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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近日，浙江省文物局公布了2024
年第三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位于椒江
区海门街道的台州绣衣博物馆榜上
有名。

该博物馆坐落于台州芸芝绣衣
有限公司内部，由公司董事长吴宏亮
投资建设，拥有藏品千余件，相关文
史资料上万件。其中不乏原台州绣衣
厂老艺人应大玉设计制作的中国第
一件全雕绣绣衣等具有历史意义的
绣衣作品，这些藏品充分展示了台州
刺绣的精湛技艺和珍稀佳作。

“公司主营高档刺绣内衣行业，
出口业务占比超过95%。每当外国客
户来访，博物馆都是我接待他们的首
选之地。”吴宏亮表示，他希望通过博
物馆展示海门民间刺绣的独特魅力
和公司的企业文化。

台州刺绣历史悠久，起源于清
末椒江海门，因采用雕镂和刺绣相
结合的制作工艺，故又称“海门雕平
绣”。经过一代代绣花女工近百年的
创造和传承，台州刺绣从原来的刁、
包、绕发展到抽、拉、镶、贴等 200多
种针法。

“博物馆不仅是一个观摩的场
所，更是我们展现实力的一环。”吴宏
亮补充道，“许多‘海门雕平绣’的原
始工艺技法经过改良和升级后，被应
用到了现在的产品中，成为了我们独
特的产品竞争力。”自 2015年博物馆
建成后，公司的销售渠道逐渐拓宽，
销售额连续多年实现翻番。

在台州芸芝绣衣有限公司的车
间里，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赶制明年秋
冬季的新品。从排版、制版、裁剪到车
缝、后道及检验，每一个环节都经过
认真处理和反复检查。但凡面料上有

一点点瑕疵，如极小的印子，都会被
淘汰。

“我们已经与绣衣领域的几个国
际顶尖品牌合作多年，订单都是提前
对接的。”吴宏亮始终坚持“专注中高
端产品，进军中高端市场”的明确定
位，以品质赢得市场。

谈及行业未来，吴宏亮深知传承
与创新的重要性。面对行业人才青黄
不接的现状，他毅然承担起社会责
任，计划邀请资深刺绣大师亲自授
课，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让台州
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薪火
相传。

同时，他还将积极探索传统与现
代融合的新路径，尝试“手绣+机绣”
的全新模式，旨在让刺绣产品更加多
元化，既能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也
能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让台州刺绣
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即便是绣衣这样的传统手艺，
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自动化和标准
化。”吴宏亮表示，“我们利用设备和
编程技术，将传统技法融入流水线生
产，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提升
了工艺的精度。”上一单百万元业务
就是由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的，产品品
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文化的传承中谋求产业发展，
椒江海门街道对此表示大力支持。

“对传统技艺最大的礼敬就是
活态传承、发扬光大，作为起源地，
我们将不遗余力让博物馆文物活起
来，让更多人走进、了解、爱上台州
绣衣。同时，作为辖区内企业，街道
也将竭尽全力为企业在提能升级、
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服
务，政企携手一起‘绣’出新未来。”
椒江海门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
员王前进表示。

台州绣衣博物馆入榜省“乡村博物馆”，台州芸芝绣衣有限公司——

在文化传承中谋产业发展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这段时间，金文忠心里很焦急，
他在等新增型号的二类医疗器械注
册证审批结果。“待证书下来，我们就
可以生产新型医用一次性石化瓶，目
前看来，市场仍是比较可观。”

金文忠是浙江文浩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企业坐落于天台县坦
头宏地创业园，是一家不足50人规模
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2006年创业以
来，金文忠一直深耕于高分子微孔材
料研发，更是作为主力军带领团队自
主研发了上千种产品，拥有 1项发明
专利及十多项实用新型专利。2021
年，金文忠带领公司向医疗配套产品
转型，期望在市场打开一片新天地。

第一桶金

2006年之前，金文忠和妻子王海
娅一直在亲戚家的医疗配件厂工作，
直到亲戚退休将厂子转让。虽然夫妻
双方文化水平不高，但凭借超强学习

力和刻苦钻研的那股劲儿，夫妻俩对
医疗配件行业都有较深的了解，他们
决定回老家自己开厂继续干。

经过两年筹备，厂子正式开办。
开业之初，没有订单怎么办？金文忠
在网上搜罗了一大堆医疗器材的厂
家，逐一找上门，寻求合作机会。凭借
出色的产品质量和高效的出货速度，
金文忠很快就积累了一批老客户。

“主要就是做各种器械上的配件，像
血液透析仪、制氧机上的滤芯，客户
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2010年我们上线阿里巴巴平台，
都是客户主动找我们下单子。”金文忠
说，此前国内从事这方面的商家屈指
可数，不少客户都需要向国外进口配
件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相差十几倍，他
们的出现让不少合作方感到惊喜。

这一年，一位客户找到金文忠，
要他们一同设计一款酒精检测试剂，
用于出口法国。“这个产品中间是客
户公司的产品，让我们在两端各放置
一个滤嘴。”金文忠说，别看这两个滤
嘴不起眼，也是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

间不断修改调试，这才拍板，于 2011
年正式投产。金文忠告诉记者，就是
这样一个产品，让他们看到了创业前
景。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发
展越来越好，年产值超2000万元。

提档升级

转变发生在疫情暴发之后。一时
间，涌入医疗配件市场的厂家不计其
数，金文忠的公司受到不小影响。如何
转型是金文忠夫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21年，金文忠购入的 5000平
方米厂房正式装修完毕，他将厂子从
天台城区搬到坦头。也是这一年，金
文忠碰到不少老客户咨询他关于医
疗石化瓶方面的技术问题。“既然我
们自己这么了解技术要点，为什么不
自己来做呢？”金文忠和妻子商量后，
都觉得可行，便拿出七八百万元建设
无菌车间，同时引入专业人才团队，
正式开启企业转型升级。

金文忠将目光对准了一次性使
用湿化型鼻氧管。“这款产品上面的

医用留量计较以往没什么差别，区别
在于以往鼻氧管下面的石化瓶都是
人工灭菌后重复使用的，而国内一些
大医院已更换成一次性石化瓶。”金
文忠觉得，未来一次性石化瓶的市场
不可估量。

“文浩的升级改造之路一直伴随
着政府部门的支持。”金文忠坦言，此
前在镇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公司就
通过了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高新
技术企业的申报，还获得了市级研发
中心的项目补助。这段时间，金文忠
时不时就会接到坦头镇工办主任陈
杨烨的电话，咨询其审批进度。镇里
的关心，让他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在坦头镇企业中，文浩医疗科技
并非特例。为推动传统企业转型破
局，抢抓新质生产力，坦头镇相关工
作人员深入一线主动发现问题、指导
解决问题，从降低企业融资负担、企
业发展规划、业务水平提升、普法培
训等各方面，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保障。

文浩医疗：创新驱动 迈向医疗成品行业

近年来，临海市小芝镇聚力“特色+共富”，通过建立发展“共富工坊”，着力扶持草帽、米面等传统特色经济，多元化
推进小芝共同富裕。图为位于小芝南丰村的台州金铭威工艺帽业有限公司员工在加工草帽。据了解，编草帽是当地农妇
日常收入的重要来源。 台传媒通讯员余顺广摄

共富工坊助乡村振兴共富工坊助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寒阳）11月18日，
路桥区中医院一楼门诊大厅，家住蓬街
水缺头村的王师傅在护士指引下，扫描
发票上的二维码，短短2分钟就完成了
商业保险的理赔申请。这一高效便捷的
流程，正是路桥区中医院在清廉医院建
设背景下推出的创新服务之一。

长期以来，商业保险报销周期
长、流程烦琐的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
注，也是影响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因
素。为此，路桥区中医院引入相关小
程序，为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商业保险
报销服务，通过手机简单三步即可完
成理赔申请，全程线上操作无需纸质
材料，让理赔变得像网购一样简便。

据路桥区中医院医共体副主任
施伟林介绍，该服务是路桥区“赔省
心”项目的重要内容，旨在简化医疗
商业保险赔付流程，缩短患者等待时
间，提升服务品质，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截至目前，路桥中医院已通过该
小程序完成 54笔理赔申请，医药费
总金额达到 190512.14元，商保赔付
金额共计30971.7元。

“开展‘赔省心’系列工作是清廉
医院建设的重要一环。”路桥区中医
院医共体党委书记潘根富表示，接下
来，医院将继续听取患者意见，优化
服务流程，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加人性
化、透明化的医疗服务。

路桥区中医院：“赔省心”
提升清廉服务质量

台传媒通讯员倪建军

11 月 16 日上午，玉环市下礁
门海域养殖的头水紫菜收割进入
尾声。

当天上午 9 时许，笔者在现场
看到，海面上用于悬挂紫菜绳子的
竹竿林立，养殖紫菜的帘子一排排
地排列着，海面上到处都是紫菜，
养殖户宋显平已经带领伙计忙活
了两个多小时，割完 10 排紫菜，面
积约 15 亩，收获了 6000 多公斤鲜
紫菜。

“这一片紫菜养殖海域面积约
5000亩，从事紫菜养殖的养殖户有

二十多户，其中我自己养殖面积有
300多亩，投入七八十万元，包括毛
竹、苗种还有人工费。”宋显平来自
温州苍南，从事紫菜养殖已有二十
多个年头，在下礁门海域养殖紫菜
也有五六年，算得上是紫菜养殖老
手了，“今年农历白露前后投苗，11
月初开始头水紫菜收割，收割的紫
菜已经被来自江苏的商贩事先预订
好了，价格每公斤 6.8元，估计第一
水鲜紫菜可收获 120多吨，产值可达
80多万元。”

紫菜采收分一水二水乃至六水，第
一次收割称一水（也称头水），以此类
推，头水紫菜量少但口味和营养价值最

佳，现在头水紫菜能达到这个产值，宋
显平和他的伙计无疑吃了一颗定心丸。

“头水紫菜今天就能收割完，接
着就可以开始第二水紫菜收割，也按
照第一水紫菜收割的顺序进行。”宋
显平说。

“由于去年效益不尽如人意，今
年紫菜养殖的面积大幅萎缩，养殖的
人少了，加上外地紫菜减产，因此今
年的头水紫菜收购价由去年的每公
斤 4元，涨到今年的每公斤 6.8元。加
上今年天气给力，入秋后晴好天气居
多，雨水少，很适合紫菜生长，今年头
水紫菜产量价格均比较理想。”宋显
平满脸笑容地说。

产量、售价双双看涨

玉环：头水紫菜喜获丰收

财富慢谈

周丽丽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今天，
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的重要力量。对于台州，这座以制造
业闻名的城市而言，跨境电商的创新
发展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更是一场深刻的品牌塑造与国际
化进程。它如同一股强劲的风，为台州
制造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活力，让“台
州力量”在全球舞台上更加耀眼。

台州，一个拥有深厚制造业基
础的城市，其 27 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70 个国家产业基地以及众多国
内外市场细分领域的领军产品，构
成了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基
石。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
景下，单纯依靠传统制造和出口模
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跨
境电商的兴起，为台州制造提供了
破局之道。

跨境电商以其独特的优势，如多品
种、小批量、快速响应市场等，为台州制
造企业打开了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通
过跨境电商平台，台州企业能够直接触
达海外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偏

好，从而实现产品的精准定位与营销。
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台州制造产品的
销售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台州
企业从“制造”向“智造”“品牌”的转变。

品牌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也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
力的关键。跨境电商为台州制造提供
了品牌塑造的广阔舞台。通过跨境电
商平台，台州企业可以展示自己的产
品、文化、价值观，与全球消费者建立
情感连接，从而逐步树立起独特的品
牌形象。这种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将进
一步推动台州制造在全球市场的拓展
与深耕。

当然，跨境电商的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物流成本高、支付手续烦琐、文
化差异等问题仍是制约其发展的瓶
颈。对此，台州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
同合作，优化跨境电商生态环境，为台
州制造的国际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持。
本次全市跨境电商大会的举行，无疑
为台州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相信，在跨境电商的赋能下，台州
制造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全球
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台州力量”。

绘制电商“台州路径”
赋能外贸新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