至少五年时间才能独立操作全
环节工序。 （下转第三版）

模具制造坚持“完美主义”

罗琪：年轻匠人先“匠心”

人物名片：蒋平梅，玉环大麦屿
人，现任浙江冠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该公司为台州食品工业的杰出代
表，台州老字号品牌。他 30余年专注
于月饼馅料、中西式各类糕点，原创
的多款核心产品销量领先全国，先后
被评为台州工匠、浙江工匠。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4月 27日，蒋平梅结束了在香港

的商务行程，一下飞机便马不停蹄地
赶往公司。换好一身白色的防护服，
他出现在生产车间，确认新产品的每
一道工序都按计划进行。

15 岁入行，16 岁进修，17 岁创
业，从小学徒成长为糕点大师、浙江
工匠，三十年如一日，蒋平梅每天都
在钻研和思考。

“既要精雕细刻，又要与时俱
进”，这是蒋平梅恪守的工匠精神。专
注换来品质，创新赢得市场，蒋平梅

将热爱注入产品，经营着独运匠心的
“甜蜜事业”。

不学成不罢休
蒋平梅出生于面粉“世家”，父母

在小麦屿村经营着一家面条加工厂，
新塘村和小麦屿村两个村的面粉，大
多是在他们家磨出来的。

“高筋粉还是低筋粉，手一摸就能知
道。”这项技能，蒋平梅如今仍胸有成竹。

爱吃也爱学，蒋平梅对做糕点产生

了兴趣，在读书的年纪自愿做了学徒，
在温州舅公家的月饼店学了大半年。

每天揉面粉、捏面团，蒋平梅却
干得不亦乐乎，月饼一开始做得歪歪
扭扭，等到离开时做的成品已有舅公
做的九成像。 （下转第三版）

30余年专注月饼糕点，原创核心产品销量领先全国

蒋平梅：干一行“甜”一生

台传媒记者朱小兵

日前，温岭市获2023年度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优秀等次，已连续两年被授予“神农鼎·铜
鼎”，为台州唯一。

“神农鼎”是当前全省乡村振兴领域的最高荣誉，
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的
设区市、前 20名的优秀县（市、区）授予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神农鼎·铜鼎”。累计 3次获得“神农鼎·铜鼎”的
授予“神农鼎·银鼎”，累计 5次获得“神农鼎·铜鼎”的
授予“神农鼎·金鼎”。

这个荣誉可谓是含金量十足。温岭缘何连续两年
被授予“神农鼎·铜鼎”？秘诀在哪里？

稳定粮食生产，跃升产业能级
4月 19日，走进温岭松门新才家庭农场的智能化

育秧大棚，秧苗长势喜人。“这是第二批秧苗了，预计 5
月6日可以下田插秧，我们都采用钵苗摆秧技术。”农场
负责人江新才介绍，农场共有种植面积3300亩，“我们
是订单农业，实行早稻—西蓝花水旱轮作模式，种出多
少粮食，国家就收购多少。”

如今在温岭，类似江新才这样的种粮大户有很多。
去年以来，温岭深入开展“整县制”粮油绿色高产

创建活动，建成农业标准地 2.5万亩，完成粮食播种面
积28.43万亩，全年完成粮食总产量11.87万吨，荣获浙
江省产粮大县称号。温岭市水稻钵苗摆栽技术推广应
用全省领先，并列入了省水稻栽培主推技术之一和省

“三农九方”项目。当地还狠抓“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2023年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授牌。

粮稳天下安，其他涉农产业发展也不赖。
在温岭市吉园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的高标准现代

农业示范连栋大棚一侧，工人们正在对西瓜进行整枝。
温岭市吉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冯云芬介绍，这
里提供果蔬种植机械化服务之外，还提供教育培训、农
事研学等服务，“中心的果蔬秧苗年育苗能力达到 2亿
株，实际育苗已达1.3亿株，产值约1000万元。”

去年以来，温岭创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
进试点县、石塘镇海虾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石塘金沙渔
趣农业特色产业小镇，并成功招引吉裕智慧水产养殖
园区等项目；“温岭高橙”“温岭西瓜”“温岭葡萄”还上
榜省名优“土特产”。

深化“千万工程”，促进共同富裕
听涛观海、品茗闲聊，如今是温岭石塘海利村村民杨彪工作之余最喜欢做的事。

“我18岁开始出海捕鱼，2017年转行开起了民宿。”杨彪介绍，如今他的两
家民宿有38间客房，一年收入几十万元。

海利村以石屋作为山海文化和民宿经济发展载体，共集聚民宿26家，每年
吸引游客40余万人次，去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89万元，获评“国家级最美渔
村”、入选浙江省首批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名单等。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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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王恩兴

“所有宝贝都要和爷爷奶奶一起
配合，把球吹过‘小河’才算胜利哦！”
近日，在路桥区路北街道隆湖社区双
龄共养服务综合体内，传来了孩子们
和老人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正在托育
人员的指导下参加科学育儿课程。

“我女儿让我帮忙培养孩子的感
统能力，之前还有不理解和不明白，
有这样的课程指导我就懂了。”在活
动现场，朱奶奶对这样的隔代亲子课
程赞不绝口。

目前，路桥区开展党建引领“朝
夕相伴”双龄供养行动，加强“一老一
小”服务设施共享、机制共建、活动共

融、多元共促，在全区打造双龄共养
服务综合体11处，为“老幼共融、朝夕
相伴”的美好图景实现有力托举。

整合资源，代际交流就近享
享受助餐服务、参加文娱活动……

在横街镇刚开业不久的“老省心”综
合体，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各种服务。

与“老省心”综合体相距几十米
的就是全市首家开到镇里的妇女儿
童服务中心分中心。除了开设素养提
升及儿童假期托管班级以外，分中心
围绕科学育儿、养老敬老等领域，提
供育儿知识讲座、亲子绘本阅读等隔
代亲子课程。

据了解，路桥区按照单个集成或
“一主多副”的模式，加快完善以党群
服务中心为主阵地，优化共驻共建共
享服务生态，集康养照护、托幼托育、
文化教育、助餐配送等多种服务于一
体，形成更多社区居民“触手可及”的
复合型双龄共养服务综合体。

“我们推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一
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突破，因地制
宜建设双龄共养服务综合体，实现群
众服务就近可及。”路桥区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创新模式，多方参与优服务
免费洗发理发、剪指甲、中西医

诊疗……每个月的4日、10日、17日、

25日，路桥区社发集团养老服务公司
都会安排护理人员，在路北街道洋洪
社区“老省心”综合体开展服务。

参与这些志愿服务的，主要是路
桥区探索建立的“1+X+N”双龄共养
服务体系成员，“1”为镇（街道）党
（工）委牵头负责、村（社区）党组织承
担运营主体责任，“X”即部门单位、国
有企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方
力量，“N”则是村（社区）党员、机关在
职党员、“五老”联盟、热心居民等组
成的“朝夕相伴”服务团。在多方力量
共同参与下，活动形式更为丰富。

爷孙都能参与的趣味运动会、特
色互动的手工活动、能一起打八段锦
的党群夜校…… （下转第二版）

增强养老托育服务融合供给

路桥：享受“朝夕相伴”幸福生活

台传媒记者颜 彤

近日，走进黄岩区南城街道贡橘
园，2000多亩橘树繁花满枝头，市民
游客拿着“打卡地图”穿梭在林间。

以“百年橘树、千年橘乡、中华橘
源”为核心，这些年，南城街道不断加
强蜜橘文化的挖掘梳理、保护和传
承。然而，这只是该街道夯实文化“底
座”的冰山一角。

“在南城，人文荟萃，历史遗迹众
多，历史上孕育出了众多乡贤。站在
新征程的风口上，让优秀传统文化和

极具特色的人文精神焕发生机、迸发
活力至关重要。”南城街道党工委宣
传委员王文青说。

守护城市记忆，赓续历史文脉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黄岩区南城

街道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踩着
高跷，摇身变成了一个个“小巨人”。

黄岩十里铺高跷是一项寓游戏
性、趣味性、教育性为一体的传统民
间体艺活动，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
史，先后被列入黄岩区、台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高跷可以说是一项艺术性、危
险性并存的‘杂技’，在本地十分受欢
迎。”老艺人徐正云今年82岁，一直致
力于十里铺高跷技艺的传承推广工
作。“对于这门技艺来说，小孩子最适
合，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很忙，加上家长
不放心，这些年学徒越来越少了。”

2008年，为了传承这一濒临失传
的传统文化，南城小学把高跷引入校
园，邀请老艺人教授相关知识与技能
要领，编写《走近高跷》校本课程，形
成以“高跷艺术”为核心的校园文化。

（下转第二版）

——黄岩南城推进文化大传承大发展大繁荣

文化如何“活起来”

担当实干 争先跨越

台传媒通讯员李兆葵

春夏之交，万物灵气迸发，生机
勃勃。近日，天台宝华林场内树木挺
拔葱郁，林下，数百亩长势喜人的黄
精增绿又养眼。

“这批黄精种下已有8年，今年可
小批量收获，预计亩产值数万元。”种
植基地负责人吴伟茂随手挖出脚边
一株茁壮的黄精，细细拔开根茎，芽
头饱满似生姜的黄精露出真容。看着
眼前的硕果，吴伟茂心中感慨万分。

这位坚守深山十余载潜心研究
黄精的 80后，心中有一个黄精变“黄
金”的致富梦。

孝子回乡当药农
说起与黄精产业结缘，吴伟茂的

思绪飘回到十几年前。
彼时的吴伟茂一直在青海省从事

橡胶生意，凭着灵活的头脑以及大胆
的创新精神，实现年产值近3000万元。

但正当生意风生水起时，岳母、
母亲、父亲陆续查出重病。这让吴伟

茂犯了难，接下来该怎么办？“钱是赚
不完的，家人更需要我。”吴伟茂的决
定很干脆——返乡照顾亲人。

天台山“弥山药草，满谷丹材”，
黄精便是其中难得的养生至宝之一。
祖上曾在天台经营“帝贶公元亨堂”
中药店的吴伟茂，耳濡目染下颇通中
医药知识，“药食同源”的黄精成为他
帮助亲人调理身体的首选。

看着亲人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
转，吴伟茂在惊喜之余也敏锐意识到
这是一个商机。“让更多人受益，市场

广阔潜力大，做得好，是一项绿色产
业、富民产业。”这让吴伟茂全身心走
上了土里刨“金”之路。

黄精生长周期长，筛选优质
品种是关键。2011 年，吴伟茂租下
宝华林场野猪塘林区的 30 亩林下
土地，在全省率先尝试开展黄精
选育。 （下转第三版）

80后土专家把黄精变“黄金”

共富路上药香飘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吴伟茂潜心研究黄精吴伟茂潜心研究黄精。。
台传媒通讯员台传媒通讯员谢谢 勇勇摄摄

吃饭、购物、赏街景……5月3日晚，灯笼点亮夜幕，路桥十里长街，商铺林立、
游人如织，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百路千桥万家市”的热闹和繁华。近年来，十里长街
不断修缮，集聚了一批品牌首店、特色店铺，人气稳步攀升。台传媒记者沈海珠摄

十里长街人气旺十里长街人气旺

台传媒通讯员罗 莎 叶 青

近日，西南林业大学6位老师带
领着 20位学生，踏上了三门县的访
企拓岗之旅。

为期4天的“求职游”中，当地人
社部门精心安排了“蛇蟠岛+代表企
业+特色美食”的经典路线。学生们
欣赏了优美的自然风光，感受当地风
土人情，也拓宽了就业视野。

今年以来，三门县人力社保局在
全市率先开展“走进山海 职选台州”
百校引才+文旅活动，让学生深度感
知到“有职·有游·有食”的引才氛围，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港城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

打造“求职游”沉浸式
体验目的地

在西格迈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忙碌着。

西南林业大学的师生们目睹了
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化过程，感受
到了西格迈严格的生产管理和精湛
的工艺技术。在研发中心，他们又看
到了众多科研人员正在专注地进行
产品研发和创新，展现了公司的研
发实力。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学生们纷
纷提问，就自己关心的薪资待遇和
住宿环境等问题向企业负责人寻求
解答。

“通过这次行动，毕业生深入了
解企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一步增
加了留下的意向。”西南林业大学材
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熊春
梅表示。此次西南林业大学一行共走
访了包括西格迈股份有限公司、三维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6家三门
企业，活动共投递简历100余份，有5
名学生已经获得初步录用意向。

（下转第三版）

让学生感知“有职·有游·有食”的引才氛围

三门：“求职游”彰显“青和力”

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

建强“三支队伍”逐梦“三高三新”·书记说

台传媒记者陈 赛

“省委‘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全面
加强‘三支队伍’建设的行动号角。”
玉环市委书记周阳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玉环将认真对标对表，聚焦“三条

路径”、奋进“三高三新”，紧扣“建成
区面积超 8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
80万”目标，以“三个年·六大行动”为
抓手，坚定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在引
育留用中实现天下英才与后浪之城
的双向奔赴。

聚焦“广聚贤才”，引育跨越发
展最急需的“千里马”。玉环将深入
实施“青年英才聚玉环”专项行动，
持续提高人才与发展的匹配度。以
产创融合招引高端人才，紧盯新能
源等前沿领域，常态举办科技人才

活动周等活动，“一事一议”引进领
军人才和科创团队，助推新质生产
力形成。以人力资源服务增值化改
革培育本土英才，以承接“浙派工
匠”增技增收省级试点为契机，开发

“技能人才双增地图”场景应用，筹
建台职院玉环校区、产业人才学院
等职教平台，实施创新型企业家、新
时代工匠培育计划，培养一批勇于
引领转型的企业家和一支成长型实
用型的工匠队伍。

聚焦“人尽其才”，搭建创新创业
最广阔的“大舞台”。玉环将强化平台
为王理念，推动产业、企业、学院三大
主体相向融合。 （下转第二版）

——访玉环市委书记周阳

打造引育留用好生态
激活人才引擎新动能

蒋平梅蒋平梅（（右右））在车间工作在车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罗琦正在进行零件生产工作罗琦正在进行零件生产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