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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游客在仙居县神仙居
景区南天顶玻璃观景台上游玩。暑期
临近尾声，不少学生和家长抓住假期
尾巴游玩，景区游人如织。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暑期临近尾声
旅游热度不减

本报讯（记者曹思思）8月 25日
晚，央视全新音乐创作综艺《会唱歌
的院子》“玉环篇”画上圆满“句号”。
节目中，梁翘柏、郁可唯、李焯雄共同
在玉环创作的《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
喻》《下着雨的海》两首歌曲，通过央
视镜头唱响全网，他们用音乐串联起
玉环的人文风景、生活气息，让更多
人听见并认识这座“后浪之城”，感受
这座城市的浪漫。

为一座城，留下两首歌。央视“大
制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玉环故事？歌
曲作曲人——香港知名音乐人、歌
手、监制梁翘柏道出其中缘由。

创作前期，梁翘柏特地比其他嘉
宾提前一天来到玉环采风，初至玉
环，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给他注
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梁翘柏将采
风首站选在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
园，在这里惊喜邂逅了候鸟与留鸟的
故事。

“我们的湿地处于候鸟迁徙带

上，一年春秋两季迁徙，目前已有 10
多种候鸟留下来繁殖。这边的环境也
好，保护力度也大，让很多候鸟回去
之后带着‘亲戚朋友’再来，每天都有
候鸟和留鸟的故事在这里上演。”采
风中，跟随鸟类监测员陈严雪的脚
步，梁翘柏深入湿地，让他意外收获
了惊喜和感动。

采风后，回到民宿当晚，梁翘柏
心里便有了一个候鸟和留鸟相爱的
故事：候鸟就是一个经常去旅行的
人，在这里认识一个留鸟并且相爱
了，它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夏
天，慢慢地秋天来了，候鸟要跟着鸟
群离开。因习性不同无奈分离，留鸟
和候鸟都决定为彼此“逆行”，却意外
擦肩……

“对我来说，写歌创作需要有故
事。要在 3天内写出一首歌，对我来
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在湿地公园我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故事。”梁翘柏笑
着说。 （下转第二版）

央视以歌为媒推介玉环

为一座城留下两首歌

农历甲辰年七月廿二

记者手记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台州探路

本报讯（记者李 奔）8月 25日，
临海市首届传统建筑工匠职业技能
竞赛在汇溪镇古建文化广场举行。通
过前期层层筛选，当天有 11支队伍
67名选手参与竞技。

本届赛事设传统瓦工、木工和彩
画工三项比赛，均为单人实操竞赛，
参赛选手需根据赛事组委会指定的
图纸，用派发材料和自带工具在限定

时间内以全手工方式制作作品。
据了解，瓦工需砌筑一面马头

墙，木工需完成接柱、柱二边接枋材、
雨伞榫连接等工序，彩画工需在杉木
板上完成一幅彩画作品。

临海市广顺源古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本次派出四位选手，参与传
统瓦工、木工两项比赛，该公司参
赛队伍负责人郑宇翔表示，这次竞

赛适当增加了新知识、新工艺等方
面内容。

本届赛事还有在校学生报名参
与。朱紫贝是湖州学院绘画专业大三
学生，趁着暑假还未结束，她在老师
建议下来参赛。“这是我第一次参与
传统建筑工匠职业技能竞赛，感觉很
新颖且有挑战性，我一定会在实践中
好好锻炼自己。”朱紫贝说。

作品完成后，由古建筑专家组成
的裁判团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
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进行评分，并选出
每项比赛的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其
中，郑宝明、徐亦林、叶耀文分获传统
瓦工、木工、彩画工比赛一等奖。

汇溪镇是全国首个中国古建筑
工匠之乡，拥有古建行业工匠 3000
余人，年产值逾 10亿元。“我们希望
通过本次竞赛，进一步提升工匠队
伍职业技能水平，达到‘以赛荐才’

‘以赛聚才’的效果，同时以此为起
点，继续加大对古建技艺的保护和
传承力度，让汇溪古建在今后更加
出圈。”汇溪镇党委副书记李洋说。

临海首届传统建筑工匠职业技能竞赛在汇溪举办

以赛荐才 以赛聚才

台传媒记者王媛媛

“大家注意看这块绣片，小猫和
蝴蝶在牡丹花下玩耍嬉戏，取谐音

‘耄耋富贵’，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
景。”8月24日上午，椒江区前所街道

“圆山里·好伙瓣”共富工坊首期非遗
刺绣公益课堂在绣都文化园内开课。

“圆山里·好伙瓣”共富工坊自今
年 5月成立以来，依托圆山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阵地，配套打造展示空间、
培训学院、直播平台等共富共享场

所，链接周边政村企资源，通过党建
联建、供需对接、技能帮带等方式，吸
纳区域剩余劳动力、低收入农户增技
增收，实现“工坊设在家门口，挣钱顾
家两不误”。

技术赋能 拓宽增收渠道
“刺绣针法有很多，创作者可以

根据想表现的实物或者意境，自由选
择针法。”在当天的刺绣公益课上，台
州市绣都服饰有限公司法人卢钇宏
为大家讲授刺绣技法。

在很多人看来，刺绣是个门槛极
高的手艺活，往往还没尝试就打了退
堂鼓。“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刺绣，从动
手中找到自信，我运用不织布结合彩
铅手绘创作，再通过刺绣针法为作品
增色，从而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卢
钇宏说，现在公司有大批订单，无奈
绣娘短缺，“加紧培养一批优秀绣娘
迫在眉睫。”

前所街道相关负责人在调研中
了解到，辖区内低收入群众、老年人
和灵活就业人员有较强的“家门口就

业”需求。如果能将这部分人群培训
上岗，既能解企业“用工难”的燃眉之
急，也能让群众增收。

共富工坊负责人崔贞贞告诉记
者，他们在工坊内开设非遗刺绣公益
课堂，招募辖区在家妇女、低收入群
体等参加培训，培训优秀的课堂学员
能向“刺绣推介师”转变，到“青年夜
校”“文化特派”等项目上担任导师，
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下个月，刺绣课程将在椒江青年夜
校上线，课程时长6节课。（下转第二版）

前所：工坊设在家门口 挣钱顾家两不误
乡村振兴进行时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8月25日，健跳镇台州三门电网侧储能电站示范项
目正式进入全面系统调试阶段，预计年底并网投运。

台州港健跳港区开放之后，临港产业迎来发展新
机遇。围绕清洁能源、新型建材、临港物流、船舶修造
等支柱临港产业，健跳镇展开了建设“现代海洋强镇”
新谋划——立足“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招引”两个重
要着力点，以“临港大平台、临港大产业、临港大开放”
三条战术路径，奋力打造集现代物流、大宗贸易、临港
工业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新港城。

拓展临港平台 打造千亿级“硬核”基地
健跳镇是台州新能源城和三门现代化新港城建

设的主战场，依托其产业基础，临港产业城平台完成
构建。

随着台州港健跳港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顺利通过
国务院验收，《台州港健跳港区规划修订方案》获省人
民政府批复，港区能级不断跃升，健跳临港产业城平台
也不断拓展，朝着万亩千亿级项目基地进发。

招商引资是临港产业平台拓展的“头号工程”。今
年，平台项目招引在大基数上实现持续增长，新落地亿
元以上项目 3个，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9.9亿元（不含三
门核电），同比增长6.7%。

为了给优质项目预留土地资源，健跳盘活低效用
地千余亩，并对岙口塘、大沙湾园区进行形象提升，加
速下沙塘、三岔园区有机更新，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宝
贵空间。

优化存量的同时，健跳还积极扩充平台增量，积极
谋划七市塘 4000亩连片开发、岙口塘 600亩西扩等重
点工作，重点推进洋市涂、六敖北塘区块跃升蝶变，完
善水电气热等配套建设。

如今，临港产业城平台服务企业150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超30家。

做强临港产业 打造创新多元产业集群
健跳是台州新能源城的重要承载地，绿电发展势

头强劲。其中，光伏产业开发有序进行，中核三门
200MW滩涂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实现80%
并网发电；国化项目开工在即，华业科工、台州湾海工
等项目稳步推进……

健跳将新能源培育视作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之
一，以“电源”为品牌开展招商引资，不断谋求在新兴产
业领域带动本地临港产业发展。

港区开放后，健跳努力激发“浙江制造”高端船舶
与海工产业集群协同区优势，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船舶修造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此外，在核电区块，积极推动核电产业链向前后延
伸，建设新能源产业创新区；在洋市涂区块，布局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建设新材料产业创新区；在凤
凰山区块，对青蟹等水产品进行全产业链研究与推广，
建设特色农业创新区……健跳以创新赋能各产业，从
而实现临港产业多元化发展。

推进临港开放 打造“双循环”重要支点
近日，健跳港区，浙江皓友造船有限公司码头，一

辆国际货轮正在厂内维修。今年二季度，该口岸已累计
接纳国际货轮总吨位12万吨。

北部湾集团、健眺控股等 5000吨级码头建成投
用，海滨船舶 5000吨级舾装码头即将完工，恒投工贸
二期万吨级以上码头即将开工建设……健跳正加快海
洋开放通道建设，完善港区航道、锚地等配套，建设万
吨级码头群。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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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摘要：聚焦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近日，浙江省“十链百场万企”
系列活动之吉利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对接台州专场在玉环举办，会上提

出两个关键词：“龙头效应”和“新能
源零配件”，指向台州汽车产业正从
产业链和产品线上寻求转型。

“民营造车第一城”为何思变？
上半年，台州汽车制造产业总产

值445.42亿元，同比上升5.9%。大基
数上实现增长，看似形势良好，实则
困难重重——传统产业撑起了产值
的基本盘，产量大利润却日益缩减，
而其微弱的增长主要源自龙头企业
技改产品重返市场等偶然因素，并非
常规。事实上，台州汽车产业销售金
额已连续5年下降，渴望发生变革。

新形势下，台州汽车龙头企业
已率先开跑，在其牵引下，产业发展
势头迎来转机。与此同时，台州政府
也在积极推进产业落子布局、集链
成势，试图抓住新格局下的产业风

口，结合台州的优势、特色，重“新”
出发。

新市场，锚定新能源赛道
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延续良

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
车产销累计完成 492.9万辆和 49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1%和 32%，
市场占有率达到35.2%。

这个巨量“赛道”，台州该如何
把握？

要提高产业的含“绿”量，首先
要深耕细分赛道，敦促全产业链向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转型。

长鹰信质科技打造新能源汽车
电机定转子生产线，发电机定子销
量占全球 45%；浙江博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能源产品月销万件；浙

江环方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积极研发
电磁开关适配新能源的版本，全面
进军新能源市场……

各新能源细分赛道，台州汽车
制造业已有不少单项“隐形冠军”，
但产业整体“绿”化速度依然缓慢，
其原因在于大多小微企业对于“新
能源汽车”的未来趋势持怀疑态度，
不敢冒着风险舍弃传统业务。

为了进一步促进汽车产业“绿”
化，台州积极引进布局新能源整车
新项目以及“三电”、芯片、智能网
联、新能源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
项目——

去年，仙居比亚迪年产22GWh新
能源刀片电池项目正式投产，今年年
底第5条生产线将投入使用，全部投产
后产值达到200亿元；（下转第六版）

新格局下，“民营造车第一城”开启求变之路

台州汽车产业：重“新”出发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台州汽车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
主，接轨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
难免会有排异反应。眼下，既要承认
自己不足，放低姿态去学习、去补
足，更要重拾信心，看到自己的长
处，去利用、去延展。

台州有多年积累的产业基础。
台州有6000多家整车及汽配企业，
产品种类齐全、品质优异，而新能源
汽车有大量与燃油车通用的零配
件，市场广阔。随着台州企业逐渐看
重新能源市场，从研发、生产到销售
端逐渐将资源向新能源倾斜，其出
众的集群优势和制造基础有很大概

率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台州有一批优秀的龙头企业。

行业遇阻，银轮股份、双环传动、新
吉奥等领军企业率先行动，一方面
加大新能源研发投入，努力在空白
领域突破，带动行业转型；另一方面
整合产业链资源，引导中小企业与
龙头企业合力发展，利用“龙头效

应”让更多企业参与到转型中。
台州有着清晰且明确的未来规划。

近年来，台州积极引进布局新能源整车
新项目以及“三电”、芯片、智能网联、新
能源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项目，并围
绕其构建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
的“一核多点”的未来汽车城产业蓝图。

只有深刻洞察未来发展模式、
勇于直面风险和挑战，才能实现产
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模式的转变，重
塑产业辉煌。

要放低姿态 更要鼓足信心

台传媒记者唐丽芸

记者近日从天台县信访局了解
到，自今年 5月开展信访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以来，84个信访积案，成功化
解 68件，化解率超 80%。值得一提的
是，其中不乏跨越 5年、10年乃至 20
年的历史积案。它们的逐一解决，有
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从“架梯搭台”到“事心双解”
“房子建成，邻里和好。”近日，站

在新房前，何某长舒一口气。
何某家住街头镇步头村，与张某

是老邻居。多年和气的邻里关系因张
某建房而打破：一个想加高，获得宽敞
空间，一个觉得加高影响“风水”。于
是，两家人开始争执、打闹、上访……

“这案件矛盾点不大，难化解的
因在于‘面子’。双方各执一词，认为
谁退谁就是输。”经过一番了解，镇政
法办主任金凌霄坦言，“直来直去”工
作法行不通，“我们想调解，却次次吃

‘闭门羹’。”

找中间人“开门”！镇村工作人员
立即转变思路，联系了步头村有威望
的乡贤、村干部，一同上门。进了家
门，工作人员采用“背靠背”法。针对
纠纷双方，分头做工作，真实了解各
自诉求，讲解建房相关政策，寻找合
理解决方案。

那段时间里，镇村干部每天“高
调登门”，从早上坐到半夜，第二天继
续“磨”，双方有了面子，情绪价值上
也有所满足。最终，达成和解，签订了
息访协议。 （下转第七版）

巧解68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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