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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三支队伍”逐梦“三高三新”·书记说

台传媒记者何 赛

近日，2024年一季度经济“成绩单”出炉，路桥区新
桥镇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1.48亿元，同比增长28.2%，
外贸出口总额 7.21亿元，同比增长 211%，主要经济指
标综合居路桥区第一，以亮眼成绩实现开门红。

其中，一季度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51亿元，同比增
长113.54%；制造业投资1.16亿元，同比增长146.09%；
限上批发业销售额 7.21亿元，同比增长 211.65%。三个
超一百的增长指标背后，涌动着怎样强劲的发展动能？
又是因何满弓劲发？

一直以来，新桥镇注重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全面加
强“三支队伍”建设为抓手，积极实施“新生力”人才和
企业家队伍智汇赋能工程，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见行见效，镇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创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加速布局
花费 1.3亿元，淘汰价值上千万元的几百台机器，

建设新的数字工厂。“大动干戈”力求高效高新的飞达
科技有限公司，近况如何？

“新厂已经部分投入使用，今年接的订单都来不及
做。”近日，飞达科技负责人施荣兵说，手握几十项专利
和高效率生产线，给了公司跳脱“价格战”转打“科技
战”的实力和底气。

去年，飞达科技有限公司创新进行的改善穿孔条
件、变材料熔点为不熔、强度提升、解决防水四大提升，
直击行业痛点，以“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强大优势让
飞达不愁订单。

“真可谓‘日新月异’。”一次，一位外地客户参观飞
达公司后啧啧称赞——短短三个月，就迭代了上万张
图纸。其实，爆火背后源自“长期主义式”的创新。飞达
公司连续多年每年投入 1000多万元搞研发，尤其今年
同步进行16个研发项目，正在完成从代工厂到新型创
新企业的华丽转变。

“cnas实验室要来了。”施荣兵期待地说，今年，飞
达科技有限公司除了马不停蹄生产订单产品外，另一
重头戏——就是投入近2000万元建设cnas实验室。

未来，该实验室通过国家认证后，将可为行业电线
生产商提供专业的检测服务和报告。这也意味着，新桥
镇新质生产力产业布局建设的步伐正在加快。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蝶变跃迁
走进浙江优特轴承有限公司，现代感和科技感十

足，四张蓝色的数字化大屏令人眼前一亮。
“这张屏实用。”顺着负责人郑子勋的指引，右上角

的大屏上电力监测、电能质量、用电数据分析一应俱
全，“这是最近刚开始启用的能耗平台，既帮助我们节
省能源，又能关注如电流过大时的用电安全。”

而另一侧，是“机械手”上下翻飞，实时监测下的自
动化生产场景。

轴承被称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中重要
的零部件之一，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力、汽车等领
域。作为新桥镇“老牌”传统制造业企业，优特轴承
公司拥有国内首创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自动化生
产线 12条，是中国精密角接触配对轴承标准的制定
者之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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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5月 11日，
市委书记李跃旗，市委副书记、市长
沈铭权率队赴省海港集团考察对接，
与省海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成
波等座谈交流。双方表示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紧密协同深化港口一体化发
展，互利共赢打造港地合作新样板，
携手为宁波舟山港世界一流强港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副市长杨玲玲和王
峥、江涛、倪彦博等集团领导出席。

作为全省海洋港口资源开发建
设投融资的主平台，省海港集团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努力打造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战略枢纽，奋力建设世界一流
强港和世界一流企业。在宁波舟山港
梅山港区，李跃旗一行听取梅山港区
基本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并通
过宁波舟山港数字梅山可视化系统
了解智慧绿色港口建设等情况。座谈
交流会上，沈铭权和省海港集团党委
委员、董事，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峥分别介绍台
州、省海港集团有关情况。

李跃旗感谢省海港集团长期以来
对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他说，港口在“大海洋”格局中的作用
举足轻重，拓展开放通道、做强港口
经济是推动海洋强省的重要一环。近
年来，在全省港口一体化发展背景

下，台州全面优化“一核心两重点多
统筹”港口功能布局，推动台州港迈
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这离不开省
海港集团的鼎力支持。希望省海港集
团聚焦全省海洋经济发展新战略、甬
台一体化发展新要求，着眼台州港加
快提升综合能级的新阶段，在提升战
略地位、拓展港口功能、增强开放功
能等方面给予台州更多关心支持，不
断健全双方合作推进机制，建立定期
互访、常态对接等制度，助力台州港
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的南翼枢纽。市委
市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省海港集团
在台州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保质保
量落到实处，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陶成波表示，在我省“一体两翼

多联”的海港布局中，台州港是南翼
发展的重要港口。近年来，台州港开
发建设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潜力巨
大。省海港集团愿进一步深化与台州
的对接合作，始终聚焦“南翼枢纽”这
一战略地位，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加强对台州港的赋能，着力提升港口
综合能级；加快开通国际国内航线，不
断完善航线布局网络，提升货物直航
出海能力，增强港口竞争力、影响力、
辐射力；加快数字化、智慧化港航服务
业发展，持续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在未
来发展中，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协调，完
善合作机制，强化政策协同，加快实现
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目标，携手为港航
强省、海洋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李跃旗沈铭权率队赴省海港集团考察对接

紧密协同深化港口一体化发展
互利共赢打造港地合作新样板

台传媒记者陈 赛

“今年省委‘新春第一会’发出深
化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全面加强‘三
支队伍’建设的强音，把现代新农人
培育作为‘七项行动’之一。”仙居县
委书记崔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仙居
将依托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构筑孵
化成长暖巢，搭建发光发热舞台，壮
大扎根乡村、发展乡村的“新农人”队

伍，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力支撑。
聚焦“学有所成”，大力度创新

培养模式。乡村最缺乏的就是懂技
术、懂经营、懂治理的高素质“新农
人”，必须针对性培养。精育农技人
才，依托院士之家、产业链创新研究
中心，加强与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
合作，构建高水平产教综合体平台，
通过“理论+实践”加速培育一批懂
技术的“新农人”。广育经营人才，构

建“县、乡、田”“三位一体”培训平
台，通过“第二课堂+阶梯式培育”模
式，广泛开展农业知识、电商销售、
经营管理等培训，让更多农户善经
营会管理。优育治理人才，深入排摸
村“两委”干部担任共富生活委员，
结合乡土人才培训班、农技公开课、
乡镇政策大讲堂，开展统一培训，提
高助农扶农业务能力，助力农产品
走出大山、农户奔向共富。

聚焦“干有舞台”，多维度拓展成
长空间。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竞相成
长的激励机制缺一不可。搭发展平台，
坚持“一镇一品”错位发展战略，科学
布局农村区域经济，良性运营“十路”
人才发展联盟、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等
组织，高水平打造全省首批、全市唯一
的农创客产业园，从而组建“人才+产
业”“人才＋技术”的聚合平台，让各类

“新农人”都有用武之地。（下转第二版）

——访仙居县委书记崔波

让更多“新农力量”展现“兴农作为”

台传媒记者谷尚辉

天气渐暖，近来路桥区峰江街道
的台州花木城来了不少小学生。以前
这里曾是一处让人避之不及的废旧
金属再生产业基地。经过几年转“灰”
为“绿”的环境保卫战，如今，这里成
为不少学校春游的理想目的地。

创新示范园、香港青年产业园、
恒金产业园、精密制造园……产业
平台不断扩大，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打卡，也带动当地百姓稳步致富。

这也是台州持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台州强化全领域提升共进、
全地域协同共建、全要素美丽共享、
全过程管控共治、全方位塑造共融，
实现了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全覆盖，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天气变暖了，能看见好多漂

亮的小鸟。”5月5日，市民陈佳琪带
着女儿在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
园游玩，看着碧波荡漾的湖面，小
姑娘开心地在游步道奔跑，惊起不
远处水域中的一群水鸟。

你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今年 4月，玉环漩门湾国家湿

地公园举办首届东海观鸟季活动，
当天在三期围垦区发现“鸟类稀
客”棕颈鸭，这是棕颈鸭首次在浙
江被发现和记录。

这种全球易危物种此次在玉
环漩门湾的记录，是其纬度最北的
一次记录，其背后也是当地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取得的显著成效。

近年来，台州以改善水环境质
量为核心，开展“清三河”整治、剿灭
劣Ⅴ类行动、实施“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修复河
湖生态缓冲带，强化饮用水源规范
化建设，入选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
国家试点城市，“五水共治”碧水保
卫战取得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台州深化实施工业
废气“十百千”治理、重点领域臭气
异味治理、工业炉窑整治、秋冬季
污染综合治理、扬尘综合整治和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等专项行动，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推进产业、能源、运
输结构调整优化。

经过数年努力，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逐
年下降，城市空气质量逐年提升，全市
域创成省级清新空气示范区，城市空
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稳居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

不仅如此，台州还在全省率先
出台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推进“三线一单”数字化
应用；在全省率先开展排污许可证

“一证式管理”改革试点，实行环评
瘦身管理；全国首创“物联网+区块
链”模式破解小微企业危废、船舶废
水和医疗废物收集处置难题。

减污降碳协同推进
5月 9日上午，台州湾绿色能源

气体岛项目正式开工。
该项目以城市及农林剩余废弃

物为原料，运用生物质化工技术，生
产出净零排放符合国际碳认证要求
的绿氢、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可持续
替代燃料要求的绿色甲醇，以及医
用氧气等拳头产品，后续将向航空
燃油等更高端的能源产品延伸。

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协
同推进减污降碳成为我市推动碳达
峰碳中和、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必要途径。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台州就已
提出以先行姿态高标准抓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下转第三版）

台州：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基底

台传媒记者张馨苑

“再等 181天，整个临海古城将为
你的到来呐喊。”5月 6日上午 10点，
2024柴古唐斯括苍越野赛正式开放预
报名，这也是赛事成立以来首次采用
抽签方式确定参赛名额。

这场越野赛事从5A级景区台州府
城直上浙东南第一高峰括苍之巅，“滩险
弯”和“奇秀美”共舞的赛道，也引人思考：
体育竞技和景区发展间的关系是什么？

临海给出的回答是双向奔赴和同
频共振。

全域皆景，掀起全民
运动狂澜

“五一”期间，藤球、毽球等活动亮
相台州府城，三天累计吸引近6万名游
客驻足观看，藤球小游戏互动环节充
满欢声笑语。在牛头山度假区，“乐秀
杯”2024浙江省自由式轮滑积分联赛
的小健将们轻松炫技，高难度的轮滑
动作惊艳全场。

从城市中心到广阔山野，体育活
动的几何边界无限延伸，浓厚的体育
文化氛围在临海铺展开来。

这背后，临海的体育聚合效应也跃
然纸上，一组数据足以说明：2023年，临
海共有全民健身设施 3367处、城市绿
道网506公里、登山步道230公里，该市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30.8万平方米。

在府城景区，城墙下、瓮城里、大鼓
旁，散落着一个个小型体育健身场所，
是篮球、广场舞爱好者们的绝佳训练
场。晨起与黄昏的灵江沿岸、灵湖公园
绿道，是跑步和器械爱好者“吸氧”的首
选，而骑行者们则酷爱牛头山景区临牛
线、小芝S225公路上属于盛夏的“森林
隧道”和深秋那片红树林。（下转第二版）

全城联动 创新玩法

临海：“景区+体育”的双向奔赴

台传媒记者项瑶莹

“照目前种植情况来看，我们今
年总产量得有 150万斤左右，向生活
富裕又迈进了一步。”四川果府现代
农业的创始人吴才国看着挂满枝头
的硕果，面露喜色。

吴才国是台州人，原先在黄岩办
模具厂，一次偶然的机会，夫妇俩千
里奔赴，开启了在四川种植柑橘的事
业，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两
人积极响应号召，带着资金和技术，
为阆中的柑橘产业注入新机。

温岭、阆中东西部协作，坚持
把农业升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紧扣“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这一乡村全面振兴
的总要求，提升阆中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
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借助东西部协作契机，温阆两地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助推农业
产业全链条发展。

近日，在阆中的油橄榄种植产
业园内，一株株绿油油的油橄榄迎
来盛花期，金黄洁白的花朵缀满枝
头，风一吹，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

紧挨着产业园的便是四川中义

油橄榄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井然
有序。去年 10月，该公司投资建设的
橄榄油灌装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增设
8个储油罐，可储存186吨橄榄油。项
目总投资 300多万元，其中包括东西
部协作资金100万元。

“标准化生产和精深加工设施
的使用，有力保障了油品品质，也
提升了中义的品牌价值。”四川中
义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金
崇清介绍。

金崇清是台州企业家，借助东
西部协作资金，他在阆中改造提升
和新建了 5 个油橄榄种植产业园，
面积达到 5200亩，栽植 15万余株油
橄榄树，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60 余
个、临时岗位 900 余个，年务工 1.2

万人次。
用标准化推动产业化，以产业

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是乡村
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涉及产加销上下游贯
通联动，对农业生产各环节都提出
了更高要求。

“围绕柑橘、粮油、生猪等阆中主
导产业，我们联合科研院所，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与此同时，我们建设
文创产品研发展销中心、经营东西部
协作消费帮扶门店、打造柑橘 IP等，
将农业研发、生产、加工、消费等各个
环节、各个主体链接成协同发展的有
机整体，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浙
江赴四川省南充市帮扶工作队队长
张升说。 （下转第三版）

温阆东西部协作

“三大提升”助力阆中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对口支援在行动

5月11日，一名护士在温岭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为婴儿做晨间护理。5
月12日是第113个国际护士节。无数白衣天使用爱心奉献践行着医护工作者
救死扶伤的初心。 台传媒通讯员徐伟杰摄

致敬白衣天使致敬白衣天使

台传媒通讯员方嘉堃

“下午，镇里举办书记讲堂，主题
是如何做好农村工作……”小芝镇乌
石头村网格员何丹丹，在昨日的工作
日志中写道。“85后”的她过去三年
连续被评为临海市优秀网格员。

为解决村级干部队伍“结构老
化、后继乏人”等问题，小芝镇实施

“后浪·逐梦”成长计划，培养乡村振
兴后备干部队伍。目前，小芝镇21个行
政村共储备村级后备干部63名，平均
年龄34岁。

推出“逐梦课堂”，提高村级后
备干部的理论水平。每月明确学习
主题，制定学习计划，邀请镇党委书
记、离退休干部、知名乡贤等，围绕
农村工作技巧、综合业务能力等内
容开展培训。目前，累计开展“书记
课堂”“银发初心”等5期课程。

实施“寻梦导航”，明确村级后
备干部发展方向。组建“寻梦”导师
团队，由镇班子成员、驻村工作经验
丰富的老同志和农村指导员等21人
担任导师，发挥传帮带作用。建立村
级后备干部成长档案，制定“领导
评+导师评+个人评”三位一体考核
方式，将成长趋势良好的村级后备
干部纳入优秀干部储备库。

“筑梦历练”提升村级后备干部
综合素质。深入开展“干部上一线，
助力攻坚战”活动，将所有村级后备
干部编入项目攻坚团队，参与细米
面产业园、农旅文化综合体等 31个
项目，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

“我们将党员发展、干部选拔、
绩效评估与村级后备人才培育紧密
结合，形成联动机制。条件相当的情
况下，会优先考虑村级后备干部。”
小芝镇组织委员陈远路介绍。

小芝：打造“后浪逐梦”成长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