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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我市4村上榜省第二批艺术乡建特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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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赵一彬 章之晗

12月10日，市民汪女士驾驶自己的爱车来到位于
黄岩北城街道庆丰大道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停车、
插枪，汪女士熟练地操作，给自己的新能源车充上电。

“收费降低了不少，以前外面充一次电要近80元，
现在一次少了二三十元，便宜了不少。”汪女士说。

这得益于公共充电桩这一民生实事项目的落地。
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在负荷管理期间，最大压

降负荷4.61万千瓦，完成省定任务目标；完成全区各类
主体购买绿证10万张，折合绿电消费1亿度，抵扣用能
约2.8万吨标煤……这些鲜活的数字，正是今年以来黄
岩统筹推进全区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工作，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重点工
作走深走实的生动写照。

推动民生实事落地
相对汪女士对充电价格下降的敏感，在一旁边充电

边晒太阳的市民唐必旺觉得，现在公共充电桩更多了。
“去年10月份左右买的车，刚开始的时候，到处找

充电桩充电，今年发现充电桩比以前多了许多，我们充
电越来越方便了。”唐必旺说。

今年，黄岩区公共服务战略工作组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和保供稳价工程专班（以下简称区绿保稳专班）紧
紧围绕民生实事充电桩建设任务，始终深入基层一线，
努力打造城区公共热点区域的“10分钟充电圈”。

今年1至10月，黄岩新建公共领域充电站31座、充
电桩450个，均为快充桩，其中乡村充电桩建设134个，
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里程焦虑”得到进一步缓解。

同时，在公共充电桩建设中，黄岩区绿保稳专班督
促黄岩城发集团、黄岩国投集团等主要建设运营商，围
绕“充电快、费用省、服务优”加快运营优化调整，通过充
电减免2小时停车费、“超长谷电”服务等形式降低群众
充电费用；黄岩国投集团利用储能设备推出峰时免服务
费服务，减轻峰时群众充电负担，提升群众获得感。

接下来，黄岩将加快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优化公共
充电网络，以项目实效回应解决群众需求，方便群众找
桩充电，并充分运用多种渠道，积极接受群众建议意
见，督促运营服务单位不断提高服务意识水平，增强群
众民生获得感。

联动各方力量保供电
在黄岩区委、区政府部署下，黄岩区绿保稳专班牵

头组织经信科技、供电等部门，积极谋划，有力保障电
力安全稳定供应，有效服务全社会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位于高桥街道三童岙口村的高桥变电站，是该区
第4座220千伏变电站，同时也是台州首个满足全电压

等级覆盖一键顺控功能的220千伏变电站。
该变电站采用防误逻辑“双校核”、设备状态“双确认”技术，确保了操作安

全性。另外在运行中，高桥变电站以光纤传输代替电缆传输，配合智能终端、合
并单元等新技术和新设备，能够自动完成信息采集、测量、控制、检测等，更智
能化和人性化。

“高桥变电站在今年投运之后，将彻底解决高桥、沙埠用电紧张的问题，同
时它还有余力向澄江工业区供电，以解决清陶能源、熠宏光伏等重点项目的用
能问题。”黄岩区发改局能源科科长、黄岩区绿保稳专班工作人员胡子豪介绍。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受持续极端高温影响，黄岩区持续面临高峰存在缺
口、晚峰压力最大、全天平衡紧张、电力电量双缺的严峻形势。（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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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张莺莺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成熟上市的
季节，那肉嫩汁多、酸甜适口的果
实，成了人们秋冬时节的“心头爱”。
不少商家趁着文旦季，大展拳脚，推
出极具创意的文旦衍生品，如文旦
欧包、文旦美式、文旦甘露等，解锁
文旦新吃法。

12月 9日，走进玉环市玉城街道
康育北路一家奶茶店，店员们正忙着
剥文旦果肉、榨汁、配奶底、调味，制

作一杯杯清爽解腻的文旦甘露。
“文旦是玉环的特产，也是全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闻起来很清
香，吃起来酸酸甜甜，非常适合做成
饮品。”奶茶店老板张小花说，她将新
鲜的文旦果肉榨成汁，配上茉莉白
毫，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喝起来既有
茶香，又有果味。

今年 10月底，文旦甘露一上市，
就受到不少顾客的追捧，短短1个月，
卖出了近千杯，成为门店当季果茶单
品销冠。看到文旦甘露热销，张小花

又开动脑筋，大胆创新，将文旦和咖
啡结合，推出了文旦美式。

“咖啡豆选的是云南‘柚子巴斯
克’，我们萃取了它的前段，和文旦
汁相结合，再加入些许文旦果肉，喝
起来就少了咖啡的苦涩味，多了抹
文旦的清香味。”张小花笑着说，这
两款招牌饮品，有效提升了门店的
人气和销量。“大家都说这是‘玉环
人自己的饮品’，既有新意又好喝！听
到这些反馈，我很高兴，有一种小小
的成就感。” （下转第八版）

商家推出文旦欧包、文旦美式、文旦甘露等

玉环：家乡味道飘更远

12月10日，玉环市干江镇盐盘工
业区的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内，
工人们正在为赶制出口法国、马来西
亚等国外铜质阀门订单而忙碌。

近年来，玉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加大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支持力
度，落细落实各项稳企惠企政策举措，
全力助推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

台传媒通讯员吴达夫摄

抢时间 赶订单

担当实干 争先跨越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12月10日，三门健跳镇双港村的
胡柚采摘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
熟的柚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多年前，健跳镇推动“海归”硕士
卢丹霞与双港村结对，将胡柚打造成
为拉动多个村庄共同致富的“共富
果”，带动了周边2000余个就业岗位，
帮助农户年均增收5000元，村集体年
均增收30万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
健跳镇凭借产业相近、地域相接的特
有优势，创立了“共富柚一村”党建联
建项目，并通过整合区域内高品质的
农业、文化与旅游资源，持续强化产
业“生态圈”，扩大共富“朋友圈”，实

现从共富“柚”一村到共富一村又一
村的跨越发展。

全程链式经营助富
“梅童和小黄鱼是完全不一样的

品类，鱼头、鱼眼、鱼身、鱼鳍都长得不
一样。”在抖音“蟹必剥”直播间，主播
谢碧波开启了一场海鲜的“小课堂”。

谢碧波是健跳镇有名的直播达
人，其直播团队不仅帮助村民销售农
产品，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将健
跳镇的美景和美食推向全国。今年以
来，健跳以她为首的直播团队累计销
售额已突破 500万元，为当地农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近年来，健跳镇构建“农户+技
术+基地+流通+企业+消费”全程链式

模式，通过展示、展销、直播等活动，
引入专家指导，企业统一收购，工坊
集中售卖，打造建立了农产品“一条
龙服务”体系，确保购买便利、产品质
优，助力农户与企业共赢，引领共同
富裕。

此举措大大拓宽了各村核心产
品的产业链。不久前开业的健跳“小
海鲜一条街”，正是乡村农产品从田
头到餐桌的完美展示，健跳“巡鲜”小
海鲜排档、“渔府”饭店、逅海酒吧等
多元业态因此成型，从而打造出了集
多功能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

从规划到落地并非易事。一年
来，健跳综合集成政策、资源与力量，
为村社农户提供了包括专业培训、种
苗供应、技术指导等在内的32项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大量精准对接区
域优势、产业布局、村情民意及企业
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全程链式经营助
富。”健跳镇党委书记邱永平说。

党建引领人才带富
今年，健跳镇南塘村共种植西蓝

花约2000亩，累计销售约600万元。西
蓝花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致富花”。

“村民致富不能光靠土地分红，
要培养自己的支柱产业。”村党组织
书记何永杰以“共富柚一村”党建联
建为抓手，推进西蓝花基地规模化生
产，并邀请台州农科院专家进村开展
技术培训，逐步提升西蓝花种植效
益，把乡村产业做大做强。

（下转第八版）

从共富“柚”一村到共富一村又一村

健跳：“复制”村集体经济“致富经”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本报讯（记者洪雨成）12月10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沈铭权赴三门
县调研扩大有效投资“百日攻坚”行动
开展情况，并督导检查校园安全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一个首要任
务、三个主攻方向、两个根本”要求，把
扩大有效投资“百日攻坚”作为当前稳
增长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抓
项目、扩投资、强产业，多措并举形成
更多投资量、工作量和发展增量，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浙江高霖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

器轰鸣，年产1000万套高端智能卫浴
洁具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三门康
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正酣，
年产100万台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项
目预计明年8月投产。“当前有没有遇
到什么难题？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
解决？”沈铭权走进生产一线、施工现
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了解扩大投资、
拓展市场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发展
需求。面对企业提出招人难的问题，他

要求相关部门跟进服务，排摸形成用
工需求动态清单，开展多种形式招聘
活动，实现招工与求职的精准对接、高
效匹配。沈铭权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探索引才育才新模式，加强创新型人
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着力打通职
业发展通道，让人才有干头、有奔头，
做到以事业留人、以环境留人。要深入
推进扩大有效投资“百日攻坚”行动，
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
干，聚焦项目全流程全周期优化服务，

全力破解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做大
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
益，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三门东航水产育苗科技有限公
司是国家种业阵型企业，近年来生产
规模持续扩大。沈铭权实地观摩青蟹
工厂化养殖和数字化监控情况，鼓励
企业继续坚持自主研发道路，深化探
索绿色养殖、智慧养殖模式，拉长生产
周期，做优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三
门青蟹”品牌价值，带动更多养殖户增
收，助推实现共同富裕。（下转第二版）

沈铭权在三门调研扩大有效投资“百日攻坚”时强调

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台传媒通讯员张诗扬
台传媒记者赵 阳

近日，在椒江银泰城共享空间新建
的“台爱人才服务小站”前，等待咖啡的
陈女士用手机扫描了立牌上的二维码。

“我在大楼里工作三个月，对周边也不是
很熟悉，这里既有社区运作的介绍，也有
人才的便捷服务，很实用，很贴心。”

今年以来，为积极回应人才落地
所盼、创业所需和生活所急，椒江区坚
持服务下沉、窗口前移，探索实施“台爱
人才”服务小站建设，加快推动人才服
务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全面升级。

以点带面，构建“服务矩阵”
“我在商圈、办证大厅、创业园等

地方都看到过‘台爱小站’的宣传展
板。”今年 7月入职信质集团的李新
颖，在一次外出参观院士专家赋能中
心时，通过“台爱小站”提交了大学生
安家补贴的申请，“只要扫一扫，要申

请什么补贴，流程走到哪儿了，手机
上都能看到。不清楚的事项，这里也
有相关的联系方式，打个电话就可向
专人咨询，非常方便。”

院士专家赋能中心站点是椒江首
个“台爱人才”服务小站，也是椒江区全
力打造“1520”人才服务矩阵中的服务
总站。该站设在椒江区东部科创园区中
心，服务范围辐射周边人才创新创业服
务综合体、台州合成生物技术研究院、
浙江工商大学东海食品台州研究院等
高能级平台。站点内设置人才服务窗
口、人才共享吧、人才接待室、人才路演
厅等6个功能区，既考虑到人才在业务
对接、商务洽谈、项目落地等人才大事
上的所想所需，又在人才子女入学、安
家住房等关键小事上给予便利。

“‘台爱小站’的建设以政府主
导、资源集聚、服务集成、共建共享
为思路，充分整合了商圈楼宇、工
业园区、重点企业的公共服务阵地
资源。 （下转第二版）

探索实施“台爱人才”服务小站建设

椒江：打造
“15分钟人才服务圈”

台传媒记者汪丽莎

修补摊、小吃摊、餐饮店……这
些街边的小摊小店，看似不起眼，却
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临海
市从“小”处切入，以城市精细化管理
为目标，改造升级了多个便民服务
点，让便民服务更便民，让服务点更
贴合古城特色。

设立“小修小补”便民服务点
11 月 29 日上午，临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到
柏叶西路洋头河桥一侧的便民服
务点，向摊主小陈了解最近的经
营情况。小陈擅长修理自行车和三

轮车，但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管理，
摊点存在占道经营、乱搭乱放等
情况。

“我们平时巡查中，观察到这些
小修小补的摊子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他们摆设不是很规范，物料乱堆放，
脏乱差，有的还摆到非机动车道上，
影响交通和市容市貌，所以我们想着
把它们统一规范起来。”临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大洋中队副中队长陈景
涛说。

如何把流动摊点治理的“难点”
变为城市管理服务的“亮点”？2023年
10月，临海以温情执法方式，在居民
密集的社区、小区附近，为流动摊主
提供合理的摆摊点。

“我们前期进行调研，收集资
料，和摊主约谈，了解摊主们的需
求。记录档案以后，我们进行规划
选址，比方说修衣服、修鞋子、修
自行车，在需求较大的居民区周
边 ，给 摊 主 设置一个合理的摊位
点。”陈景涛说。

在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小陈的修车摊有了固定的经营区域，
工作人员还给他增设了遮阳棚、桌椅
等，曾经的流动摊点，摇身一变，成了
一处便民服务点。

在大洋西路的一处便民服务
点，记者看到，遮阳棚里，小修摊
主王师傅正在为附近居民提供修
鞋、修伞、修拉链服务。短短 10 分

钟，王师傅就为市民周先生补好
了鞋子。

“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这里放了一
块‘便民服务点’的牌子，还有遮阳
棚、凳子，我在这里挺好的，顾客也
多，不用再跑来跑去了，好的话一天
能挣400元。”王师傅说。

遮阳避雨、干净、敞亮的便民服
务点，不仅为百姓提供解决民生需求
的便捷入口，也为民生小摊提供了更
多被看见的可能。

“后续我们会再规划一下，设
置更合理的点位。规范市容市貌，
不影响交通安全，便民利民，给这
些摊主一个维持生计的手段。”陈
景涛说。 （下转第八版）

合理规划 规范经营

临海：“便民服务点”，如何更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