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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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甲辰年五月十四

星期三 2024年6月 19
今日8版 总第14092期

中共台州市委机关报

今日导读

台州机场开通
首条全货机航线

3版>>>>

“大姐”义警队
小镇新风景

5版>>>>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6月18日上
午，全市领导干部论坛（第 129期）举
行。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黎健应邀出
席，作《全球气候变暖与“双碳”战略和
灾害风险管理》专题讲座。市领导沈铭
权、吴海平、叶海燕等出席论坛。

黎健曾任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
负责处理全国气象重大业务技术问
题及气象战略研究、规划、现代化建
设、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等领域的技
术管理工作。讲座中，他以翔实的数
据、生动的案例剖析气候变暖的事实

及影响，就如何减缓气候变暖、适应
气候变化进行详细阐释。黎健指出，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暴雨、高温、干
旱、台风等极端性天气在我国及全球
范围内频发强发，对生态安全、粮食
安全、能源供应、人类健康、经济发展
等产生重大影响。面对这一全球治理
难题，我国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双碳”工作，展
现了大国担当，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
了中国方案。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任
何时候都不能高枕无忧。”黎健表示，
要将灾害风险管理链条前移，加强灾
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强化以
气象预警为先导的法治化、规范化联
动机制，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浙江是气象灾害频发区、气候
资源丰富区和气候变化影响敏感区，
既要进一步健全防灾减灾机制，也要
强化气候资源开发意识，充分发挥气
象生产要素作用，促进高质量发展。

气象关乎千家万户，气象关乎发

展和安全。与会同志纷纷表示，此次
论坛针对性、专业性和启发性强，进
一步加深了对气候变化、“双碳”战略
和灾害风险管理的认识和了解。今
后，要更加重视、支持气象工作，学习
气象知识，主动运用气象规律，提高
突发气象应对能力。当前，我市正处
于防台防汛的关键期，要牢固树立

“防灾就是维稳，减灾就是增效”理
念，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和科研能
力建设，以更精准的气象服务保障台
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市领导干部论坛（第129期）举行

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强降雨持
续来袭，6月17日16时至18日15时，
全市平均雨量29.2毫米，单站最大雨
量 82.2毫米。面对此轮强降雨，全市
各地闻“汛”而动，冒“雨”而行，多措
并举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截至6月18

日，我市累计转移危险区群众 19人，
目前全市汛情总体平稳。

隐患排查方面，全市累计排查
各类风险隐患点位 5922处，发现并
整改各类隐患 200 条。其中小流域
山洪和地质灾害方面累计出动人员

268 人，巡查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414 处。抽查水库 118 座、山塘 136
座，检查水利工程 685处次。加强城
市排水设施检修，相关部门出动巡
查人员 530 人次，排查易涝风险点
180处，处置隐患点位 12处。排查城

镇危旧房 746幢、巡查农村危房 788
户（次），未发现腾空防控危房人员
回流。

持续强降雨，部分河流、水库出
现超警。其中全市大中型水库超汛限
水位 3 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75
座。目前，朱溪、里林、盂溪3座大中型
水库开始泄洪，超汛限小型水库均已
打开放水设施，降低水位。截至 6月
18日 15时，全市水库山塘河网累计
排水 2亿立方米，主要水位站均在警
戒水位以下。 （下转第八版）

目前全市汛情总体平稳

我市积极防范应对强降雨

台传媒记者朱小兵

梅雨季的连续降雨，让天台县柱
峰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占形有
点“闹心”，他家的茶园有个别土墙坍
塌了。“得雨季过后再去修缮一下。”
叶占形介绍，他的茶园面积215亩，其
中 150亩种植天台黄茶，年销售额七
八十万元。

近年来，天台县把推动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促进百姓增收、助推共
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做大规
模、提升品质、拓宽销路，先后获评中
国茶文化之乡、中国茶叶百强县。

目前，天台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10.29万亩，加工销售企业 210余家、
专业合作社 130余家，年产值 4.7亿
元，推动50余个村集体收入年均增加
超20万元，带动3万多名农户年均增
收4000余元。

构建支撑体系，做大产业规模
“我们的茶园面积有 1200亩，全

部种植天台黄茶，每年成品茶在 2万
斤左右，主打高端市场，最高价卖到
8000元一斤。”浙江紫凝黄茶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泳介绍，去年公司的茶叶
还入围了浙江省特色伴手礼名单。

“天台县委县政府很重视茶叶发展，
我们茶叶种植时会有每亩 2000元的
黄茶种苗补助，茶叶加工设备的添置
更新能享受50%的政府补贴……”

在天台，当地出台了茶产业现代
化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每年拿出 600
万元资金，对现代茶园建设、茶企培
育、品牌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发
挥农业产业化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
用，近3年来累计投入2400万元，带动
社会投资1.2亿元，助推产业做大做强。

此外，天台开展了阳光茶企业建
设，通过在茶园、生产车间等关键控制
点安装视频和物联感知设备，阳光工

厂建设覆盖率达100%，实现了茶叶生
产过程在线监管。此外，依托“浙食链”
系统，消费者可通过扫码查询产品信
息，实现茶叶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全
链条可追溯。目前，天台县茶叶生产企
业“浙食链”激活应用率达100%。

“我们加强与中茶所、中茶院、浙大、
农林大等科研院校合作，不定期邀请专
家进行技术指导。”天台县特产技术推
广站站长金鑫介绍，目前，天台已建成
中国茶叶学会服务站1个、省级科技示
范基地和专家工作室5家。并构建了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队伍，其
中省市技术能手12人。（下转第二版）

——天台做强做优茶叶产业

讲好一片树叶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钟露雅）6月 18日
上午，全市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技
能（起重吊装作业）大比武活动在甬
台温改扩建台州南段举行，来自全市
重点项目的9支参赛队、45位特种作
业人员参与。每支参赛队伍由领队 1
名、起重工 1人、吊装指挥 1人、辅助
工 2人共 5人组成，需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起重任务。

平面吊装、上下吊装、协同吊装……
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
选手们操作着 25T汽车吊对自制混
凝土块进行各项作业。大家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展现了高超的操作技巧和
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评委围绕防护、操作、指挥、收整等
方面内容进行综合打分，并点评各队伍
操作情况。经过激烈比拼，玉环西沙门
大桥工程项目队以97分拔得头筹。

“本次比赛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
我的舞台，提升了我们的专业技能，
也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意识。能与各单
位吊装高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我
感到十分荣幸！”甬台温改扩建台州
南段TJ05标项目经理钱来平说。

6月是“安全生产月”。本次活动
将技能比武与安全生产有效结合，旨
在持续推进交通建设工程平安百年
品质工程建设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提高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
安全生产技能，引导培育一批安全工
匠、示范班组。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朱永芳表示，今后我市将常态化开展
比武竞赛活动，动员优秀技能人才参
赛，激发产业工人的学习热情，促进
技能经验的交流，持续提升从业人员
安全意识和能力素质。

我市开展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

工地搭“擂台”
工人来“比武”

五大提升 和美乡村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南方多地持
续出现强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
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北方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

速，南涝北旱特征明显。
习近平要求，要全力应对灾情，

千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习近平强调，随着我国全面进入
主汛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
线思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
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
强灾害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备足
装备物资，完善工作预案，有力有效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求全力应对灾情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
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项目名片：震环机床集团（Z-
MaT）是一家专业机床研发制造商，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数控机床领
先品牌，由香港锦威龙集团控股。公司
拥有20多个系列的产品和超过100个
不同型号的数控机床的产品线，被公
认为世界上少有拥有广泛中小型数控
机床专业制造商之一。其产品远销全
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德

国、意大利、美国等装备制造强国的销
量占到15%。其国内客户有东风汽车、
中国中车、富士康等头部企业。

台传媒记者周丽丽

初夏时节，台州阴雨连连，但丝
毫不影响玉环市数字经济产业园（南
湾智谷）一期项目的建设。

“在南湾智谷，我们公司投资约3
亿元，投产后年产 5000台智能数控
机床。”震环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金翼说。

在中国不计其数的产品生产与
加工环节中，震环机床集团始终扮演
着重要角色。

“之所以选择玉环，因为玉环机床
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关配套产业

非常成熟。”金翼认为，经过40多年的
发展，台州机床装备产业链不断完善，
建立了“主机为龙头，功能零部件和工
装夹具、刀量具相配套”的完整产业
链。在全国来说，很难找到一个像台州
这样适合发展机床装备产业的地方。

除了良好的产业基础，玉环市委市
政府对于机床产业的重视，也是震环机
床选择玉环的一大理由。（下转第八版）

专注数控机床制造 填补相关领域空白

年产5000台智能数控机床项目相中玉环

营商环境向一流·我们落子台州

大拼经济勇争先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随着无人机镜头，俯瞰健跳港如今面貌，码头繁
忙、货轮穿梭，是逐梦深蓝的未来新港。

今年4月，《台州港健跳港区规划修订方案》（以下
简称“《规划》”）正式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一座集现
代物流、大宗贸易、临港工业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
现代化港区正跃然纸上。

查阅古文书籍，探寻古琴江千年历史，资源丰富、
农丰渔旺，是底蕴深厚的海国山城。

曾经的三门健跳港是宋高宗的隐身之处，是戚继
光的抗倭基地，是意大利欲求不可得的贸易口岸，更是
被孙中山载入《建国方略》的“东方之实业要港”，历来
都是备受关注的良港宝地。

如今，作为台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划入中国
“黄金海岸线”中段，成为全省“大湾区”和台州北部湾
区的重要枢纽，健跳港背负起越来越多的期许。

“向海图强”的梦想，正在三门健跳这个小城镇一
步步变为现实——

深孚众望，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
健跳港早在南北朝就有记载，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

地、屯兵之所，取名健跳含有“将健兵勇，活跃蹦跳”之意。
健跳港究竟为何备受看好？
健跳港地处海口、扼水陆交通咽喉，港长17公里，

宽300米—1000米，深9米—47米，是浙江省四大深水
港口之一。水系既深又宽，且不淤不积，可承载重吨位、

大体型的船只来往，吞吐量惊人。
健跳港区位优势明显，北通上海港、宁波港，南接头门港、温州港，航行路

线四通八达，贸易、运输十分便利。
健跳港土地资源丰富。港区两岸可用来建码头的岸线长达 10公里，港外

岛屿星罗棋布，为港区扩张提供空间；港区背后幅地辽阔，有着丰富的土地资
源为大型的工业、农业等项目提供条件。

健跳港还是天然的避风港，万吨级船舶可自由进出于此，平稳且安全。
“大海的凶险难以捉摸，而健跳港总是风平浪静。所以一到台风天，就会有

附近大量的船只到健跳港来躲避风浪。”码头工人告诉记者。
众多资源优势傍身，健跳港区急需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随着《规划》获

批，健跳港区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基建扎实，海陆“双修”的贸易枢纽
去年是健跳港区能级跃升的一年——
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洋市涂成功招标首例百亿级国化新材

料项目；六敖北塘引进江苏巨鑫、华业科工、市海投等3个10亿元以上项目……
为了“消化”如此多大体量的项目，健跳在港口和交通的布局和建设上谋

划已久。
近年来，健跳港区不断增加码头点位，建设大型物流集散基地，目前共有

1000吨级以上码头16座、经营性泊位10个，开发航线63.6公里。（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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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健跳港，又称琴江，是浙江省四大深
水港口之一，也是台州港“一港六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向外联通国际，往内辐射全国，是兼顾海洋
和陆地交通的核心枢纽。近年来，三门健跳镇建
港造路，推动贸易往来，“招大引强”，壮大产业，
蓄势待发。随着《台州港健跳港区规划修订方案》
获省政府批复，等待已久的重要发展风口终于到
来，在“港、电、渔、地”四大优势的加持下，健跳这
个临港小镇正欲大展宏图，振翅腾飞！今起，台传
媒推出“看健跳镇如何开启‘现代海洋强镇’建
设”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6月 18日凌晨 3点，仙居县南峰
街道赵岙村周边山上，梅农戴着头灯
穿梭在杨梅林中采摘杨梅。时下，仙居
杨梅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国内外客
商前来预订。梅农们争分夺秒，从凌晨
起采摘、装箱，再通过冷链运输，确保
新鲜杨梅及时送达。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摄

杨梅满山红
摘出“鲜”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