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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学生火车票
开启在线预约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三十年风雨前行，始终有一群老
员工相随。

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是
创立于 1994年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缝制
机械行业首家上市的民营企业，“Z+1
感恩基金”、员工心灵港湾、员工子女
免费爱心托管班、爱心助残基金……
这家老牌缝纫机公司，用自己的孝善

文化，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光。

关注不同员工的需求
背井离乡，空有孝心却无能为

力，是很多职场人的无奈。为了让员
工安心，中捷帮助职工，将“孝心”落
实成一件件具体的事。

“员工为中捷作出贡献，中捷也
有义务和责任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帮员工尽一分孝心。”中捷办公室主

任白瑞芳说。
2014年，中捷启动了“Z+1感恩基

金”。“Z+1”为衡量中捷事业与爱心成
长的指数，其中，1是恒量，是指员工每
月100元不变；“Z”是变量，即中捷的出
资随着企业未来的发展以100元为基
数，今后可能变量为110元、120元……

“公司与员工每月各出资 100+
100元，由公司财务直接汇入每位员
工父母账户。”白瑞芳介绍，“Z+1感恩
基金”实行自愿申请登记制度，有意

向的员工，入职时就可以登记享受基
金计划。截至目前，中捷累计发放“Z+
1感恩基金”900万元。

2020年入职中捷的沈淑红告诉
记者，每个月的感恩基金都会打到她
妈妈卡上。

除了“Z+1感恩基金”，中捷员工
每年春节回家看望父母，还能拿到一
笔车费补贴，每年有 1000多人享受
该福利，企业每年发放金额 74万元
左右。 （下转第七版）

中捷：设立“感恩基金”，帮助员工尽孝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12月 18日
上午，市委书记李跃旗主持召开市委
专题会议，听取市区融合发展工作推
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明年重点任
务。李跃旗强调，加快市区融合是扬
起中心城市龙头的关键性工程，要按
照省委“一个首要任务、三个主攻方
向、两个根本”要求，在更高层面、更
高起点迭代深化“三高三新”的目标
体系、工作体系，以抓好城市平台带
动项目投资、要素集聚、能级提档，坚
定不移推进省域开放型高能级中心
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市委副书记苗伟伦和林
先华、陈挺晨、李昌明等市领导出席

会议。
李跃旗指出，市区融合发展一直

是市委重点关注、接续推进的重大工
程。今年以来，我们立足撤地设市 30
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深入推进产业平
台提能升级、城市建设提质焕新、综
合交通提级扩容三大牵引性抓手，全
面实施“3030”市区融合项目，带动市
区向心发展、能级提升。站在新起点，
要以品质提升行动为总牵引，聚焦机
制融合、空间融合、功能融合、生活融
合，抓好“两廊两轴”联动发展，加快
风貌焕新、业态创新、设施更新，全面
提升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人口集聚
度、城镇化率，项目化清单化推动市

区融合向纵深发展。
李跃旗强调，要以统管统建为牵

引，更好发挥城乡建管委、城乡规划
委作用，在更高层面协同推进重点区
块开发、城中村改造、都市经济发展
等工作，加快构建纵向联动、横向联
通、扁平高效的工作格局；要以交通
提能为引领，围绕“一绕两环九射九
延”快速路网体系建设，加快重大交
通项目建设步伐，持续打通市区断
头路，提升路网密度和通行水平，进
一步缩短时空距离；要以融合区块
为带动，结合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
落实，加快导入和推进一批重大项
目，驱动连片集聚发展；要以城市功

能植入为抓手，集聚高端科创要素、
高端消费要素、高端生活要素，全域
提升城市产业承载力和人口人才吸
引力；要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按照

“洁化、序化、美化”要求，深入开展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全方
位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
城市品质蝶变跃升。

会议通报了“3030”市区融合项
目完成情况；椒江区、黄岩区、路桥
区、台州湾新区以及市发展改革委、
市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分别
汇报市区融合发展相关工作情况；与
会市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市
区融合发展作了发言。

李跃旗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市区融合发展工作

更大力度推动市区融合向纵深发展

台传媒记者葛佳宁

年关将至，在台州湾新区，浙江
沃德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全
力以赴，冲刺年度产值目标。公司的
自动化生产线上，员工们正以紧张而
有序的节奏忙碌着，确保生产任务高
效完成。

“我们的汽车传感器系列产品以
其高技术含量而著称，今年我们的产
值实现了显著增长。随着整车市场的
不断扩大，产能投入也随之增加，以

满足市场需求。”沃德尔台州工厂管
理人员介绍，“每个月，我们面临的交
付任务都非常繁重，但我们的团队始
终能够迎难而上，确保按时交付高质
量的产品。”

自2012年成立以来，沃德尔在我
市创下了不断攀升的产值纪录。抢抓汽
车智能制造的黄金机遇，沃德尔在汽车
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等关键领域深
耕细作，已和奥迪、保时捷、宾利、梅赛
德斯奔驰、吉利、上汽等国内外40多家
知名汽车厂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打造产品多元化
传感器作为新能源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信息源，被誉为汽车控制系
统的“神经末梢”，在新能源汽车电子
技术领域占据着核心地位，广泛应用
于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和车身等多
个系统之中。

12月 12日，记者踏入沃德尔台
州工厂，目睹了传感器在车间中井然
有序生产排列的景象。沃德尔不断追
求技术创新和工艺精进，致力于制造

更高精度、质量更稳定的传感器，为
客户提供卓越的产品和服务。

据沃德尔台州工厂管理人员介
绍，公司在浙江台州和江西鹰潭拥有
两大生产基地，仅台州工厂就配备了
6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通过灵活模块
化生产，公司能够根据不同客户的需
求，实现多品种的定制开发。

凭借百余项专利的卓越成就，沃
德尔在生产实践中也在不断刷新纪
录：2020年，公司的 360度全景摄像
头荣获浙江省首台（套）项目认定，而
该产品的供电保护电路在前一年已
获得专利——当某个摄像头的电流
达到阈值点时，MCU模块控制限流保
护模块关断此摄像头的供电，并且在
电流低于阈值点时重新恢复供电，有
效提升了车载全景影像系统的安全
性与智能化。 （下转第二版）

抢抓汽车智造黄金期，深耕电车“神经网”

沃德尔：产值年年攀新高

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台州造“新”车

台传媒记者李 奔

12月 18日，台州市社会福利院
（社发·国怡康养中心）2号楼投入使
用，60多位长者在家属、福利院工作
人员和市社发集团志愿者的陪伴与帮
助下搬进新房，大家脸上都挂着笑容。

自今年 4月份试运营以来，台州
市社会福利院朝着打造全省先进综

合性护理机构的目标不断奋进，目前
入住率与满意率达到 90%以上。此
次，2号楼的投用将福利院的床位提
升至 500多张，也标志着台州市社会
福利院正式运营。

服务贴心周到，长者
家属齐点赞

“我父母住在这很开心，护工像

照顾自己家人一样照顾他们。”入住
长者家属潘清对台州市社会福利院
提供的养老服务很满意，护工随叫随
到。每个楼层都配有洗衣房、开水间、
服务中心等设施，面积更大的公共活
动区域可满足入住者日常用餐、休闲
运动等需求。

除提供个性化日常护理前提外，
台州市社会福利院定期开展各类社

团活动和社会性交流活动，让入住长
者“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从 5月开
始，该福利院每月都会为当月生日的
长者办一场集体生日会，每逢节假日
还会策划较为大型的娱乐活动。

“在这里我第一次跟老伴拍了婚
纱照，他们举办的活动都很有意思。”
今年 95岁的老人曹根寿和老伴一同
住在套间内，他俩对台州市社会福利
院的喜爱溢于言表，经常向朋友安利。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们进一步
完善了管理制度，规范了运营流程，也
培育出了一支百余人的成熟服务团
队，为大规模接收长者积累了更加丰
富的运营管理经验。”（下转第八版）

开始大规模接收长者，提升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水平

台州市社会福利院正式运营

本报讯（记者刘蒸蒸 蒋回力 葛
星星）出“沙漠之门”，向东海之滨。12
月 18日下午 4时 38分，一师阿拉尔至
台州头门港“乡村振兴号”援疆冷链班
列鸣笛首发。这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首趟出疆铁路冷链班列。

首趟援疆冷链班列共设置冷链车
厢 11节（每节车厢单独制冷），装载着
阿拉尔、阿克苏地区主产的苹果、香
梨、牛羊肉、大米等农牧产品360吨，从
阿拉尔铁路货运站驶出，一路奔赴
4800多公里，预计 4天后抵达台州市

头门港站。
据悉，援疆冷链班列着眼“双向奔

赴”，计划常态化运行。班列去程运送
水果、蔬菜、牛羊肉等新疆农特产品，
返程将集运浙江特色农水产品、进口
商品和高品质工业品等入疆。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

“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开通一师
阿拉尔至台州头门港援疆冷链班列，
不仅能有效推动两地资源双向流通，

更可高效连接内陆与沿海——依托新
疆红其拉甫等边境口岸，实现长三角
各类产品通过阿拉尔西运到中亚、西
亚、欧洲等地市场；凭借台州头门港
国际航线资源，将新疆特色农副产品
东运出海。

一师阿拉尔市是台州对口支援城
市，当地农副产品品种丰富、品质一
流，在台州乃至浙江市场备受青睐。阿
拉尔市禾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地
拥有3.7万亩水稻种植基地，带动了周
边农户增收致富。 （下转第二版）

预计4天后抵达头门港站

台州—阿拉尔援疆冷链班列鸣笛首发

台传媒记者赵 阳

近日，扎根精密红外光学领域研发多年的科学家
戴世勋带领团队组建的浙江台州天擎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将最新研发成功的新型红外硫系玻璃技术成功实
现量产并推向市场，又一项“卡脖子”技术产业化落地
椒江。

如今，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光电“潜力股”和光电人
才集聚椒江，与椒江积极打造台州（椒江）精密光电产
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密不可分。

不久前，省经信厅公布了2024年浙江省特色产业
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台州（椒江）精密光电产业
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列其中，全省仅3家。

共享理念发挥资源集聚优势
“精密光电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需要大量的

科技人才，但许多中小企业存在引才难、产业核心技术
攻克难等问题，有了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就可以发挥
资源集聚优势，以‘共享’的方式为企业解决人才、技术
等难题。”台州精密光电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工作
人员李长盛介绍。

2023年，椒江投资 28.7亿元建设台州光电产业创
新中心，并同步建设台州（椒江）精密光电产业工程师
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一个特色产业+一个共性技术平
台+一批共享工程师”的模式，以“共享”方式为企业提
供人才共享、培养培训、协同创新等服务。

有了这个协同创新中心，椒江累计开展高层次人
才大赛、科创路演、专家对接会等15场，承办了全国性
活动2场、省部级赛事2场。

借助各类活动，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搭建了 200
余人的工程师人才专家库，通过人才牵线对接，为椒江
精密光电企业出具个性化“诊断”，挖掘其特色价值与
潜力成为可能。

“共享”服务加速产业赋能
不久前，台州市丰田喷洗机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将

新研发的泵壳带到台州光电产业创新中心，运用这里
的三坐标测量机，一会儿工夫就测量出了泵壳的尺寸
和位置数据。“以前都是快递给黄岩的一家私人机构检
测，这里竟然有免费的测量仪器，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
了成本。”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不仅成为了中心检测
的常客，还介绍了两家企业前来。

吸收测量仪、激光干涉仪、三坐标测量机……这些
企业研发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检测仪器使用频率并不
高，但价格昂贵，许多中小企业往往将产品送到学校或
者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有些甚至要邮寄到杭州、
上海的高校检测。协同创新中心首批投资近3000万元
购买了19台精密光学检测仪器，让中小企业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检测服务。而在台州光电产业创新
中心，4项国内最前沿光电项目已经成功立项，与本地
企业合作，攻克产业技术“堵点”。

协同创新中心还配备台州光电产业加速器，成为
初创型光电企业的“摇篮”。只要项目够“硬核”，“拎包”
入驻台州光电产业加速器，加速器将为企业解决行政
审批、法律咨询、财税服务、投融资服务等初创时期面
临的一系列问题。

短短一年多时间，台州光电产业加速器已经成功
签下聚芯光子、尚光科鼎、格灿光电、天擎光电科技等6
家科技型企业，其中有 2家已顺利投产，2家将于近期
投产。

接下来，中心将充分发挥人才集聚、创新服务、产
业赋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作用，助力椒江打造成浙江光电产业创新发展增长
极、长三角光电科技创新发展特色地、全国光电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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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郭天宇

“把人气引进来，更要把人气留
下来。”12月13日，临近周末，位于三
门县亭旁镇坝头村的宁和天空露营
基地迎来大批游客，坝头村党总支书
记王熙平望着热闹的人群，既欣喜又
深感任重道远。

“今年，我们又新种植了 15亩玫
瑰花、25亩大棚甜樱桃、50亩黄精。”
王熙平介绍，目前基地已经成功试种
玫瑰、灵芝等，总面积约400亩，全部
产出后预计年产值600万元。

近年来，亭旁镇依托当地自然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乡村
振兴发展新路。“从闲置的林地资
源，到建设林下种植产业，再到开发
农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亭旁积极探
索，从林下经济链生发新业态，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亭旁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王峰说。

从“空心村”到“新业态”
的华丽转身

走进坝头村，自下而上是康养产
业的全链多场景呈现。山下有制药工
厂、药材集市，山间种植铁皮石斛、黄
精、灵芝等养生药材，山顶有露营基

地、药膳康养中心、中草药研学基地
等特色活动功能区，为游客提供沉浸
式养生之旅。

过去的坝头村，经济发展落后，
唯一的集体经济收入只有每年近 20
万元的蛇蟠塘租金，村集体负债一度
超过100万元。

4年前，坝头村仅有 10亩的大棚
铁皮石斛，如今如何能发展成 400亩
林下种植示范基地？

“当时省内很多地方都在发展林
下经济，我们这儿山好水好，是否也
可以呢？”2019年，为破解“空心村”发
展困境，王熙平带领村干部赴金华、

嘉兴、杭州等地考察，最终决定将村
里闲置的山林集中起来，种植附加值
较高的林下作物。

发展至今，亭旁镇以坝头村为
龙头，联合下吴村、金干村、梅里村、
芹溪村等 6个有中草药种植优势的
村集体，构建“飞地种植、合股联营、
保价收购”产业共富联结机制，由坝
头村党总支统一编制发展规划，引
导联建各村以资金、林地、劳动力、
生产管理等要素参与林下经济发
展，系统推进农用地规模经营、闲散
地盘活利用，劳动力就近就业，联建
村合作共富。 （下转第八版）

产业迭代打造农文旅新业态

亭旁：解码林下经济链式共富效应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鸡母鸡子”迎冬至
12月 18日，温岭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开展捣麻糍和做“鸡母

鸡子”活动，迎接冬至节气的到来。据了解，温岭石塘箬山一带有冬至做“鸡母
鸡子”习俗，用糯米粉捏成一窝“鸡”围着碗吃“米”，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

台传媒通讯员张鲜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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