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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三条路径”奋进“三高三新”

台传媒记者曹思思

高丛林没想到，在基层挂职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了。
今年3月，玉环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

科科长高丛林，被提拔为大麦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去
年，我进入城市有机更新专班，完成环东片区政策处理
前期工作。组织锻炼了我，也给了我晋升的机会。”高丛
林说。

去年以来，在玉环，像高丛林这样被提拔或转任重
要岗位的干部有 32人。与此同时，有 6名不适宜担任现
职领导干部被降职、免职或调整岗位。

近年来，玉环市进一步健全干部“能上能下”工作机
制，提拔重用敢抓敢管、攻坚克难的干部，坚决“下”了一
批能力不足不能为、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
的“三不为”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营造能者上、优
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干事氛围，在“上与下”的流
动中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有为有位 让实干担当者“上”
“我们坚持让实干者‘能上’，重实干、重担当、重基

层，将选人用人的目光瞄准攻坚破难一线，充分调动干事
创业积极性。”玉环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金碧辉表示。

在干部调配中，玉环将项目一线作为党员干部的
“试金石”和“练兵场”，近三年选派360多名优秀年轻干
部到急难险重岗位历练，60名在城市有机更新、招商引
资等重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72名乡
镇一线干部被提拔或进一步使用。

作为玉环单体最大的招商项目，晶科能源高效太阳
能电池组件一期项目于 2022年 9月签约。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的双重压力，干部徐根法主动请缨担任清港镇楚
北塘项目开发工作专班负责人，与项目涉及的 17个村
书记及班子成员深入协调，20天完成土地政策处理、15
天完成场地清表，创造了从签约到“拿地即开工”，仅用
180天的项目落地新速度、新模式。

因工作表现突出，徐根法在去年 10月被提拔为清
港镇人大副主席。

此外，玉环还全面优化班子年龄、性格、专业、经历
等结构，选配好年轻干部、女干部、转业干部，形成老中
青合理搭配的梯次配备，实现每个乡镇（街道）熟悉党
务、三农、生态环保、规划建设、依法治理等专业干部配
备全覆盖。

无为失位 让“三不为”干部“下”
干部“能上能下”，关键是下。针对部分干部存在“只

进不出”“只升不降”的“铁饭碗”思想，玉环通过抓实考
评研判、分类处置畅通“能下”渠道等举措，全面加强整
治不担当不作为干部力度，对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小微问
题及时提醒谈话、批评教育，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

“被调整的干部没有‘一棍子打死’，只要有所作为，
仍有‘复出’机会。”金碧辉介绍，干部“下”来后，他们会
根据个人特点，安排合适岗位和任务“历练”，并实行动
态跟踪管理，激励他们在新岗位上再建新功。

坎门街道办事处某副主任任职期间因分管工作推
进不力、履职不到位，被调离岗位。到新岗位后，其工作
积极上进、实绩突出，群众认可度较高，现已晋升至二级
主任科员。

近几年，玉环从考核排名垫后、项目推进靠后、工作进度滞后、思想状态落
后、面对任务退后等事实事例中查找“躺混”干部，确定 17名年轻干部进行综
合干预，其中安排到攻坚一线回炉淬炼12人、调离岗位4人、免职1人，推动实
现小微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匡正。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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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三支队伍”逐梦“三高三新”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日前，浙江陆虎汽车有限公司王
光挣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 2023年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是台州市第
三家、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人才是第一资源。台州湾经开区
围绕“三支队伍”建设，健全技能人才
成长机制，打造高素养劳动者队伍，让
更多能工巧匠“破土冒尖”，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构筑人才“孵化器”
去年，吉利集团与浙江汽车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吉利技师学院、临海
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签约共建临海
市首个工匠学院。全国劳模、技术能
手吕义聪担任工匠学院院长。

工匠学院以各大企业中的浙江
工匠、台州工匠、临海工匠为骨干组
成导师团，通过合作育人机制、师带
徒机制、导师引领机制，开展“工匠课
程进校园”活动。

“我们建立了与产业对接的星级
人才标准培育体系。”吕义聪介绍，一
般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到企业要
从头做起，而他们将吉利集团员工星
级标准导入学校，学生毕业就可能达
到三星标准，起点更高，发展潜力也
更大。

像这样，以工匠学院建设为契
机，台州湾经开区积极探索构建“技
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工匠人才”三
级培训体系，助力更多劳动者由“工”
变“匠”。 （下转第八版）

新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台州湾经开区——

“从工到匠”培育新质生产力

6月2日，第二届中国·温岭黄金海岸公开海域抢滩赛在石塘金沙滩举行，
来自上海、江苏、江西等地的760多名游泳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有2000米竞
速组、500米畅游组2个组别。近年来，温岭依托山、海、石、渔等众多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品牌赛事，推进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重点打造“温岭黄金海岸跑山
赛”等赛事。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摄

温岭黄金海岸公开海域抢滩赛举行

台传媒记者庄嘉瑜文/摄
夜色四起，灯光乍现。在瀑布鸣

响、古乐声中，椒江葭沚老街迎来形
形色色的游人。自文昌阁北去，相继
可见顺记·浦江荟、御道茶会，而后，
创意文化店、非遗手工体验店、本土
老字号、生活美学店等应有尽有。

熙熙攘攘的游人中，68岁的市民
管彦青随走随看，感受今昔巨变。

“现在的葭沚老街大不一样了，
不光看上去有景区的样子，还开了很
多好店，能在里面吃饭逛街，确实是
个好地方。”管彦青说。

早在今年春节，焕然一新的葭沚
老街便崭露头角，吸引无数本地市民
和外地游客争相打卡。“五一”期间，
延续爆火。

作为新晋“人气王”，葭沚老街如

何布局业态，重现百年前的商贸繁华？

定位出发，谋划业态
走进椒江区城发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娴的办公室，便见其墙
壁上贴有各类图纸，尽管内容不一，
但都离不开葭沚老街。其中，业态分
布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店铺属性，现已
初具街区形态。

“葭沚老街的定位一直是‘台州
城市会客厅’。用最朴素的话来说，如
果我家里来客人，我的第一反应是带
他们来葭沚老街。”椒江城发集团办
公室主任李炳达说。

重建葭沚老街前，椒江城发集团
就从定位出发，开展过两轮业态策
划，按照建筑属性以及游玩动线划分
街区。自此，街巷院落有了全新设定，
承载特色品牌的南北主街、藏有台州

美食和地道风物的东西巷子、集中台
州民俗文化体验地的院区……

“我们率先招引了标杆性品牌，
奠定老街整体的格调。（下转第八版）

——破译葭沚老街的“人气密码”（中）

越“业”越繁华

台传媒记者沈海珠 沈海洲 黄 微

如今，走进黄岩区北洋镇小里桥
村，展现在眼前的是“白墙青砖黛瓦，小
桥流水人家”。沿着村庄由东向西，道路
两旁屋舍俨然，崭新洁白的墙面、古色
古香的外观统一了全村风貌……

自黄岩区实施“三化十二制”20
年以来，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打
造“宜居家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我们村地处偏远、基础薄弱，是

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山村，直到我们牢
牢把握‘三化十二制’这一治村法宝，
引入手工业‘共富工坊’，盘活沉淀劳
动力；深挖沉睡资源，将土地资源整
合起来，兴建黑子李、古茗白茶、柑
橘、油茶等特色农业基地，不仅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增收，还带动了村民共
同富裕。”宁溪镇上桧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方军辉说。

乡村要振兴，必须有产业；农民
要致富，必须靠产业。如何将“三化十
二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转化
为村级组织的共富发展优势，带动西
部山区以及全区经济偏弱村实现增

收致富？
黄岩将“党建联建、组团发展”作

为推动全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锚
定“组织联建堡垒强、产业联兴发展
强、利益联结管理强、力量联动治理
强、干部联考队伍强”的创建目标，搭
建片区各村对话交流、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的平台，打破以往资源分散、
力量单薄的局面，以党建一体化推动
片区发展一体化，全域协作推进共同

富裕“十二大行动”。
近日，北洋镇山下街村 60多亩

“非粮化”整治功能区小麦迎来了首
次丰收，曾经荒废的土地变成了让农
民增收的良田。

“今年首次种植麦子就获得了丰
收，每亩约 250公斤，共 1.5万公斤，
能为村集体增加 4万多元收入。”山
下街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建敏说。

为打破以往村庄资源分散、力量
单薄的局面，黄岩组建多彩田园党建
联建，绿沃川农场等 4个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与 8个传统农业村开展“手牵
手”合作，共同盘活土地资源，培育农
业新型项目，打造产、研、销一体联动
的协作发展模式。

（下转第八版）

——黄岩“三化十二制”实施20周年系列报道之二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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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好声音

台传媒通讯员王丽娜

针筒里的银灰色膏状焊料酷似胶
水，而旁边的薄带焊料，则卷成了家中
常用的胶带模样……近日，在台州元
熔金属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厅
内，笔者在这些各色各样的焊料上，看
到了把金属“粘”在一起的答案。

“这种膏状的镍基焊料，可以通
过工业机器人，直接涂到要焊接的部
件上，进炉加热后就能完成焊接。”说

话间，该公司董事长盛洪超拿起一个
形状复杂的EGR冷却器部件，转动展
示膏状焊料的焊接效果，只见焊缝光
滑，衔接自然。

打破
这里提到的膏状焊料，是台州市

“500精英计划”创业类B类人才盛洪
超研发并产业化的一款“智能钎焊关
键材料”，它一改人们对焊料的老旧印
象，在焊丝、焊条、焊环等固体焊料中，

走出了一条更灵活的“流体”路线。
中国是焊接材料行业生产和消

费大国，市场前景广阔。2021年，盛洪
超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创立台州元熔金属技术有限公司。

“传统的焊丝、焊条用起来不方
便，也不太适合自动化生产。现在的焊
料能像牙膏一样挤上去，损耗少了，智
能化程度也高了。”聊起膏状焊料带来
的种种优势，盛洪超底气十足。

经过几年发展，该公司已同时掌

握特种合金成分设计、超微球形合金
粉末制备、特种胶体复配等技术。目
前，开发的镍基、铜基、铝基膏状焊料
已完成产业化，批量用于汽车制造、家
用电器、电子通讯等领域，供货对象包
括银轮机械、华为、海尔、能率、美的等
一线品牌，打破了国内膏状焊料市场
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的现状，在高端
焊料市场开辟了国产品牌空间。

在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不锈钢换热器工厂内，生产线上的工
业机器人正在工作，它们在自动程序
的控制下，将镍基膏状焊料均匀地涂
抹在工件待焊接处。在焊接过程中，膏
状焊料能够充分润湿母材表面，渗透
并填充接头间隙，更服帖地“抓住”金
属，实现焊件牢固连接。（下转第二版）

国内市场占有率七成以上

这款“金属胶水”先行“出圈”

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台传媒记者张 怡

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
在路桥区金清镇联盟村一瓜棚内，90
后梁君正忙着采摘西瓜。瓜棚内的温
度高达40多摄氏度，仿佛“桑拿房”一
般，没过一会，他就满头大汗。

“干农活肯定累，但有付出才有
收获。”1994年出生的梁君，自小在田

间地头长大的他，心中有个“农业
梦”。大学毕业后，毅然接过父辈手中
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新农人”。

不负青春的奋斗者
金清镇位于东南沿海，得天独厚

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孕育出了
脆、甜、多汁的西瓜。

瓜棚里，一个个西瓜饱满圆润，

长势喜人。碧绿的藤蔓上，挂着蓝、
白、紫、红等不同颜色的卡片。“卡片
是用来记录西瓜生长天数的，方便分
批采摘。挂着红色卡片的是42天左右
的瓜，正适合采摘。”梁君说。

用卡片标记西瓜成熟度的智慧源
于老一辈瓜农。在梁君的印象里，父亲
梁国平会将扑克牌剪成三角形、长方
形、正方形等形状，然后挂在瓜蒂上。

“萌新”时期，梁君常跟在父亲身边，
学习怎么剪枝、授粉、施肥。技术不会有
人教，可“体力关”还是要靠梁君自己过。

刚开始时，梁君难以适应种瓜的
强度，劳作一天后浑身酸痛，身体仿
佛要散架了一般，皮肤也被晒得通
红。他咬牙坚持，在日复一日中练就
了一身“钢筋铁骨”。

“干农活就和健身一样，锻炼久
了就习惯了。”梁君说，看着瓜苗一天
天长大，开出黄色的花，结出绿色的
果，成就感油然而生。

大学时期，梁君学的是工商管
理专业，在销售上，他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 （下转第二版）

引进无人机、收割机、插秧机等数字化农机设备42台（套）

“新农人”梁君：点开手机把地种

布兰兔的植物庄园布兰兔的植物庄园。。

本报讯（通讯员郑梦媚）近日，仙
居杨梅产业链增值服务月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在仙居县企业综合服务中
心举行，标志着即日起至 6月 30日，
为期一月的“一站式、个性化”杨梅产
业链增值服务拉开帷幕。

杨梅是仙居主导特色农产品，仙
居杨梅被列入 2023年全国“土特产”

推介名单。为更好服务这项富民惠民
产业，仙居积极探索开展杨梅全产业
链集成改革。“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作为
企业和群众服务的纽带，首次会同各
板块、多部门组团，开展政务增值服务
活动，为梅农、梅企保驾护航。”仙居县
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王颖
介绍，本次活动重点围绕杨梅“采摘销

售、要素配套、企业开办”等产业链环
节，梳理提供72项增值服务事项。

据悉，此次活动共涉及项目、政
策、金融、人才、法治、赋能等十大服
务板块。其中，赋能板块作为全省首
创的市场监管板块，全面整合了市场
监管服务职能及仙居特色，设立了七
大服务场景、31个子项服务。

“针对这次杨梅季，赋能板块梳
理出了 6项服务事项，分别是我要办
执照、我要使用‘仙居杨梅’商标、我
要包装、我要速递、我要资金保障、我
要做大产业开公司。”仙居县市场监
管局行政审批科科长王旭燕说。

针对往年较多的个体梅农不熟
悉“亲农在线”手机线上操作的情况，
本次活动集中税务、市场监管、农业
农村、司法、金融等部门力量，开展20
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杨梅产
业增值服务”专题培训辅导，将开票、
地理标志授权等服务送到杨梅山、杨
梅市场，实现就近办、便捷办。

围绕“采摘销售、要素配套、企业开办”等产业链环节

仙居：“一站式”服务“梅”好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