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龙 楠 程露佳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2 要闻

本报讯（记者王 艳）5 月 5 日，
黄岩区富山乡卫生院举办“清廉
医院建设，健康送到家门”巡回医
疗活动，十年如一日将清廉医风
与专业医疗服务带到富山乡千家
万户，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贡献

积极力量。
当天下午，卫生院医护人员放弃

节假日休息，组成两个医疗小分队分
别前往富山乡最偏远的南征顶村英
盟自然村和李家山村东坑自然村，在
村部设立临时诊疗点，用便携式医疗

设备，为村民提供健康检查、基本诊
疗和老年人慢性病咨询等多元化服
务。活动还开展了“清廉医院建设宣
传讲解”，向村民普及医疗费用透明
化政策以及如何维护自身医疗权益
等内容，增强村民的监督意识和法律

意识。
接受了免费诊疗服务的潘大妈

说：“以前总担心去医院乱花钱，现在
免费上门诊疗，还有防病知识科普，
心里暖洋洋的。”

“清廉医院建设是优化医疗环
境、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通过
医疗下乡，我们希望让清廉之风渗透
到基层，让每一位村民都能享受可信
赖的医疗服务。”富山乡卫生院院长
郑庆国表示。

富山乡卫生院——

清廉医疗下乡 筑健康乡村梦

本报讯（记者陈 佳 通讯员毛钰
淮）“用了十几年的老旧水管都换掉
了，实行管道入户，‘一户一表’。用多
少水就出多少钱，再也不用担心总表
和自家水表数字对不上了，还能用手
机直接缴纳水费，方便得很。”近日，
在温岭市新河镇秧田村，刚刚完成改

造的王大伯逢人就夸赞村里正在实
施的“一户一表”整村改造项目。

秧田村是温岭市水务集团今年开
工的首个“一户一表”改造村，共有319
户居民参与此次改造。早前秧田村实
行多用户共用一个总表的用水管理模
式，由于水管、水表使用年限较长，水

表走数过快或过慢、水管漏水等状况
时有发生，不仅对居民用水造成影响，
邻里间也会产生“公摊矛盾”。

知民情，解民忧。温岭市水务集团高
度重视“一户一表”整村改造，有效改善
该村水管老化严重、漏损率高而造成的
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邻里纠纷等问题。

“我们创新推出线上小程序，建
立完善用户申请、上门勘察、进度跟
踪、在线支付、服务评价和反馈一条
龙服务，真正实现指尖办理。”温岭市
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还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让项目进展从“源头”开始
公开透明，负责人需签订《廉洁从业
承诺书》；部门间紧扣结算编制、结算
报送、费用审核等相关环节，大力开
展自查自纠工作，推动水务管理和服
务再上新台阶，助推高质量民生工程
与“清廉国企”建设同向并行。

温岭市水务集团——

加快“一户一表”整村改造

台传媒记者周伊萍
台传媒通讯员郑燕睆

日前，仙居县步路乡双狮村竹
林里的大球盖菇喜获丰收。

早上8点，走进位于步路乡双狮
村药菌复合经营示范基地的竹林，
只见一条条作业带井然有序，白色
菌杆、赤红褐色伞面的大球盖菇成
群探出“头”来，浑圆饱满，长势喜
人，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采摘着。

据了解，该基地平均海拔600多
米，竹林密布。为充分利用林地资源，
发展林下经济，基地根据竹林坡度形
态开沟，种植大球盖菇。同时，在整个
栽培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化肥农药，
只运用稻草、砻糠等原料作培养基
质，实现生态栽培。得益于适宜的温
度，最近每天采摘量平均达 1800多
斤，20多个工人从早上5点就开始采
摘，随后再进行分拣、打包、发货。

“我家基地有 120亩，目前大球
盖菇长势比较好，亩产预计在500斤
以上，如果能够顺利销售出去的话，
收益还很可观的，每亩可以达到1万
多元。”基地负责人王均林说。

这是王均林从事林下经济套种
模式的第三个年头，从一开始的 40

亩，扩种到今年的 120亩，计划发展
毛竹林下套种大球盖菇+多花黄精
50亩、毛竹林下套种黑皮鸡枞+大球
盖菇 70亩。由于基地种植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清理、种植、管护、采收
等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单在大
球盖菇采摘季就吸纳村民就近就业
50余人，促进了村民增收。

在不断丰富林下经济套种种
类，探索“林菌药”新模式的过程中，
来自仙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专
家们也全程予以技术指导。

“作为林业示范推广项目，我们技
术人员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参与林
地清理、种植、后续管理、采摘等工作，
并及时解决各环节产生的问题，积累
种植经验。”仙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业技术推广总站科长王坚娅说。

近年来，仙居县因地制宜，积极
探索创建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
丰富林业产业模式新思路、新样板。
目前，全县有毛竹林15万余亩，但是
产业经济效益较差。作为促进林业
产业高效发展的新尝试，毛竹林下
套种大球盖菇、多花黄精、黑皮鸡枞
等，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开展种植，其
推广建设将为全县农林产业发展拓
宽空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仙居：林下巧生“金”

本报讯（记者葛佳宁 通讯员范
颖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有社保
才可以安心养老……”近日，天台县
赤城街道塔后村文化礼堂“农民夜
校”课堂中，未参保村民们在认真听
取社保宣传人员的政策讲解后，了解
到社保政策的有效保障，一半以上村
民有了参保意愿。

天台县通过在村文化礼堂举办镇

村干部社保政策专题培训会，培养基层
社保“政策通”，进一步扩大社保宣传覆
盖面，持续增强基层社保宣传力量。

连日来，天台县通过摆摊宣传、政
策培训、进村入企、“农民夜课”等多种形
式，开展以“全民参保，共享美好”为主题
的社保政策宣传“集市日”活动，营造自
愿参保、积极参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天台县人社局专门绘制了社保

政策宣传小地图，针对各区域群众不
同的聚集点开展面对面宣传服务，将
社保政策的最新动态和业务办理流
程送到群众手中，提高群众对社保政
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在新晋网红打卡地——天台赭溪
老街“集市日”，天台县人社局联合该县
税务、医保、民政、交通运输等15个部
门，通过联合“摆摊宣传+走街入户”的

方式，开展社保、就业、人才、医保、社会
救助、交通安全出行等一揽子政策宣传
和现场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
资料3000多份，指导群众通过手机办理
参保、信息查询等社保业务100多笔。

同时，天台县还深入开展“百名
人社干部助百企保用工促发展”活
动，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职工参
保情况及用工需求，帮助企业解决生
产经营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引导企业
及时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助力企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天台开展系列社保政策宣传活动

乡村振兴进行时

日前，在椒江区章安街道范岙村，工作人员在打捞水葫芦。近年来，当地在
河长巡河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报送问题，街道五水办及时对问题进行处置，
以更好地巩固五水共治效果。 台传媒记者聂杨波摄

5月 4日，玉环市坎门街道灯塔船舶修造厂，工人正在对渔船进行维修保
养。自5月1日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玉环市注册捕捞渔船已全部进港休渔，做
到“船进港”应休尽休，努力实现“零违规”。 台传媒通讯员段俊利摄

5月3日下午，温岭市松门镇乌岩沙滩，志愿者在捡拾海洋垃圾。东海“蓝眼泪”让
松门乌岩沙滩一夜走红，这段时间，游客争相赶到沙滩“追泪”，为维护沙滩环境，
温岭市益善好人志愿者服务中心联合温岭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松门服务队，组
织20多名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为沙滩“美颜”。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摄

沙滩捡拾垃圾沙滩捡拾垃圾 倡导文明出游倡导文明出游

打捞水葫芦打捞水葫芦 巡河固成果巡河固成果

台传媒通讯员孙嘉翊

走进位于椒江经开区的久凯电
力智能电容器项目现场，两栋新大
楼赫然在目，不少设备正陆陆续续
往内搬运，部分生产人员已经就位。
日前，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企业正
紧锣密鼓进行投产前的准备工作。

久凯电力智能电容器项目位于
海门街道太和二路以北、G228国道
以东地块，为省、市、区重点项目，占
地面积18亩，总建筑面积超2.8万平
方米，包含一幢厂房和一幢办公楼。

“过去因为场地问题，限制了生
产能力，不得不放弃一些订单。”安
耐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加
春说。浙江久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为安耐杰的子公司，该项目建成后
将作为安耐杰的新厂房投入使用。

企业老厂房位于下陈街道，占地

仅1亩，年产值达2亿元。“我们不愁订
单就缺空间。”顾加春介绍，新厂房车
间面积约 2.4万平方米，是原来的 4
倍，企业将大幅提升电容器产能。目前
大楼进入装修阶段，在不影响企业正
常运转的情况下，设备和工作人员将
陆续入驻，预计6月底完成整体搬迁。

空间扩大的同时，企业设备更
新和科技创新也在同步进行。据了
解，新厂区增设大量生产线，一期设
备投入超 2000万元。安耐杰还通过
自主研发，在设备自动化升级、产线
产能提升改造、数字化管理等方面
不断创新。

该项目从2022年11月下旬开工
到竣工验收，离不开椒江经开区和助
企专员提供的服务。“只要我们有需
求，经开区就会立刻出手。”顾加春说。

说起企业未来发展，顾加春充满
信心，“预计今年产值将达到3亿元。”

椒江助企提升生产力
营商环境向一流

台传媒记者张 怡

4月 23日，在位于路桥金清的浙
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内，厂房里
机器声轰鸣，生产线有序运转；一辆
辆满载货物的货车不断从园区驶出，
奔向全国各地。

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一期
项目占地 155亩，由路桥广东商会投
资7.5亿元建设，是全省电镀行业唯一
一家五星级小微企业园。目前，园区已
有55家电镀企业入驻，共有122条电
镀生产线，全年总产值超10亿元。

“我们从拓展市场渠道、提升研
发能力、推行安全环保标准化管理体
系、打造智慧园区孪生平台、提供全
生命周期服务等五个方面，推进电镀
企业转型升级，形成环保电镀产业生
态圈。”产业园总经理陈云才说。

追“质”：规上企业从0家
到10家

早在建设之初，浙江之恩环保
（电镀）产业园就根据产业导向、发展
潜力、规模效益等，制定企业入园标

准——工艺新、效益高、污染低。
台州焓鼎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原是一家专业从事镀铬的企业，主
要生产水泵轴，产品单一且质量不稳
定。搬入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
后，该公司决定转换赛道，将主营业
务改为化学镀镍，并将手动生产线升
级为自动生产线，推动产品加工从低
端向中高端迈进。

企业转型，资金是绕不开的坎。
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得知台
州焓鼎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发
展困境后，主动对接多家银行，帮其
成功融资100万元。如今，该公司年产
值突破1000万元，计划今年再增加一
条生产线。

为让企业能专心生产，浙江之恩
环保（电镀）产业园组建120人的运营
团队，设立品牌孵化、营销拓展、技术
研发、人力资源等平台，为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对此，台州市翰达镀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兵深有感触：

“环评审批、消防验收这些事都由园
区管，我们只管专心做业务就行。”

在该公司生产车间，两条自动化

生产线不停运转，轴承、垫圈等金属
零配件整齐堆放在一旁。“入园后，我
们淘汰了一批附加值低的产品，主营
中高端产品。”王红兵说。

削减“大路货”，转型“高精尖”，
台州市翰达镀业有限公司 2023年产
值近 3000万元，同比增长 30%，成功

“升规”。
在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

的培育下，园区规上企业从 0家发展
至10家，电镀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逐“绿”：数字赋能绿色生产
电镀行业是当今全球三大污染工

业之一。其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含
有铬、铜、镍等重金属离子、氰化物等剧
毒物质和大量有机污染物，水质复杂且
不易控制，是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

为此，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
园投入1.75亿元建设面积1.5万平方
米、日污水处理量7000吨的架空式污
水处理中心，实现园区电镀企业污水
统一收集、处理、排放。

“污水站主要采用立体化结构设
计，运行能耗低、自动化程度高，为入

园企业降低‘三废’处理成本4%。”产
业园副总经理马亮说。

此外，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
园设立楼长，采取日常巡查和专项检
查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企业正确履行
安全、环保义务，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走进该园区其中一家电镀企业，
生产车间干净整洁，墙上张贴着的二
维码，十分显眼。“在日常巡查时，我们
会扫码录入企业存在的问题，相关信
息会实时同步到系统里。”马亮口中的
系统是智能电镀园区孪生中心。打开
该系统，碳排放削减量、废水处理量、
废气处理量等信息一目了然，每家企
业被赋予绿、黄、橙、红等“安全肤色”。

“绿色是安全生产的最高等级，
红色是安全生产的最低等级。依靠智
能电镀园区孪生中心，我们形成了发
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闭环。”产业园
副总经理张梅说。

省级“无废园区”、省级减污降碳
标杆园区、第一批浙江省星级工业园

“污水零直排区”……浙江之恩环保
（电镀）产业园正努力助推电镀产业
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浙江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打造电镀产业绿色发展高地——

追“质”逐“绿”共“镀”未来

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5月 5日，仙居县红十字会、仙
居县教育局“大手牵小手，急‘救’在
身边”千人亲子家庭公益救护培训
活动在安洲街道启动。当日，100余
组亲子家庭参加了防溺水安全知
识、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急
救知识培训。图为亲子家庭在培训
师资指导下学习急救知识。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大手牵小手
急“救”在身边

正风肃纪促保障

休渔季休渔季 修渔船修渔船

（上接第一版）
“花瓣的形状、花叶的纹理，都需

要一锤一锤敲打塑造。如果敲打的次
数太少，花瓣的形状就不够好看。反
之，如果敲打过多，花瓣就容易变形。
因此，掌握敲打的力度和次数，是制
作花朵的关键。”孙振余说。

这个过程是枯燥且漫长的，一片
花瓣可能就需要经过几百次的捶打，
一朵金属花则需要花费几个小时。这
与汽车钣金维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考验着维修人员的手上功夫。一锤子
敲歪了，就可能前功尽弃。

孙振余对汽车的热爱源于他的童
年。2015年，他考入职业技术学校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从单个钣金零
件开始修起，到焊接组装成整车，他的
技艺快速成长。他说：“车身维修的过
程需要维修人员具备丰富的经验，以

及坚定的毅力和耐心，还要有敏锐的
观察力，在敲打的过程中一眼看过去，
就能找到不平整的地方。”

在长期实践中，孙振余深知每一
次挥动铁锤敲打钢板的枯燥，于是他
想方设法让这个过程变得有趣——
用铜板和铝板敲打出花朵。他通过仔
细观察身边的花花草草，将传统技艺
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赋予钣金艺术新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创造出充满匠心
的“金属之花”。

孙振余还把“金属之花”的制作
过程结合到教学中，逐渐形成一套独
特的训练模式，让枯燥的车身修复变
得有趣。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学
生们在学习车身修复技术的同时，也
能体会到钣金艺术的魅力，培养出更
多具备创新精神和技艺的车身修复

人才。

投身竞赛精益求精
孙振余踏入汽车维修这个专业

后，立志将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作为自
己努力的目标。

2018年备战全国技能大赛期间
正值酷暑。每天清晨7点，他就早早起
床来到实训车间，开始一天的训练。直
到深夜11点，他才结束当天的训练。

这段时间里，他不仅挑战了多个
项目，还学习了专业课程，进行了体
能训练。如此高强度的生活节奏，让
他的身体负荷一度达到极限。

他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比赛：
“我要把每一锤下去的细节都‘盯
牢’，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去精
益求精地完成每一个项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那一年的

全省青年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汽车
装调工项目”第三名，之后又获第十
四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汽车装调工一等奖。

如今，他已经成为台州技师学院
一名教师，不仅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
能竞赛，还致力于辅导学生投身竞
赛，将竞赛与教学改革、校企合作、高
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

孙振余用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励
着更多学生投身技能竞赛，多次带领
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取得了
市级、省级一等奖的优异成绩。目前，
他通过新型学徒（订单）培养高级工
以上职业等级人数达到50余人。

在科研教学改革方面，孙振余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学校综合
性和专题性创建评估工作，参与全国
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建设项目。他还参与编写了《汽
车车身修复（初级）》教材，由人民交
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孙振余：千锤百炼成一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