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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不大，清凉“驿”夏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台州探路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8月 29日
上午，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主席、党
组书记叶海燕主持会议并讲话，党

组副书记周凌翔，党组成员林虹、刘
小兵、颜士平，不是党组成员的副主
席褚义军、曹羽、陈金华、沈洁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

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之际，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
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把学习贯
彻省委全会精神与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锚定新
定位、勇担新使命，争当高质量发展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先行者，全面推动
各项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要不断增强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自觉，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
的道路奋勇前行，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勇立潮头。要不断增强坚定不移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思想自觉，以政协
高质量履职更好助推各项改革措施
落地。 （下转第二版）

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台传媒通讯员金珍娇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暑假临近尾声，但路桥区螺洋街道
“五老”党建服务团没闲着。8月25日下
午，“五老”党建服务团成员两人或三人
一组沿着河边巡查，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自 2018年“五老”党建服务团成
立以来，200余名老干部、老代表、老
战士、老模范、老教师发挥余热，并组
成乡村振兴宣讲团、老娘舅民生调解
团、爱心帮教团、河道巡查团等多个团
队，每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为

螺洋各项事业添砖加瓦。

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老余，我家的事让你操心了，实

在太感谢。”日前，家住螺洋街道芦阳
社区的张阿姨对老余再三感谢。老余
名叫余纪春，是该街道退休干部，也是

“五老”党建服务团带头人。在他的笔
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类调解情况。
最上面一页，记录着上星期刚解决的
一场经济纠纷。

前段时间，张阿姨的儿子小任未
经她同意将十万元钱借给朋友，且没

有写借据，家人要求对方归还却遭拒。
了解情况后，余纪春邀请三人到芦阳
社区“老余调解室”，他不偏不倚讲明
白双方所要承担的责任，最后小任和
朋友签下了还款协议。

“每个月要调解两三起纠纷，多的
时候五六七起。”退休十余年，余纪春
活跃在一线，荣获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先进个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进个人等称号。

“老余调解室”的好口碑越传越
广，除了芦阳社区，水滨村和藕池居也
为他开辟了调解室。（下转第八版）

老干部、老代表、老战士、老模范、老教师彰显银龄担当

螺洋：“五老”党员赋能基层治理

本报讯（记者张妮婷）8月 29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沈铭权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台州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
整改方案》，听取关于浙大一院台州
医院项目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台州市
见义勇为人员行政奖励记功事项。

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加强和改进全市生态环境工作
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把坚决
完成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
扎实推进全面整改、科学整改、彻底
整改；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把握时间节点和阶段性
目标，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确保整
改取得实效；要凝聚整改合力，强化

市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有
力有序推动整改工作，努力实现标
本兼治、整体提升，持续推动美丽台
州建设。

会议指出，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对优化我市医疗资源配置、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推动浙大一院台州医
院早日建成、早日运营，充分发挥浙
大一院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重点特色

学科，带动我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水
平不断提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见义勇为
精神，发挥见义勇为人物及其先进事
迹的示范引领作用，汇聚激发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强大正能量。同时，要
健全保障机制，形成全社会崇尚、支
持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沈铭权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台传媒记者项瑶莹

“现在是一家家去拿货，再回来打包发物流。如果旗袍
城开业的话，我可以一站式操作，效率就会提高。”尹钰莹是
临海涌泉人，2022年底，她结束在苏州旗袍城守店的生活，
回乡当起了电商主播，依托涌泉这个全国旗袍源头市场，在
网上卖起了旗袍。

眼下，“家门口”的旗袍城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尹
钰莹开始谋划未来版图，“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旗袍城
能够在运营上提供相应的资源。”

与尹钰莹一样，众多涌泉旗袍商人，也对旗袍城充满
了期待。台州府城创 5A之后，临海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如何巧借文旅流量，打响临海旗袍名号，助推家乡的
旗袍站上国潮“风口”，成了众望所归。

一拍即合
在涌泉镇灵泉街和 83省道的交界处，崭新时尚的楼

群在小镇里备受关注，这里就是未来的临海旗袍城，包含
1幢5层商业楼、1幢5层商铺楼和1幢9层综合楼。

“我们的建筑立面模拟旗袍襟形线条的弧线，与旗袍城的
建筑主题形成很好的对话。”涌泉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没想到当初低小散、脏乱差的消防重点区域，如今
摇身一变，要发展 50亿元的专业市场。”涌泉镇原粮站负
责人徐国栋感叹。

2004年，粮站改制后，粮站的仓库和加工厂对外出
租，以解决职工工资问题。随着房龄增加以及公用设施的
老化，该区域却成了消防重灾区。

徐国栋回忆，粮站这块地，平房加上2层楼房，预估50
余间，承租方都是一些纸箱厂、印刷厂、塑料加工厂等易
燃品生产企业。

“如何改变低小散的产业状况，涌泉镇党委、政府进
行了广泛调研。”徐国栋说。

彼时，涌泉的旗袍产业发展势头正酣，尤其是2015年
以后，旗袍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无论是技术积累、人才
优势，还是电商物流，涌泉都具备发展专业市场的资质，
市场建设各主体信心大幅度提振，一个高能级的专业市
场呼之欲出。

于是，2021年，涌泉镇收储 28亩粮站地块，谋划旗袍
城，明确“打造50亿元专业市场”的建设目标。

2022年 4月，该地块成功出让，临海市城发集团下属
子公司竞得该地块，旗袍城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一路磨合
目前，旗袍城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室外工程正有序推

进，预计今年10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协会让我们规划100间商铺。”临海市城发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工程一科副科长罗玮告诉记者。
今年 5月，在涌泉镇的推动下，临海市旗袍协会正式

成立。协会会长冯言君是第一个到苏州销售旗袍的涌泉
商人，随后他带动大批涌泉人在苏州创业，让苏州的一个
礼品商城华丽变身旗袍城。

而今，这一批涌泉商人正蓄力返乡，助推家乡旗袍产
业良性发展，他们对旗袍城的建设也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最初旗袍城规划的商铺数量没法满足我们回归商家的需求。”冯言君说。
为此，包括冯言君在内的协会成员多次与临海城发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

为了回应涌泉商人的需求，临海市城发集团内部也数次探讨，不断进行旗
袍城布局优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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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拼经济勇争先

8月 29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仙
居学校的老师在校园布置儿童画展。

开学在即，各地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迎接新学期。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迎开学

本报讯（通讯员梁伟伟 叶 琳
记者张笑川雨）连日来，温岭市城北
街道山马村低效工业用地改造（一
期）区块内，7台打桩机高高耸立，伴
随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一根根钻杆
被缓缓压入地下。8月27日，年产600
万双童鞋智能制造园区建设项目在
这里开工建设。

该项目用地面积约 19亩，总投
资1.1亿元，涉及3幢6层框架结构的
标准厂房，建筑面积共计38855平方
米，工期450天，计划2025年11月竣
工。项目建成后，将在园区组建机能
鞋研发中心，并建成5条制鞋成型流
水线及现代化的配套加工车间，投产
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5亿元。

今年，温岭市吹响了低效工业
用地改造提升的号角，城北街道按
照“因地制宜、能改则改、不能改则
并、不能并则拆”的思路，推动实施
低效工业用地提升改造三年行动

计划。
“我们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一

支能征善战的改造专班队伍。通过
‘一班子一团队一项目一周商’，创
新项目预招引、国资平台牵头、城中
村与工改结合、企业自主改造‘四种
模式’，扎实推进‘改、拆、建’，力争对
辖区内一批重点低效工业用地进行
焕新，解决占用空间大、亩产效益
低、安全隐患多等短板，让城北工业
发展焕发新的生机。”城北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

其中，山马村低效工业用地改造
项目（一期）采用了项目预招引模式，
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年产 600万双童
鞋智能制造园区建设项目，对低效工
业用地进行个性化改造，进一步化解
资金来源、项目方案设计以及改造后
企业入驻等难题。预计今年年底，该
项目能够完成地下建筑部分，基本完
成主体结构部分。

温岭城北——

年产600万双童鞋
智能制造园区开建

台传媒记者张 怡

8月 28日，在双马塑业有限公司
注塑车间，数十台智能化注塑机正
在高速运转。点开与生产设备相连
的电子看板，生产进度、产品信息、
质检记录等内容一目了然。

近年来，双马塑业积极拥抱数字
化改革浪潮，自主研发MES系统，并
先后三次进行迭代更新，实现全生命
周期质量管理，生产效率提升50%以
上。从制造到“智造”，去年，该公司产
值突破 3亿元，逐步成长为全球功能
型厨房塑料家居用品的引领者。

改革，流淌于台州人血脉中的
“基因”。1994年，台州撤地设市。由
“地”变“市”，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
更是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方
位变革。诞生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
业、开创中国民营企业制造轿车先
河、建成投运全国首条民营控股的杭
台高铁……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台州以“弄潮
儿向涛头立”的开拓精神和奋进实
践，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

2024年，“三十而立”的台州立足
发展新起点，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
略”指引的方向，聚力“三条路径”、奋

进“三高三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

民营经济活力迸发
制造业，台州立市之本。
在 202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泉

州）论坛上，2024年中国百强产业集
群榜单发布，台州的精密制造产业集
群、新能源产业集群、新医药健康产业
集群入选，入选数量并列全省第一。

60余年，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专注研发、生产热交换器，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
传统燃油汽车行业遭遇冲击。早在
2018年，银轮股份就以前瞻眼光、敏
锐嗅觉，布局新能源热管理产品市
场，吹响“二次创业”号角。凭借在热
交换系统技术上累积的深厚优势，银
轮股份逐步形成“1+4+N”的新能源热
管理产品矩阵，拿到了比亚迪、吉利、
蔚来、小鹏、理想等车企的配套订单。

2023年，银轮股份营业收入迈入
百亿元大关，实现历史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银轮股份还发挥
“头雁”“链主”作用，牵头打造高端铸
造、表面处理、精密加工等产业链关
键环节的中心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 100余家企业共同发展，推动机电
产业成为天台县首个百亿产业。

目前，台州已形成百亿级县域
产业集群 2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70
个，拥有制造业企业 8.4万家、规上
企业 5700多家、上市公司 73家。

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离不开台
州在建设一流营商环境道路上久久
为功。台州牢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
煌”的政治嘱托，连续 4年“新春第一
会”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十大标
志性工程，推进 19项营商环境专项
行动，深化“政企面对面”恳谈制度、

“企呼我应”1187涉企问题高效闭环
解决机制等，在一次次实践中形成了

“金融畅血脉”“企业争上市”“政府当
小二”等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辨识度的
标识，旗帜鲜明扛起“民营经济看台
州”的大旗。

当前，台州正沿着海岸线，从北
到南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建
康、未来汽车、精密制造等五大产业
城，通过打造一流临港产业带对产业
体系进行“脱胎换骨式”重塑，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

对外开放步履铿锵
8月22日，“台州港大麦屿港区—

日本关东”直航航线正式开通后发出
首趟航班——“新明州 66”满载一整
船太阳能组件、铝合金轮毂等台州制
造产品，出发前往日本名古屋港。至
此，台州港大麦屿港区国际国内航线
拓展至18条。

依海而生、向海图强，开放浪潮
涌动东海之滨。

2022年4月10日，5622吨新西兰
猕猴桃运抵大麦屿港，台州实现进境
水果业务零的突破；

2022年 12月 31日，4978吨智利
车厘子运抵大麦屿港，这是该港区首
次保障大规模南美水果入境；

2024年 7月 8日，近 5万只、货值
3400万元的帝王蟹采取“产地直达”
方式运抵大麦屿港，台州完成首笔进
境帝王蟹业务；

……
作为台州唯一进境水果指定监

管场所、唯一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监管
指定场所，大麦屿港区在口岸开放提
升的新机遇下，不断迎来“高光时
刻”，朝着“百万集装箱枢纽港、百亿
级生鲜物流产业港”目标蹄疾步稳。
这也是台州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生动写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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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晨晔 李 扬）秋
季新学期即将开启，我市有44所高颜
值的新校园建成投用。记者了解到，
多地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启用一
批新校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眼下，全市各幼儿园、中小学正做
足“功课”，确保平稳有序开学。

8月 27日上午，在位于椒江区海

门街道智马小镇西侧的椒江区文昌
第一学校，不少教师和工作人员来到
校园，安装教学器材，检查校园卫生，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文昌第一学
校于2021年底开工建设，项目总用地
面积约 42亩，总建筑面积达 2.8万平
方米，各类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齐全。
学校设计规模 36个班，可提供 2160

个优质学位。今年 9月将迎来第一批
新生。“前期，我们进行了业务培训及
教室布置等，还准备发放有学校特色
的‘录取通知书’，希望给学生满满的
仪式感。”椒江区文昌第一学校副校
长陈伟君说。

在位于路桥区螺洋街道的路桥
区第四中学，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

学校专门添置了 250把“可躺式课桌
椅”，供 5个班级先行使用。同学们只
要翻转桌面、拉出腿托、调节椅背，就
可以“躺平”午睡。“教室里还添置了
新的智慧黑板，最大的亮点是取消了
讲台，将学习的活动中心还给学生。”
该校总务处主任谢志文介绍。该校扩
建工程总投资 1.4亿元，总建筑面积
24800多平方米。建成后将形成 36个
班的办学规模，可容纳学生 1800人。

“新校园设置了七彩台阶、创客教室、
水心大讲堂等，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不
一样的教育环境。”路桥区第四中学
校长彭精华表示。

做足“功课”迎新

新学期台州44所新校园将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