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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聆听）10月 13日
上午，“军垦名城 塔河明珠”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军垦文
化展在我市举行。第一师阿拉尔市领
导丁翊强、陈玉锋、鲁飞，市领导吴海
平、林先华等参加启动仪式。

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书记、政委
丁翊强在致辞中说，阿拉尔自古就是
多元文化的汇聚地，也是三五九旅精
神的传承地。本次展览以时间线为轴，
用图片、文字和音视频等形式，展示师
市71年来光辉成就，引领大家沉浸式

领略军垦文化魅力、亲切感受新时代
师市的崭新面貌和发展潜力，更是表
达对台州对口支援的深深感激之情。
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两地人
文交流合作，深入挖掘军垦文化的历
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提高文化引
领力、渗透力、向心力、内生力、创造
力，发挥先进文化示范区作用。

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副书记、副
政委，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党委副书
记、副指挥长陈玉锋介绍军垦文化入
浙巡展活动时表示，军垦文化是新疆

兵团几代军垦人 70余年屯垦戍边稳
疆兴疆实践的结晶，是文化润疆的重
要内容和载体。当前正值兵团成立
70周年之际，我们积极推进三五九旅
一师军垦文化入浙巡展活动，以军垦
文化为“小切口”，呈现浙阿合作“新
视窗”，充分发挥军垦文化资源优势
和援疆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开创援疆
工作新局面。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先华在
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是在新疆生产兵
团成立70周年之际，台阿共同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深化两
地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衷心希望两
地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携手合作、互
推互介，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旅游产品
和优惠政策，共同推动两地“自然之
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飞入更多

“寻常百姓家”。
当天，还举行了“新疆兵团在哪

儿 首站一师阿拉尔”文旅推介会，阿
拉尔市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进行了文
化旅游资源和招商项目推介。

“军垦名城 塔河明珠”

一师阿拉尔市军垦文化展在台举行

台传媒记者崔旭川 龙 楠
台传媒通讯员张馨苑

日前，“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榜单发
布，浙江省 224地入选，临海市杜桥镇以全国第 139
位、浙江第23位、台州第1位入选。

截至 2023年度，全国建制镇数量 21421个。千强
镇评选以综合实力指数下设经济发展、创新活力、发展
潜力、生态宜居、生活富裕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
标。如此详实、系统的评选条件下，千强榜单名列前茅、
台州第一缘何“花落”杜桥？

金秋十月，记者走进这里，探寻作为“全国发展改
革试点镇”“首批省级中心镇”“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
镇”的杜桥，围绕产业发展创新提速、社会治理巧思善
为、城乡融合共富提质走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强经济 产业开花“节节高”
产业兴盛是发展最浓重的底色。
走进杜桥南工业城，杜桥眼镜创业园机器轰鸣。南

面，是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聚集华海药业、万
盛股份、永太科技等一大批知名药企。东面，正规划建
设东部机械产业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杜桥围绕“眼镜、医药、机械”三大支柱产业，立足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以特色化学原料药、医药
制剂为主导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打造“中国绿色药都”；
深入开展“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一年来，完成
零地技改项目27个，整治提升低效工业用地223亩。

杜桥开辟氢能产业发展赛道，向新能源、新材料等
方向突破；融入吉利汽车零部件供应链体系，推动汽摩
配、农林机械等传统产业向新能源汽车、现代农机等领
域拓展，形成新能源车零部件供应链配套制造集群；结
合时尚眼镜文化，挖掘工业旅游资源。

同时，加快推进“一城多园”高能级平台建设，持续
优化科创产业平台布局；实现南工业城综合服务中心
实体化运行，小微眼镜创业园获评省四星级园区。

今年1月至8月，杜桥实现工业产值262.3亿元，其
中规上工业产值 200.51亿元，限上零售、住宿、餐饮等
指标增速均超20%。

这期间，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产业助力，更塑造了杜
桥的发展韧性。

杜桥镇党委政府持续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大解题”“万名干部助万企”活动，“一对一”助企服
务，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发展；积极承接民营经济 31条

等政策礼包，出台“一企一档”、政府质量奖等助企政策，2.8亿元降本减负资金
直达企业。

一年来，杜桥镇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国家、省级科技型、创新型中小
企业89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家，台州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省级
研发中心1家，PCT专利6项；金融存贷款余额稳定增长，新增小微企业1168家。

以“三支队伍”建设为抓手，一年来，杜桥镇申报国家、省级引才计划人才3人，
申报台州市“500精英”计划8人、入选4人、落地3人。前不久举办的全国首届眼镜产
业人才创业创新大赛上，最终进入决赛的6个项目中，有4个由博士团队主导。

该镇还构建产教训融合、政企社协同、育选用贯通的产业工人技能培育体
系；以“工匠学堂”为支点，链接天津职业大学眼视光工程学院、东部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等22家高校资源，全方位培养行业人才。

巧治理 蹚出善治“新路径”
今年2月26日，项先生将一面写着“邻家阿杜 便民从速”的锦旗送到杜桥

派出所，致谢杜桥派出所帮他母亲改回了原姓。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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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应梦诗

“您好，欢迎来到健跳港海鲜码
头！需要帮忙挑选海鲜吗？”10月12日，
在三门县健跳港海鲜码头，海风轻拂，
伴着“红马甲”的热情主动，沉睡中的
码头被唤醒，一派热闹的景象。

原来，为了应对禁渔期结束后海
鲜大量上市、游客增多所带来的去哪
买、怎么挑等难题，健跳镇专门成立
了“鲜小二”党员帮购志愿服务队，吸
纳“海鲜专家”40余名，每逢假日、周
末，在码头为游客提供海鲜帮选服

务。“队员中，一类是各村从事海鲜经
营的党员志愿者和入党积极分子，他
们长期和海鲜打交道，深谙挑选的门
道。而针对‘红色琴江’先锋队入党积
极分子、‘跳跳鱼’宣讲团成员等人
员，我们则请了老渔民专门来指导。”
健跳镇党委委员付鹏飞介绍。

“我第一次来，这么多海鲜，都不
知道怎么挑。”游客梅奕特意从上海
赶来体验三门小海鲜，但面对满地的
海鲜，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鲜小二”队员、健跳镇后洋村预
备党员叶文军陪着她在现场精心挑

选，熟练地拿起一只青蟹，轻轻敲了
敲蟹壳，又仔细检查了蟹腿，“您看，
这只青蟹壳硬、腿粗，蟹爪有力，肯定
是只肥美的。”在叶文军的讲解下，梅
奕很快就挑选了一篮新鲜海鲜。叶文
军还凭借多年酒店厨师的经验，主动
提供海鲜烹饪的建议和食谱。

“本着‘给建议不拿主意、帮挑
货不带货、帮砍价不定价’的原则，
我们会第一时间了解当天海鲜大致
价格，并及时告知游客，让他们可以
货比三家，买到物美价廉的鱼获。”叶
文军说。 （下转第二版）

去哪买？怎么挑？

三门：“鲜小二”帮忙挑海鲜

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10月12日，台州市2024年“世界
标准日”宣传活动暨大陈岛红色旅游
服务标准体系发布仪式在大陈岛举
行。活动现场不仅揭晓了台州市“两
新”标准提升行动典型案例，还正式发
布了大陈岛红色旅游服务标准体系。

今年 10月 14日是第 55个“世界
标准日”。大陈岛发展红色旅游条件
得天独厚。2022年 12月，大陈岛红色
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正式获批，
成为 2022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
试点项目之一。

历时一年多的打磨与完善，大陈

岛红色旅游服务迎来了哪些蜕变？随
着此次标准体系的发布，大陈岛如何
在持续擦亮红色旅游“金名片”中愈
加熠熠生辉？

精心统筹，凝聚合力
甲午岩、乌沙头、浪通门等自然

风光雄奇壮观，垦荒、军事、两岸乡情
等文化传承交相辉映……“这些红色
旅游资源，是我们的独特禀赋，更是
助推海岛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椒江区大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蒋瑛
说，当前海岛旅游快速发展，红色旅
游服务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发布，恰逢
其时。

据悉，在台州大陈岛开发建设管
委会的重视和领导下，成立了以大
陈镇、椒江区委组织部、椒江区委宣
传部、椒江区文广旅体局、浙江大陈
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为
成员的国家级大陈岛红色旅游服务
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并
印发《大陈岛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
试点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时
间节点、职责分工。

“我们牵头组织第三方机构，实地
调研大陈岛两岸乡情主题馆、垦荒纪
念碑、青少年研学基地、甲午岩景区
（思归亭、文创店）等标志性景点，梳理
收集大陈岛红色旅游的重点景点、现

场照片、讲解说明等相关素材，深入提
炼一江山岛战役、大陈岛垦荒精神、两
岸乡情交流和领导关怀4个红色主题
元素。”大陈镇副镇长陶宇说。

此外，在《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服
务规范》LB/T 055行业标准指导下，
还参考了井冈山、狼牙山、朱德故里
等红色旅游景点的成熟经验，为大陈
岛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精准发力，服务跃升
不管是景点解说、交通服务，抑或

展陈游览、购物体验……处处可见惊
喜，这是这段时间到大陈岛游玩或调
研的客人们的直观感受。（下转第二版）

红色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发布

大陈岛：在有标可依中再启新程

聚力“三条路径”奋进“三高三新”

本报讯（记者方晨晔）“‘丰’可以
抽象为草物与产物，丰饶、繁茂含义，
在永丰镇村标设计中，可将繁盛的理
念融入其中。”10月13日，乡村畅想伙
伴计划“梦想创造营”开放日活动暨
中期路演会在临海市永丰镇举行。本
次活动属全省首届“乡约浙里”创意大
赛的定制赛环节，共收集到全省10余
所高校和企业人才团队提交的51件
项目作品，其中22件入围评选环节。

“这些作品都是专项为永丰江溪
村和凤凰桥村而设计，涉及乡村风貌
塑形、文化铸魂、产业培育等多方面。”
浙江省“乡约浙里”创意大赛执行秘书
长谢阔表示，从今年暑假开始，来自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
大学等多所高校的青年人才先后来永
丰蹲点走访、调研、创作、设计，书写最
前沿的乡村建设实践样本。

永丰镇地处临海市西北面，同时
位于台州府城、神仙居、天台山三大

5A级景区几何中心。近年来，当地以
“三江交汇、青山怀抱、万亩良田、富美
永丰”为主题，先后打响了三江湿地公
园、茶辽古道、三江稻梦等文旅品牌。

为实现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推
动帮农客、新农人等高素质人才队伍
入村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今年6月，永
丰镇围绕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
对外推出一批有资源、有基础、有前景
的村庄，启动乡村畅想伙伴计划——

“梦想创造营”乡创人才招募活动，招
募一批热爱生活、灵魂有趣、执行力
强的企业家、创业者、设计团队等筑
梦搭子，共建民富村强的理想乡村，
在永丰好风景里布局乡村振兴好经
济、搭建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新场景，
探索一条新农人、新青年入乡发展助
力乡村的有效路径。

接下来，入围作品将由专家组进
行评估与论证，符合项目落地要求的
将有序实施。

新农人新青年筑梦美丽乡村

永丰:喜收22件
“乡村畅想书”

台传媒记者罗靓城文/摄
【青春故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传统技
艺——茶百戏，这是一种在茶汤上作
画的艺术，起源于唐朝，盛行于宋
朝。”10月 13日下午，在椒江的一寸
茶室，王小倩正手把手指导茶艺爱好
者们制作宋式点茶，并在茶汤中创作
图案。

王小倩，一寸茶室的主理人，她
的茶缘始于一次邂逅。那时，她像许

多年轻人一样，对奶茶情有独钟。然
而，2015年，一杯 2007年份的老白茶
彻底颠覆了她对茶的旧有认知。

“那第一口白茶的滋味至今难
忘，它与我想象中的茶味截然不同。”
她被茶的甘醇与厚重深深吸引，自此
对茶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医学系护理
专业的她，曾任市立医院新生儿科的
护师，也做过社区专职工作者。兜兜转
转，还是选择投身于茶的世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茶，王小倩
毅然踏上了求学之路。（下转第六版）

喝到了一杯老白茶，这次巧遇开启了与茶的不解之缘

王小倩王小倩：：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茶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茶

③③ ·宜居之地

台传媒通讯员颜如雪

10月11日，黄岩区新前街道西范村
的老年公寓内，早早有人忙活开来——
村干部们摆起桌椅餐具，大厨们则在户
外支起数口大锅，架起蒸笼，忙着备菜。

每年重阳节，都是西范村的“大日
子”。这一天，老年公寓会为村里满70

周岁的老人办理入住，村里还会在老
年公寓宴请所有老人一起过重阳节。

“村干部特别关心我们，每年都
会举办重阳节活动。老年人一起吃
饭、一起聊天，很热闹，也很开心。”在
饭桌上，施大爷说。

近年来，西范村深入贯彻落实新
时代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坚持把党

建作为村庄发展的最大底牌，聚焦提
升惠民实效，积极整合资源优势，倾心
倾力织就“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民生保
障网，为“一老一小”托起稳稳的幸福。

聚焦“老有所养”，托起
幸福“夕阳红”

走进西范村老年公寓，3幢五层公

寓相互连接形成“凹”形，公寓大楼环抱
公园，老人们或闲庭散步，或池畔观鱼。

为解决村里的老龄化问题，让老
年人也享受到村庄经济发展带来的
红利，晚年生活质量得到保障，西范
村集体投资 1880万元打造占地 4800
平方米的老年公寓，并每年固定投入
200多万元作为老年公寓的运行保障
经费。

公寓内设施一应俱全，每间房间面
积约40平方米，配有两张床、独立卫生
间、阳台，以及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等
家用电器，还设有残疾车专用通道、电
梯、紧急呼救铃等设施。（下转第八版）

黄岩西范村——

聚焦“一老一小”托起“朝夕幸福”

王小倩正在泡茶王小倩正在泡茶。。

10月13日，在华能玉环清港滩涂渔
光互补光伏电站，1800亩滩涂潮间带
上，24.2万块光伏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
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清洁能源。近
年来，玉环大力推进沿海、海岛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等，优化能源结构，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 台传媒通讯员吴达夫摄

光伏“上滩”
绿色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