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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菊花”做成乡村
振兴“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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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拼经济勇争先·冲刺四季度 夺取全年胜

台传媒记者张妮婷

10月25日至10月27日，仙居下汤
遗址发现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国——长
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
究”工作会议在仙居举行。

来自全国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 120余位考古学家、历
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上山文化遗
址联盟成员、地方文史专家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
业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
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发现于 1984年，
为距今近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
遗址。作为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
下汤遗址的发掘究竟还有哪些意义，
填补了哪些历史空白？这场工作会议
或许能解开部分谜题。

填补历史空白
在下汤遗址现场，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科技考古室副主
任仲召兵，为与会专家们进行讲解，
一个个土台，一个个器物坑，还有不
少半掩埋在土里的陶器、石器。壕沟、
土台、房址、墓葬等遗迹现象，初步呈
现在眼前的万年下汤原始聚落图景，
让众多专家连声惊叹。

“这里的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
2.5米，包括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
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大阶段，如
此跨度的文化序列在浙江具有唯一
性，在已发掘的上山文化遗址中聚落
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
最为丰富。”仲召兵介绍。

“出土的文物、陶器等，都可以佐
证这是所有上山文化中意识形态最丰

富、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处遗址。”原浙
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对下汤
遗址出土的陶器看了又看，他认为，

“下汤罐呈现的红色，是我们国家年
代最早、最纯正、最艳丽的中国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秦岭对下汤遗址的意义作了强调，她
说：“随着下汤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历
史空白。原来我们对上山文化区域的
了解主要集中在金衢盆地的中心部
位，现在下汤遗址呈现了这么大规模
的一个聚落，其村庄要素非常齐全，
不管在内容上还是空间分布上，都是
对上山文化的很大补充。”

“下汤遗址最大的发现，就是初
步揭露了一个早期农业社会的状态。
新石器时代中国北边是旱作农业，南
边是稻作农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下汤遗址是以稻作农业为基

础的。我们谈到稻作农业的起源，这
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起源，下汤遗址是
一个重要的节点。”北京大学一级教
授赵辉表示。

带来全新谜题
下汤遗址的发现，在填补历史空

白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谜题。
“今天看到下汤遗址，我感到非常

震撼，这些年来，下汤遗址考古工作有
了这么多令人惊喜的发现，也留下了
许多目前还无法破解的密码。”浙江省
文物保护利用协会会长杨建武说。

下汤遗址的器物坑是专家学者
们讨论的热点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蒋乐平是上山文化的发现者与命名者，
这次他来到下汤遗址，与众多专家一同
探讨下汤遗址的奥秘。（下转第二版）

百名专家齐聚 共论万年文化

下汤遗址的发现，带来了什么？

新闻观察

台传媒记者项瑶莹

饵料自动投喂，手机控制排污，
大棚智能控温……如今，在数字化工
厂里，养虾也整上了科技狠活。

10月24日，记者走进浙江欧迅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这个占地340亩，总
投资8000万元的南美白对虾数字化
养殖基地，二期项目正在冲刺赶工中。

“只要天气晴好，我们就赶工期，
争取在12月份完成，按计划12月中旬
就把苗放下去。”公司副经理蒋进说。

据了解，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最适
温度为23℃-30℃，入冬后，传统土塘
不适宜对虾养殖，欧迅的数字化工厂
这时候就要“大展拳脚”。现场可以看
到，每个养殖塘形似温室大棚，棚顶
配备卷帘“棉被”，可以根据天气状况
对大棚进行智能控温，让虾塘时刻处
于最佳养殖温度。

“春节前后上市，虾价会涨一
涨。”蒋进介绍，采用先进的数字化
（DAF）室内养虾技术，不仅可以实现
“错峰养殖”，还可以将南美白对虾的
亩均养殖密度提高 15至 20倍，而且
分级养殖的方式，提高了养殖效率，
工厂年养可达 3至 5茬，亩均出虾量
是传统养殖模式的 60倍。今年 2月
份，工厂一期项目投产，19口养殖塘
产出对虾 17万斤，产值 300万元。年
底二期项目完工后，77口养殖塘对
虾产量预计能达到 75 万斤，产值
1500万元。

眼下，养殖塘水泥浇筑部分均已
完工，大棚也已经建造完成，剩下的
就是数字化装备的搭建，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传感器等技
术，将会一一在这个工厂落地实现，
从而让养虾完成从“土塘粗养”到“温
室精养”的迭代升级。（下转第二版）

年养可达3至5茬，亩均出虾量是传统
养殖模式的60倍

三门有座对虾数字化工厂

人物名片：徐静，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展陈外
联部负责人，省首批文化特派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
诗歌学会会员，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之一，作品发表
在《诗刊》《星星》《江南》等重点文学刊物。

台传媒记者钟露雅

10月 15日，临海大田刘村文化礼堂内，一阵又一
阵朗诵声传来，这是徐静“大田诗班”40多名孩子送来

“十月的礼物”诗教课活动，也是她跟孩子们的又一次
团聚。课堂上，诗歌创作与重阳敬老、新中国成立75周
年、美丽乡村等多主题相结合，阅读、朗诵与策展的有
机交叉，孩子们游历在文字的田野中，更增添了文化大
田的秋意和韵味。

“明天，我们还要去临海广文小学，将咱们大田人
文乡村振兴学院文化服务的手臂延伸过去，在那儿面
向外来务工子女及少数民族子女600多人开展越剧观
摩、共画祖国、电影下乡、诗歌留念、暖冬物资捐赠等活
动……”徐静兴奋地说。

今年5月，作为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徐静踏上了前
往大田刘村的旅程。这片乡村田野自此迎来了新的文
化春天。她紧贴村情民意，创新项目思路，链接名家资
源，为当地开辟了乡村文化教育与传承新阵地，为乡村
文化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问需于民，精准了解村庄文化脉络
大田刘村始建于宋朝，自古以来便有着“崇文厚

德，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22条家风祖训世代相传，大
田板龙、骨牌锣鼓、山歌《杜鹃鸟》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享誉中外，使得村庄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建设的重要参观点。

近年来，村庄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千万工
程”等重大建设的推动下，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强
村”，全村拥有 62家企业，年产值高达 18亿多元，村集
体经济达 3000多万元。然而，“大田刘村民口袋富，精
神更需共富。”徐静说，“如何帮助他们更新文化发展理
念成为我思考的关键。”

为了找到答案，她与村民同吃同住，向街道、村干
部、外来人员等了解大田刘村的发展历史、文化基础和

文化诉求，跟参与村庄文化建设情况的街道、村党员干部等进行深入交谈。
“村民希望借助我的力量，走出大田刘，走向更大的舞台。”徐静表示，“在我看

来，我们之间不仅仅是单向的帮助，更是一种‘双向奔赴’和‘互相成就’的过程。”
文化工作要“出新”，更要“走心”。5月 15日至今，徐静共走访 60多户村

民、14家企业、7家作坊，完成16篇共6.7万多字调研手记。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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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化特派员

当“明珠”邂逅“明珠” 3版>>>>七日谈

台传媒记者王媛媛

今年，作为金砖国家扩员后的第
一年，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团结
合作平台。在这一背景下，“台州制造”
机电产品凭借其卓越品质和竞争力，
深度融入金砖国家市场，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记者10月24日从台州海
关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台州制造”机
电产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232.58亿元，同比增长 3.32%。这一成
绩不仅彰显了台州机电制造业的强大
实力，也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进一步

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具体出口产品中，农业机械、缝

制机械及其零件、电子元件以及汽车
零配件等表现出色。其中，农业机械
出 口 额 为 9.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02%；缝制机械及其零件出口额为
17.33亿元，同比增长 14.11%；电子元
件 出 口 额 为 4.59 亿 元 ，同 比增长
23.53%；汽车零配件出口额为16.05亿
元，同比增长2.66%。

在金砖国家市场中，巴西和埃及
成为台州机电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
地。特别是巴西市场，对台州机电产品
的需求持续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台州

机电产品对巴西的出口额为 38.89亿
元，同比增长高达32.61%。埃及市场也
表现不俗，出口额为8.04亿元，同比增
长12.45%。

值得注意的是，光伏产品在金砖
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以浙江公元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具
备年产 2GW的光伏组件理论产能和
3000万盏多种型号太阳能灯具产能。

“为满足不断增加的订单，目前公司 4
条自动化组件生产线和15条太阳能灯
具生产线全开，今年太阳能光伏板出
口至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订单同比
增长了62%。” （下转第二版）

“台州制造”机电产品畅行金砖国家

台传媒记者朱小兵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绿时。

眼下，在黄岩区永宁产投集团蜜
橘基地，200多亩“由良”蜜橘已陆续
进入采摘期。作为今年的省级乡村

“土特产”精品培育试点项目之一，黄
岩围绕构建“三产深度融合、柑橘技
术攻关、品牌营销宣传”三大体系，讲
好“黄岩蜜橘故事”，推动蜜橘生产、
加工、销售与旅游、健康、文化、信息、
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田畴起欢歌，强农促振兴。今年
以来，我市坚持“主导产业+特色产
业”综合发展,实施土特产“十链百亿”
行动,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

全、绿色底色足、安全可控制、联农带
农紧的现代乡村土特产产业体系。在
近期全省乡村“土特产”发展调度会
暨高山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
上，台州还作了典型发言。

“双强”引领，加速以“土”生“金”
今年，由我市农科院选育的西蓝

花“台绿 5号”再次入选国家主导品
种，也是唯一的西蓝花国家主导品种。

西蓝花产业是台州农业的一张
“金名片”，然而作为西蓝花生产核
“芯”的种业长期被国外种业公司垄
断。市农科院何道根团队历经二十
余年育成了台绿系列西蓝花新品种，
有效解决了西蓝花种植业的“卡脖
子”问题。“入选国家主导品种，有利

于种业降低成本，提高农户收益。”何
道根说。

近年来，我市建立了“一个链条、
一个链长、一套班子、一套政策、一个
团队”的“1+X”培育机制，完成跨县域

“土特产”全产业链图谱编制，分级分
层打造西瓜、杨梅、柑橘“3”条总产值
约 237亿元的市级全产业链、“10”条
总产值约 360亿元的县级全产业链。
今年，全市新增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各2个。

为加快推进全市土特产产业发
展，我市制定了《台州市乡村土特产

“十链百亿”行动方案》，市、县（市、区）
共出台“土特产”各类政策文件22个。

仙居杨梅是当地主导特色农产
品，今年被列入省级乡村“土特产”精

品培育试点。仙居杨梅全产业链通过
数字赋能实现年产值增加 5亿元，带
动农民户均增收 3.84万元。“我们重
点补齐加工物流短板，全面推进仙居
杨梅种植绿色化、加工现代化、营销
数字化发展。”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乡
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徐丹亭说。

我市还依托购置补贴政策推动农
机装备结构升级，全市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使用量连续 5年居全省前列，水
稻钵苗机栽面积、西蓝花工厂育苗率、
柑橘产后智能处理量居全省首位。

品牌引领，力求以“特”制“胜”
6月 22日，台州“土特产”暨共富

工坊产品进清华专场推介活动在清
华大学举行。 （下转第六版）

——我市大力发展“土特产”产业

田畴起欢歌 强农促振兴

台传媒记者曹思思

这两天，在位于玉环的浙江玉强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外，近10款自
主研发的“玉强机器人”被陆续搬上
货车，第一时间运往玉环会展中心的
相应展区，准备在第二十一届中国
（玉环）国际机床展上“集中亮相”。

浙江玉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制造汽摩配零件，近年来，“玉
强”决心迈入高新技术领域，成立浙
江云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专注研发
工业多关节机器人，由“制造”向“智
造”转型。经过五年研发、三年市场
探索，“玉强机器人”已逐步走上正
轨，工业机器人业务在“玉强”产业
中占比三分之一，三年间实现产值
翻三番。

小跑前进
竞逐工业机器人赛道
10月 16日，走进“玉强”的生产

车间，一侧是马力全开的各类机加工
设备和工人，正在赶制汽摩配件订
单，另一侧则是颇具“科技感”的场
景：工作台上，灵活的六轴机器人手
臂挥舞，输送链上无序摆放的零件被

逐一“抓取”，顺势放入相应位置。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3D视觉一

体机，就是为机器人手臂装上‘眼睛’，
让它可以自动识别不同种类、随意摆
放的加工件，真正实现了‘智取’。”浙
江云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孔
方说，自主研发的机器人会优先在公
司内部车间应用，用于生产汽摩配零
部件，经过不断试验成功后才上市。

“玉强”竞逐工业机器人赛道并
非偶然。早在2016年，面对招工难、用
工贵，传统制造业盈利空间被压缩等
行业趋势，“玉强”便痛下决心转型。
彼时，国内机器人产业环境远不如现
在繁华，国产机器人只有寥寥几家，
但前景无限。 （下转第六版）

年产值三年翻三番

玉强“智造”，发力工业机器人

五大提升 和美乡村

台州1号公路西沙门大桥施工正酣
10月27日，玉环市干江镇断岙海边台州1号公路西沙门大桥项目现场，工

人正在加紧施工建设。
台州1号公路是一条联动推进临港产业发展、滨海旅游提质、沿线城镇开

发的沿海公路。台州1号公路玉环段途经9个乡镇，主线长约75公里，将助力当
地打造长三角新兴海岛旅游目的地、浙东南重要滨海休闲度假城。

台传媒通讯员段俊利摄

天台：聚力“和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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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沈志强

昨天上午，《龙门大冲关》节目
组接到台州学院体育教育学院廖
佳豪同学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
他满是期待地询问节目组是否还
有闯关活动，他们学院还有不少同
学还想来参与挑战。当获悉闯关第
一季已经收官时，廖佳豪希望后会
有期。

青春飞扬的在校学生、游兴正浓
的四方来客、干劲冲天的企业员工……
10月20日，在临海龙门景区《龙门大
冲关》闯关活动现场，尽管天气微凉，
但现场热度不减。

当最后一场伟星股份喷漆分厂
全体人员闯关结束后，三位成绩优异
的选手向节目组提出要求，希望能再
次挑战自己，期待刷新纪录。最后，选
手任帅以 50秒创下全赛季最好成
绩，打破此前选手的53秒纪录。

“获奖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自我
挑战！”任帅说。

激情 在这里飞扬
自 8月 18日台州市新闻传媒中

心《龙门大冲关》开拍以来，共有600
余人参加这项挑战，除了台州市民，
还有来自温州、绍兴、丽水等地的运
动爱好者。

“我从小就很想参加这样的闯关
项目，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梁惜，一个
自称怕水的女孩，在网上看到节目信
息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尽管在第三
关就落水，但她依然兴奋地表示：“这
是一次全新体验，我也可以很勇敢。”

年轻选手李伊诺第一轮上场时，
紧张得双腿发软，半天迈不开步。在
父亲的鼓励下，她选择再次上场。“她
平时比较胆小，这次她主动报名，让
我们感到惊喜。”父亲李超说。

林巾琦，一位经常在国外出差的
宝妈，在9岁孩子的鼓励下参加了闯
关。“我想给孩子做个榜样，让他变得
更勇敢。”尽管中间遗憾落水，但她表
示，下次还要来参加。（下转第六版）

龙门大冲关，不一样的挑战

徐静带孩子们参观浙江文学馆徐静带孩子们参观浙江文学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