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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玉环市浩宇
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
33102110140429， 声
明作废。

金诚意（身份证号：
331004199610311222）
，任佳怡（身份证号：
331004200601081248）
，任恬冉（身份证号：
331004202312111227）
，余秀英（身份证号：
332622194902164723）
不慎遗失于 2024年 7
月 31 日开具的关于
台州市路桥区的房
票 ，房 票 编 号 ：
TY20240010201- 00，
房票号码：No003255，
房票有效期：2024 年
7 月 31 日 -2027 年 7
月 30 日，特此声明作
废。

遗失天台新际健
身有限公司卫生许
可证，证号：浙卫公
证 字 （2018） 第
331023-050 号，声明
作废。

李旭平口述 台传媒记者张笑川雨
台传媒通讯员郑燕睆整理

“没有骨架，花灯造型是怎么做
出来的？”“看，还有我们浙大的专属
花灯！”……前不久，浙江大学举办了

“国家级非遗仙居花灯进校园”系列
活动，看着师生们对仙居花灯这么感
兴趣，我很欣慰。

“仙居花灯又名仙居无骨花灯，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它最大的
特色是通体无一根骨架，灯面图案
由刀凿针刺成孔，素有‘中华第一
灯’之美誉。”面对大家的好奇，我以
山下村“新村民”的身份，为“娘家
人”当起了解说员，从仙居花灯的起
源到历史地位再到制作工艺，为学
生们一一解惑。

我叫李旭平，是浙江大学文学院
的教授，长期从事浙江方言和地方文
化研究工作。今年5月，我来到仙居县
皤滩乡山下村当文化特派员，希望能
充分发掘当地传统文化特色，让文化
遗产在传承和发展中迸发出新活力、
新光彩。多次调研后，仙居花灯引起
了我的注意。

以高校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在
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中具有关键作
用。非遗文化不仅能为高校的美育和
劳育课程直接提供优质素材，年轻人
的创新精神也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因此，我将仙居
花灯带进浙大校园，邀请非遗传承人
现场教学，还举办大学生花灯设计艺
术大赛等活动，充分激发学生们参与
传承创新的热情。

接下来，我们希望能推动仙居技
师学院与浙大的一些社团深度对接
融合，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仙居花灯，
参与仙居花灯的传承与创新。

我认为，仙居非遗花灯不是一种
博物馆式的静态存在，它是一个巨大
的产业，能够带动当地村民实现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共富。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我撰
写了上万字的《仙居非遗花灯活态
传承和产业发展报告》，从文化挖
掘、艺术美学提升和传播提升三个
方面对仙居的非遗花灯的活态传
承和产业化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

作为文化特派员，我们不但要送
文化，更要挖掘和激活村庄本身的文
化，激发村民的自豪感和文化认同。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希望自己能进一
步发挥文化特派员这个角色，做好非
遗文化传承创新中的运营实践，更好
地开展乡村美育教学，让山下村焕发
新的生机和活力。

李旭平：仙居花灯走进浙大校园
本报讯（记者葛佳宁 通讯员许

晖晖）11月 7日，2024东亚海大会暨
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东盟海洋生
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研讨会上，自然
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了
2024 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
例，台州市（玉环）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案例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继 2023
年台州湾国家级“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项目（临海白沙湾滨海湿地修复项
目）入选后交上的又一出色答卷。

据悉，该项目计划投资5.1亿元，
其中获得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项目
整治修复下青塘盐沼面积 4.4公顷，
修复乐清湾红树林面积 44.28公顷。
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和展开，整
体提升了我市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
岸线稳定性和自然灾害防护能力的
同时，也打造了我市旅游“金名片”。

生态“好颜值”赋能发展“好价
值”，玉环完成修复的鲜叠沙滩成为

台州滨海旅游带重要节点。2024年
元宵节，鲜叠沙滩举办元宵灯会，三
天吸引游客约 3.5万人次，并以碧海
金沙登上央视端午特别节目。

玉环海洋生态修复整治是我市
海洋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我市以国家级和省级“蓝色海湾”
建设为契机，深入推进近岸海域污染
源头防治，开展海堤生态化改造，提
高成果共享水平。今年，三门县国家
级“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成功入
选2025年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项目，预计获补中央财政资金3亿
元。同时，温岭市、玉环市“蓝色海湾”
项目成功入选2025年—2026年省级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截至目
前，我市已成功入选国家级“蓝色海
湾”项目 3个、省级 5个，争取中央财
政资金补助 9亿元；入选省级首批

“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项目，争取省级财政资金补助 1.1
亿元。

2024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发布

玉环成功入选

本报讯（记者泮素珂 通讯员蒋
玢熠 方沁园）11月6日上午，三门县
首座光储超充站正式启用。充电站位
于三门县城关中学斜对面，是三门县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门县国投公司”）打造的民生项
目。充电站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规
划了46个停车位。

走进充电站，一排排崭新的充电
桩映入眼帘，三门县国投公司产业发
展部经理赖晓平介绍，这座充电站采
用华为最新一代液冷大功率超快充技
术方案，针对800伏车型，可实现“充
电一秒钟，续航一公里”的惊人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充电站不仅

充电速度快，还具备极高的能源利用
效率。充电站停车场上方安装了光伏
顶棚，配合一套200千瓦时的储能系
统，通过光储充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能
源的自给自足和高效利用。这不仅降
低了充电站的用能成本，还为广大用
户提供了更加快捷、优质的充电服务。

当天，刚体验过超快充服务的车
主郑琪琦表示：“以前充电要等很久，
现在有了这个超快充站，几分钟就能
充满电，真是太方便了。”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公共充电桩
479根，已经实现城市10分钟、乡村30
分钟的充电网络布局。其中，今年新建
了104根充电桩，快充比例高达76%。

引领绿色出行新风尚

三门首座光储充一体化
充电站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蔡爱妮）11月7日，
三门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代表定向联
络活动，该院领导带队走访省、市、县人
大代表，充分听取代表对法院工作的
意见建议，并就代表长期以来对法院
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近年来，三门法院通过健全工作
机制、搭建联络平台、完善办理举措，
扎实开展代表委员联络工作，自觉主

动接受监督，不断改进法院工作。
在健全工作机制方面，该院制定

年度监督联络工作计划，实行分级分
片负责、“一对一”定向联络机制,形
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院领导和
各部门层层负责、综合办组织协调”
的一体化工作格局，确保监督联络任
务和要求落到实处。

在搭建联络平台方面，依托人大

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代表委员联络
群等线上线下平台，每旬向代表委员
通报法院工作动态，提高法院工作透
明度。通过定向结对、邀请旁听庭审、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开展“见证执行”

“代表委员面对面”等专项联络活动，
全面落实代表委员在庭审、调解、执
行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督。今年以
来，共发布法院工作动态 17期，邀请

代表委员参与审执活动 8次，召开座
谈会11次。

在完善办理举措方面，健全代
表委员交办事项办理制度，对代表
委员交办的事项和来信来访，明确
督办领导、承办人员、办理期限、办
理方案等。院领导班子严格落实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办理
前、办理中、办理后“三走访”和办理
结果“限时回复”制度，做到件件有
回复、件件有落实。今年以来，共办
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 31条,沟通率、按期办结率、满
意率均达100%。

三门法院——

抓好代表委员监督联络工作

““古郡古郡””邀请展邀请展 文化魅力足文化魅力足
11月7日，椒江区美术、书法、摄影名家作品邀请展在章安老街叶庭记百

货店旧址举行。此次活动由椒江区文广旅体局主办，区文化馆，区美术、书法、
摄影家三个协会和章安街道、回浦村等共同承办。展览共收录100余件作品，
生动展示该区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成就。 台传媒记者李昌正摄

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11月 8日起，《椒江区大陈黄鱼
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正式实
施，将聚焦多方面加强保障与扶持，
补齐深远海养殖和黄鱼育苗短板，发
展壮大全产业链，不断推动大陈黄鱼
产业做大做强。

融会贯通推出全方位
扶持之策

记者了解到，该扶持办法将原先
分散在多个农（渔）业产业政策文件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集中整合，单独出
台大黄鱼扶持政策。同时，充分考量
产加销三产融合的实际问题，基本将
黄鱼全产业链相关需求涵盖在内。

此外，还单列新增了“支持深远海
养殖设施建设”内容，大力支持新型
养殖方式发展；对养殖保险的补助进
行适当标准提高，积极对接上级部门
再争取其他配套险种，以更好地帮助
企业应对自然灾害，降低经营风险。

具体来看，该扶持办法将聚焦设
立大陈黄鱼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保障
养殖项目用海需求、保障养殖项目配
套设施和建设用地，在深远海养殖设
施建设、育苗和品种选优、规模养殖
业发展、提高养殖企业风险承受能
力、开展大陈黄鱼品牌创建活动等方
面予以扶持。

符合政策的渔业生产经营主体，
该怎样申请资金？

对此，椒江区渔业渔政渔港管
理科科长陈勇军说，对于设施建设
项目，申报单位（企业）首先需要按
照要求进行农（渔）业项目储备申
报，渔业主管部门根据上级政策，对
储备库内项目组织有关专家开展项
目技术论证评审，择优项目予以立
项。待项目竣工审价并通过主管部
门验收后，即可按照政策规定和补助
标准予以补助。

对于直接补贴类项目（如养殖保
险补助），渔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当提
供实际资金支出清单和相关发票等

证明材料，待主管部门审核后，根据
政策规定和补助标准即可拨付补助
资金。

多维度精准发力补短
板促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的黄鱼苗其
实都是从大陈岛周边海域精挑细选
运输来的，如今椒江将聚焦育苗难
题，以扶持之策助力补短板促提升。

据悉，该扶持办法明确“对新建
育苗厂房并培育出优质苗种 2000万
尾以上的，项目验收合格后按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额予以50%、总额不超过
500万元的补助（含上级补助资金）”。

“实现本地育苗后，既有助于减
少企业的养殖成本、方便选苗，也能
通过加强育苗期间的监测，减少黄鱼
苗病害情况的发生，还可以克服因环
境变化带来的适应问题，进一步缩短
养殖周期。”椒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少华说，该办
法既从用海用地需求方面加以保障，

又通过增加保险补助的方式，帮助企
业提振信心、提高风险承受能力。

除了已全面启用的“垦荒 1号”，
椒江目前仍在积极谋划、加快推进深
远海养殖，3个深远海养殖项目已纳
入省海洋经济发展厅项目储备库，今
年新确权和出让养殖用海2000多亩。

对此，该扶持办法明确“对建造
符合大陈海况的深远海养殖设施项
目，单个项目总投资 2000万元以上
的，在项目验收后按实际总投资的
45%予以补助，补助额最高不超过
2500万元（含上级补助资金）。”

“我们将做好海域使用权的确权
和出让后半篇文章，充分发挥扶持办
法激励作用，尽快布局黄鱼、贻贝等
海水养殖产业出资建设。加快深远海
养殖项目谋划和技术论证，加快深水
网箱建设。”胡少华说。

此外，该扶持办法还将专卖店、
体验馆等建设纳入其中，按照一定标
准予以补助，进一步擦亮大陈黄鱼

“金名片”，凝聚合力提升品牌形象。

椒江发布大陈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我是文化特派员·手记

李旭平近照。 （受访者供图）

11月 5日，幼儿园小朋友们走进
温岭市松门镇应急消防救援队参观
体验。

11月 9日是“119消防宣传日”，
松门镇应急消防救援队开展“消防开
放日”活动，邀请当地幼儿园的 200
多名小朋友走进消防队。活动中，消
防队员不仅带领小朋友参观救援装
备，还展示了消防救援技能，让小朋
友们零距离学习消防、感受消防、体
验消防。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摄

萌娃近距离
体验消防

本报讯（记者唐丽芸）11月7日，
在天台县街头镇大旗山村的田间地
头，饱满的谷穗压弯了稻秆，清新的
稻香扑面而来。农机师傅驾驶着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机
器声，金黄的稻秆被有序地卷入机
器，脱粒、除秸，一气呵成。

波涛粮食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
的晚稻面积近 900亩，比去年增加
了 100 多亩，预计能收 45 万公斤。

“半个月前，我们就陆续开始收割
了。只要天气好，满打满算 1天可收
割 4仓，近 4万公斤。”波涛粮食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申波涛告诉记者，为
了提高生产效率，今年合作社又投
入近 50万元，更新了两台烘干机，
添置了大功率热风炉等自动化收割
烘干设备。

当前，正是晚稻的丰收季。连日
来，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

割，而天台县中心粮库也同步有序推
进晚稻收购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全
县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为做好今年晚稻收购工作，天台
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科学
制定收购方案，提前腾仓并库，完成
清扫、消杀、设施铺设、智能化设备调
试等工作。同时，对收购人员进行集
中培训，对潜在生产安全隐患进行评
估，完善应急预案。

“农户到达粮库后，通过登记、检
验，就可过磅入库。”该县粮食收储有
限公司中心粮库副主任徐骏介绍，由
于今年晚稻种植面积比往年有明显
提高，自10月14日起，各库点就陆续
开秤收购了。“今年，我们准备了两个
库点、22个仓库、3.6万吨仓容，用于
存放晚稻。收购过程中，我们也将严
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质价政策，让农
民放心卖。”

天台：晚稻飘香 颗粒归仓

（上接第一版）在镇里的支持下，“二
嫂”农家乐二期在原址对面成立，旨
在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板块。“现在知
晓的人越来越多，预订婚礼的电话挺
火热的，正在逐渐‘盘活’。”

有人曾问陈美如创业成功的秘
诀，她笑称，“无他，唯有热爱。”

她的热爱中，有风景也有旅游
梦。嫁到台州后，陈美如曾与家人同
游新桥的一家农家乐。“没想到，乡村
的环境这么好！”从小在城市钢筋水
泥中长大的陈美如被打动，萌生了入
乡创业的想法。

揣着 10万元，一个连账都不会
算的“重庆媳妇”独自开始创业，仅
有的底气是大学时学的旅游管理专
业。在不断探索和打造个人 IP 中，

“二嫂”农家乐逐渐霸榜台州市农家
菜人气榜。

如今，“创客”陈美如成为路桥区
女企业家协会理事，又获省级“新农
人”称号，与新桥的羁绊也越来越深。
她心怀镇域发展，吸收当地群众就
业，主动“以商引商”帮助招商引资，
其中不乏同样定位的文旅项目。她和
众多“青创客”认为，“百花齐放才是
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新桥创业，
以良性的竞争涵养文旅生态。”

“风口”逐浪蹚出文创蓝海
传统印刷产业曾是新桥镇的五

大支柱产业之一，在时代发展中日渐
式微。近年来，不少青年创客涌入，他
们以创意为马，带动产业蹚出了一片
文创新蓝海。

纸客有限公司负责人傅林敏就
是其一。这些天，他和团队成员起早
摸黑研发春节系列产品，预计将在年

关前上新20多个产品，目前已研制出
8个。

1988年出生的傅林敏，是个地道
的“美术生”。他曾在上海当过大学美
术教师，也曾“跨界”互联网行业，在
印度尼西亚、欧美等地创业。去年，他
选择回到家乡工作，与台州宏大印务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子公司，
开始创业。

“把一张纸由创意变成创业，我
找回了久违的艺术创作热情。”傅林
敏坦言，曾被之前的创业经历“伤”
到，只想踏实上班。没想到，一到新
桥，台州宏大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青坚对产业转型的渴望、区镇对青年
创业的支持，都让他找回了久违的设
计热情。去年，他组建了一支9个人的

“筑梦”团队，自主研发文创类目拼图
玩具。

“巨叉深山锹甲是我们的‘处女
作’。”傅林敏介绍，科普类文创是个
新风口，前景可观。他从杭州昆虫博
物馆借来一只活体昆虫，从爬行、战
斗到发育，观察了约半个月，2023年
初，终于研发出第一个趣味昆虫科普
图鉴样品。

没想到，独特而富有艺术审美的
纸创产品一经问世，便在市场“一炮
而红”。“第一家入驻的就是‘共和国
第一店’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这给
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随着公司的文
创产品越来越丰富，线下销售点已在
全国铺开。

“青春作伴好还‘乡’。”新桥镇党
委书记梁敏华介绍，“目前，新桥的产
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对各类人才特
别是产业转型人才、项目主理人才、
城乡建设人才、社会治理人才需求量
大，诚邀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入乡创
业、回村任职，助力新桥全域发展迈
上新台阶。”

青春作伴好还“乡”

台州菜台州菜 玉海宴玉海宴
11月7日，玉环市“台州菜·玉海宴”匠心美食争霸赛启动仪式暨黄鱼烹饪

大赛在鸡山岛举行，30个单位参加比赛。 台传媒通讯员吴达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