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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沈海珠
台传媒通讯员孙红红

食用油家家户户炒菜必备，但开
封后的油跟空气接触，时间久了容易
变质。甚至有些开封后还没用几次，
就已经长白毛了。

现在这些顾虑和烦恼都被黄岩
一家企业解决了，它就是台州市祥珑
食品容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祥珑科技”）。

祥珑科技成立于2014年，目前有
员工 100多人。2016年，公司通过了
国家高新技术及浙江省科技型企业
认定，是中国神舟航天系列食品容器
的独家供应商，也是该系列的唯一一
家定点研发单位，目前是国内最大的
阻隔性食品包装容器企业，市场占有

率超七成。
一直以来，防腐剂零添加和长久

保鲜是矛盾的，祥珑科技研发的真空
包装瓶如何实现“保鲜”？

“我们通过技术实现物理保鲜，
可以摒弃一切人工化学添加防腐，让
消费者品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这
就是既不用任何添加剂，又能保鲜的
奥秘。”祥珑科技董事长陈华卿拿起
一件已经剪开了的样品，只见薄薄的
容器是由5层结构堆叠制成，“最外层
保证强度，中间几层隔绝水蒸气、紫
外线和氧气等，最里层选用纯度最高
的食品级材料。”

采用高阻隔性的材料来包装食
品、用品，不用防腐剂就达到“保鲜”
的功效，但这仅局限于密封状态。如
何保证开封后的食品和调料在使用

过程中完全隔离氧气进入到瓶中，避
免食品氧化？

“我们通过不断地研发、测试，研
发了现在的二代产品，利用瓶口和瓶
底的特殊装置，保证只让空气进去，
而瓶中瓶的设计能让食品和调料在
使用过程中完全隔离氧气，最终利用
气压差，实现产品在密封状态下的正
常使用，保证容器内的产品在保质期
内，用到最后一滴都是新鲜的。”陈华
卿说，除了食品包装，该产品还适用
于多个领域，包括清洁用品、保养品
以及医疗溶剂等。

记者了解到，与普通玻璃瓶相
比，真空包装瓶采用高阻隔材料环
保、安全，造价也相对较高，单个成本
在 2.5元左右，而一个普通玻璃瓶的
成本仅为 1元，产品是否就失去了价

格竞争优势？
对此，陈华卿很有信心，他们的

市场竞争策略是培养消费者差异化
的消费习惯，从而倒逼生产厂家对食
品包装进行升级。“我们认为问题的
核心不是成本问题，而是消费者认知
的问题。不常开伙的家庭，用过的橄
榄油、酱油，容易变质，许多人索性换
一瓶。将这笔多余消费放在一款开瓶
后仍能持续保鲜的产品上，我相信市
场前景还是十分光明的。”

目前，祥珑科技通过与电商平台
签约、与品牌方统一批量合作，从而
指定包装形制，快速打开市场。如今，
李锦记、金龙鱼、海天等国内外知名
品牌已经用上了祥珑科技自主研发
的真空包装瓶，并已在全国各大超市
上架出售。

掘金零添加“保鲜”蓝海 做极致鲜美“守护者”

祥珑科技：小瓶子蕴含大商机

大拼经济勇争先·冲刺四季度 夺取全年胜

本报讯（记者彭 洁）10月 13日
上午，在天台县泳溪乡北山村的鎏金
梯田，一场简约又充满趣味的农民丰
收运动会举行。以梯田为主场，以农
民为主角——2024年庆祝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暨泳溪乡丰收运动会，吸
引泳溪乡 200多名农民朋友欢聚在
此，共庆丰收。

运动会以开镰割稻、田间拔河、
池塘抓鱼、米中取栗、干剥玉米、分拣
豆子等日常农活为比赛项目，现场氛
围热烈。

上午9点半，由老农民、新农人、
种粮大户、老党员、村干部、新泳溪人
等组成的 14名开镰代表，在稻田中
割下稻穗，鎏金梯田正式开镰。

比赛一开始，选手们手拿镰刀，
弓着身子，你追我赶。随后，紧张激烈
的拔河决赛也拉开了帷幕，赛场上助
威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整片
稻田都沸腾了起来。

欢乐的亲子趣味比赛同时进行，
不少家长和孩子通过提前报名参加
比赛。“今天特意带孩子们过来，拣豆

子，剥玉米，不仅能接触大自然，感受
丰收的快乐，还能学到很多农业知
识。”游客庞女士表示。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这是最新
上市的泳溪香米，好山好水滋养出的
高品质好米，大家放心选购。”稻田的
另一端，浙江华顶国际旅行社总经理
陈丽娟带领电商直播团队正在进行
户外直播。短短一个小时，直播团队
成功销售泳溪香米超1000斤，番薯、
芋头、生姜等土货成交数突破300单。

“今年，泳溪乡香米种植面积
3800 多亩，香米总产量预计增产
6%，黄精等特色产业也将迎来丰
收。”泳溪乡副乡长陈辰介绍，近年
来，在有力保障各农作物种植规模、
农业特色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之外，泳
溪乡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步伐，
做大“一粒米”共富文章，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产业能量。

据统计，今年国庆节假期，泳溪
北山鎏金梯田共接待游客2万人次；
总体实现旅游消费 20万元，带动周
边消费80万元。

泳溪：丰收运动会
赛出新“丰”景

本报讯（记者林雅婷）一块草坪
上，来客围成一圈，桌子上摆放着的
是当地“村咖”；不远处的天幕下，青
年主理人们正在“头脑风暴”……10
月 12日，仙居县田市镇下街村举行

“在野集”首批主理人团队入驻仪式
暨青年社群分享会。

活动现场，15家商铺正式签约
入驻“云田古街·在野集”，其中不仅
有三金糖水、独品·咸淡序、汗流浃背
等本地品牌，还有 Prince’s 融合餐
厅、森荣村茶空间、云田甜柿青年旅
社等主理人品牌。4位仙居本地自媒
体人也被田市镇授予“田市·在野集”
推介官称号，共同挖掘田市人文资
源，讲好乡村故事。

分享会上，6位发言的青年出生
于 1985年至 1995年间，他们“种草”
田市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因绿水青
山对乡村“一见钟情”，有的则是被这
里的人文底蕴、广阔空间所吸引。“相
对于市中心的商业体来说，‘在野集’
留给我们影视拍摄的空间会更加富

裕。同时，田市也是一个不用搭建的
年代剧摄影棚，我们和另外3家影视
公司一起在这里成立了影视联盟，准
备在这里大展身手。”大悦影业的总
经理朱剑说。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田市镇还
在活动中发布了“在野集”青年共生
计划和共创机会清单，详细介绍了该
镇目前正待开发的闲置资源，邀请更
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建设人文乡村。

打开社交平台，田市的旅游打卡
美照比比皆是。近年来，田市镇在云
田古街的基础上，融合新旧建筑，打
造了“在野集”文化 IP，通过构建人
才共享空间，引进年轻人喜欢的业
态，打造乡村艺术展、花房餐厅、打
卡墙等热点场景，“云田古街·在野
集”成为了特色鲜明的流量打卡地。
同时，该镇还利用名家工作室、文化
特派员、装裱修复工坊等自带流量优
势，吸引了一大批热爱乡村、造梦乡
野的青年人才在此入驻，撬动乡村文
化振兴。

人才入乡打造人文乡村

“在野集”首批主理人
团队入驻田市

本报讯（通讯员刘斌辉 记者曹
思思）10月11日清晨，在四川炉霍县
农牧区寄宿制第三完全小学，朗朗读
书声从一间间崭新的教室里传出，来
自当地农牧区和边远乡镇的学生在
这里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学习生活。

这是玉环为炉霍援建的新学校，
正式投用已一个多月，为高原的孩子
们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

走进三完小的教学区，过去只能
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如今感受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教室
配备了可调节桌椅、空调，更有多媒
体教学设备，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

学习平台，让他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
知识。

“很高兴能在这里上学，学校的
设施很先进，老师教得也很好，我能
学到更多知识。”上了一个多月的课，
学生拥忠德加已适应了这里的学习
节奏。

同样高兴的还有老师。来到玉环
援建的新校区教书，他们纷纷表示要
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为
学生的未来铺就一条坚实的道路。

“我们要更加细心地研究教材，更加
耐心地研究学情，进而制定出高效且
长效的教学策略。”教师刘玉梅说。

大课间活动开始了，学生们在
老师的引导下，跟随大屏幕里专业
的运动员整齐划一地做起了广播体
操，随后奔向运动场尽情玩耍。占地
6680平方米的校内运动场包含 1个
足球场、6个篮球场、6个羽毛球场、
20个乒乓球场，为学生提供了充足
的运动空间。

除了学习和体育上的提升，学生
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就餐方面，新食堂配备了先进
的厨房设备和保温设施，让学生每
天都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食堂
还注重营养搭配，为学生提供丰富

多样的菜品和饮品，满足大家的口
味和营养需求。

住宿方面，三完小 216间学生宿
舍宽敞明亮，每个房间都设有独立的
卫生间和洗漱区，满足学生基本生活
需求。学校还安排了专门的宿舍管理
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和安全
教育。

据了解，自2021年玉环市与炉霍
县结对开展对口支援以来，两地将教
育协作作为对口支援的重要内容之
一。为改善炉霍县基础教育“村空乡
弱城挤”的现状，让更多孩子享受到
公平优质的教育，玉环市投入援建资
金8230万元，推动炉霍县农牧区寄宿
制第三完全小学建设。“三完小的建
成是玉环市与炉霍县教育协作的结
晶，它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
更激发了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该
校校长李毅表示。

师生体验全面升级

玉环：援建四川寄宿制学校投用“满月”

对口支援在行动

乡村振兴进行时

公益跑开跑公益跑开跑
10月13日，2024快乐跑鞋24小时公益跑鸣笛开跑，由24棒近400位爱心

跑友用 24小时不间断接力的方式，为爱奔跑，传递能量。活动由环游体育和
椒江区路跑协会共同发起，所得公益基金将用于山区学校爱心跑鞋、跑道修
建、体育器材等款项。 台传媒记者李昌正摄

本报讯（记者刘蒸蒸）“Ready go
（准备出发）！”10月 13日上午，在青
山绿水环抱的临海龙门景区，水上竞
技节目《龙门大冲关》再次点燃“速度
与激情”。台州学院学生廖佳豪一路

“闯关夺隘”，以 58秒的成绩夺得当
天上午的第一名。

《龙门大冲关》由台州市新闻传
媒中心主办、台州口腔医院总冠名，
在望潮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播出。全
新设计的闯关道具和高难度挑战环
节，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和网络达
人参与。自8月25日在临海龙门景区
正式开拍以来，已有600多名选手报
名参加。活动采用网络直播形式，在
望潮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和魅力
台州抖音号等多个平台进行直播，短
视频单条浏览量最高达到50万。

在活动现场，山水清幽的自然环
境，与充满动感的冲关挑战形成了鲜
明对比。参赛者需要在限定时间内，

依次闯过连环大转盘、凌空飞渡、勇
攀高峰等关卡，考验其攀爬、跳跃、平
衡、耐力等体能及技巧。

冲关挑战不仅考验身体素质，更
是对自身潜能的激发。来自临海的小
姑娘李伊诺今年 13岁，个性内向胆
小，却成为国庆节当天第一个报名的
女选手，爸爸李超直呼“意外”。虽然
在出发前一再犹豫，李伊诺最终还是
战胜了自己，并成功连闯五关。

活动现场，李超一直带着二宝一
起为大女儿加油：“因为胆小，女儿连
牙齿矫正都一拖再拖。没想到这次能
勇敢迈出第一步，真是替她高兴！”

据了解，《龙门大冲关》节目还多
次组织专场活动，包括教师节专场、
反诈专场、台州府城海外传播官专场
等。9月 29日举行的海外传播官专
场，邀请了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台州学院留学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
传播。

市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的水上竞技节目——

《龙门大冲关》引火爆人气

稻香欢乐跑稻香欢乐跑
10月 13日，2024温岭市第二届稻香欢乐跑在温岭城南镇开跑，吸引了

650多名职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参赛。本次赛道串联温岭城南田园牧歌、桐岭
水库、大雷溪等特色景区，让跑者在运动中体验乡村自然风光。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 台传媒通讯员金云国摄

本报讯（记者金子莘）10月12日上
午9点，在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门
诊室门口，前来问诊的患者排起了长
队。“之前都是到杭州挂专家号，有时
还挂不上。这次他们过来，很方便。”一
大早陪父亲来就诊的林先生说，“专家
还是台州人，沟通起来更顺畅。”

当天，“老家我来了”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
院”）返乡义诊党建公益行走进临海
市一医，来自浙大二院甲状腺外科、
口腔外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儿
科、眼科等13个学科的14位专家，现
场为近500名群众提供了诊疗服务。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义诊活动，
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提供专业、便捷、
优质的健康帮助。”浙大二院甲状腺
外科主任医师王平是本次义诊活动
的发起人，也是临海人，“参加此次义

诊的专家大多数是台州籍，活动发起
后，大家都积极报名。老家，是我们的
根与魂，能以医学所长服务家乡的父
老乡亲，对于每位医者来说都是一件
特别有意义的事。”

义诊过程中，专家们耐心地与每
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交流，并
对大家的身体状况作出专业诊断，提
出诊疗意见，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更
多在外工作的游子有机会回到家乡，
看看家乡的变化，感受家乡的温暖，
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临
海杭州商会、临海杭州人才联谊会会
长施加民表示。

据了解，目前，临海市一医已与
浙大二院 23个科室开展紧密合作，
是浙大二院质量管理联盟和内分泌
代谢病专科联盟成员。

浙大二院义诊走进临海市一医

名医组团返乡送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王缘怡）“这个会
商会真的好，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
烦心事。”10月 10日，天台县石梁镇
桐天村老人王发达感叹道。老人口中
的烦心事，指的是村里一段 2公里左
右的村道因道路拓宽工程施工被损
坏，影响了出行。

在最近一次召开的村社干部工
作定期会商会中，桐天村村民代表、
党员干部、村“两委”等围绕这一问题

展开讨论，并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踏
勘核实。

随后，石梁镇城建办、农办等多个
部门联合到该路段实地勘查，在与村

“两委”协调沟通后，项目迅速立项、动
工，最短时间内完成该道路修复。

为破解村社治理难题，进一步推
动镇村多元化治理，石梁镇积极推行

“村社干部工作定期会商”机制，引导
各村召开会商会。采用“半月一会”的

形式，由各村党支部召集党员干部、
村民代表、村“两委”等围坐一堂，围
绕本村大事、难事、新事与村民面对
面议问题、提建议、解难题，通过民主
协商、群策群力、多方联动，丰富拓展

“大家商量着办”的生动实践，着力解
决好群众“小、急、难”问题。

“过去，村民们缺乏一个发表自
己的诉求和建议的平台，现在，小到

‘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大到村内重

大设施改造，种种事情都可以轻松反
馈，参与问题的讨论与决策。村民真
正参与到‘家门口’息息相关的事务
中。”这是龙皇堂村党支部书记许国
明组织的第三次会议。在他的笔记本
里通过“村社干部工作定期会商”已
完成处置的问题就有5件。

接下来，石梁镇将在一事一议原
则下，通过“收集、核实、讨论、办理、回
访”五步走，确保问题的闭环管控，进
一步提升村社干部工作会商成效，为
更好地服务群众、推动地方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真正让议事协商的“小平
台”，凝聚成乡村治理“大合力”。

石梁：村社议事平台 深化多元治理
市域治理现代化

（上接第一版）
来自绍兴的游客张健，趁着周

六特地过来买海鲜。在“鲜小二”的
陪同下，他一家一家地挑选着海鲜，

质量有保障，也不怕买贵了。“志愿
者很热心，不仅会帮我们挑选海
鲜，还陪我们一家家选。”张健说，

“听说每个周末他们都在这里，下

次我还会来。”
“鲜小二”服务的推出，不仅有效

解决了游客挑选海鲜的难题，更推
动了三门海鲜产业的发展。“我们组

织党员志愿者成为‘鲜小二’，旨在
通过他们的专业服务，提升游客的
购物体验。未来，我们会继续深化

‘鲜小二’服务，扩大队伍、优化服
务。同时，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宣传，
让更多的人了解三门海鲜，喜欢三
门海鲜。”付鹏飞表示。

三门：“鲜小二”帮忙挑海鲜

（上接第一版）
自立项开展工作后，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六大元素，结合海
岛红色旅游服务实际，对大陈岛红
色旅游点位及服务业现状充分座谈
研讨，下足“绣花”功夫，反复修改更
新、合并精简标准项目，精心打磨细
节，经过一年的精进完善，最终梳理
出22项核心标准。

这 22项核心标准，事关游客的
体验感、获得感。比如，优化了岛内
游客服务中心，改造提升了导游全
景图、交通指示牌等标识系统；换新
岛内景交车，17辆新能源旅游中巴
车实现瞬时运力达 456人次，近期又

采购了10辆14座敞篷观光车。
此外，餐饮服务方面，对甲午岩

度假村酒店的部分用餐区域进行调
整优化，对酒店服务人员进行专业
培训，食材选择上也更加注重大陈
特色；购物服务方面，推出了兼具教
育意义和收藏价值的垦荒文化元素
纪念品。

“景区服务标准内容涵盖安全
应急管理、景区设施建设、旅游线路
规划设计、餐饮服务、讲解服务、交
通服务等，我们力求设施服务健全
有序、配套服务完备齐全、游览服务
整合优化。”浙江大陈岛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

凌说。

精细落实，再启新程
当天，与会人员还现场检验了

青少年研学基地、甲午岩景区文创
销售点等地的标准执行情况。

“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最终目的，
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台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陈
理元说，大陈岛红色旅游服务标准
化试点工作，不仅让大家见证了标
准化实践在“两个大陈”建设中发挥
的积极作用，也真切感悟到这个标
准化发展进程，正是践行弘扬大陈
岛垦荒精神的生动体现。

台州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纪
工委书记李平认为，“开展红色旅游
标准化试点，是提升大陈岛红色旅
游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以标
准作规范、以标准促提升、以标准树
形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效率。”

红色旅游服务标准体系的发
布，既是大陈岛红色旅游服务事业
发展的一项重要里程碑，也是实现
海岛旅游服务配套质量跃升的有益
探索。

“我们将以本次发布仪式为新
起点，做好标准体系的宣贯培训、执
行落地，全力打造旅游形象鲜明、接
待服务优质、综合效益显著的‘中国
红色旅游第一岛’，为创建国家级滨
海旅游度假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打牢坚实基础。”蒋瑛说。

大陈岛：在有标可依中再启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