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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万富遗失由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

核 发 的 股 金 证 ，证

号：271532 产品码：

71102— 自 然 人 股 ，

股 金 账 号 ：

701000016305013，声

明作废。

李晓清（欧哲）

遗失上海红星美凯

龙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台州东环大道分

公司开具的收款收

据，商品质量保证金

收 据 编 号 ：

E083_S13000561，开

票时间：2013 年 7 月

25日，金额10000元，

收 款 明 细 ：现 金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维瑞

福工业用布股份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编

号 为 ：

3310231037661，声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椒

江区海门街道东园

小区业主委员会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450011204901， 账

号：530197035000015，

开户银行：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门

支 行 ，开 户 日 期 ：

2016 年 3 月 29 日，声

明作废。

遗失上海安波

机电有限公司温岭

分公司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玉环市大

麦屿街道长山咀村

观音堂财务专用章

一 枚 ， 编 号 ：

3310210216484，声明

作废。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省问题编号 14）我市
已完成整改，详细情况可登录台州
市人民政府网站查看（https://www.
zjtz.gov.cn/）。

公示期为2024年12月26日—
12月 30日，共 5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受理单位：台州生态环境局
电 话 ： 0576—88581162，

88581184（传真）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25日

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省问题编号14）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12月25日，在仙居县湫山乡红
灯笼共富工坊，工人正在赶制节日
灯笼。随着元旦和春节的临近，灯笼
迎来产销旺季，当地各灯笼专业合
作社、家庭作坊等加班加点赶制大
红灯笼，满足节日市场需求。

台传媒记者聂杨波摄

赶制灯笼迎佳节

本报讯（记者刘心怡 孙逸文）12
月 25日零时，余温公路黄岩段院桥
支线项目通车，这标志着余温公路全
线实现通车，台州区域交通网络进一
步完善。

余温公路院桥支线项目起点位
于路桥区桐屿街道下岭村，终点为黄
岩区院桥镇金山村，路线全长11.9公
里，其中黄岩段 10.522公里、路桥段
1.349公里。全线按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

工程包含了路基工程、路面工
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及
沿线设施、绿化工程等多个重要板
块，总投资达11.38亿元，于2020年6
月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随着交通流量日益增
长，环线公路交通压力亟待缓解，构
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迫在眉睫，我市
积极规划建设余姚至温岭公路黄岩
北城至温岭泽国段公路工程，其中院
桥支线的规划与实施成为关键环节。
作为省、市两级重点工程以及黄岩区

“百项破难攻坚”项目，余温公路院桥
支线项目承载着优化区域交通格局
的重要使命。

“项目的建成通车完善了台州公
路网布局，加强了路桥与黄岩的内部
联系与融合，缓解了区域交通压力。”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余温
公路院桥支线项目工程部负责人陈
魏巍说。

余温公路昨全线通车

本报讯（记者应梦诗）“我好像
小南瓜！帽子又可爱又暖和！”伴随
着兴奋的欢呼声，孩子们迫不及待
地打开装满惊喜的“暖暖包”，戴上
鲜艳的橙色帽子和围巾，露出灿烂
的笑容。12 月 25 日上午，“温暖来
敲门”儿童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三
门县浦坝港镇浬浦中心小学正式
举行。

此次行动由浙江省妇女儿童基
金会联合三门县妇女联合会、浦坝港
镇等多家爱心单位共同发起，为全县
多所学校的困境儿童精心准备了
260份“暖暖包”，每一份都满载着文
具、保温水杯、暖帽等贴心物品及学
习必需品。

“我们计划在元旦前将这些承载
着爱与希望的‘暖暖包’全部送到孩

子们手中，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里，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
关怀。”三门县妇联挂职副主席毛嘉
敏说。

在捐赠环节，嘉宾们将一份份
“暖暖包”递到孩子们手中。随后，现
场的学生纷纷拿起笔和纸，用心绘画
出一幅幅感恩画作，并写下温暖寄
语，小小的卡片上承载着大大的爱与
梦想。

“这次送温暖非常及时，对于学
生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补给，更是
精神上的关怀。我们要用爱，为有需
要的孩子敲开温暖幸福之门。”浬浦
中心小学德育副校长陈滔滔说。

上午，参会嘉宾一行还实地参观
了校园，详细了解学校的教学环境、
师资力量以及近年来的教育成果。

三门：“温暖来敲门”关爱学生

本报讯（记者方晨晔 王家伟 实
习生余玫羲）眼下，临海市万亩海上
养殖紫菜迎来丰收。12月25日上午，
紫菜养殖户们在采收船上拉动绳网，
随着机器转动，只要几分钟，一亩新
鲜的紫菜采收完成。

紫菜养殖大户金周兴介绍，上盘
一带海域海水温度适宜、水质好，非
常适合紫菜养殖。今年紫菜受高温天
气影响，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价格
较去年有所上涨。

“我总共养殖了1500多亩紫菜，

目前头水紫菜每斤卖 2.1元，第三茬
差不多卖每斤 1.8元，一亩收成 1万
元左右。”金周兴说。

据介绍，紫菜每年八九月份采
苗、下海养殖，经过四五十天的生长
期，头水紫菜就可以采收，采收期内
最多可以采六茬，今年预计为四茬至
五茬。

“上盘镇紫菜养殖海域使用面积
2.4万亩，总产值2亿元左右。目前紫菜
收购后主要发往福建、江苏等地进行
加工。”上盘镇农办工作人员周磊说。

上盘：“海上菜园”迎丰收

本报讯（记者钱 青 通讯员余霁
虹 陈 钊）12月25日上午，天台县坦
头镇普法宣传员走进坦头镇中心幼
儿园，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
事、小游戏，与小朋友互动，讲解遇到
危险时如何保护自己；老师们也收到
了普法宣传手册，为日常教学管理带
来法律指引。

宪法宣传“赶大集”、利用村文化
礼堂开展禁毒宣传、设立“平安普法”
惠民生流动摊位……为让法律服务与
群众“零距离”，坦头镇组建机关干部、
党员、志愿者等多支宣讲队伍，创新方
式和渠道，将法律服务送进千家万户。

日前，坦头镇溪南村村民发现，
在村委会的宣传栏旁，新贴了一张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图，其上公布了
“公共法律服务”二维码。只要打开手
机用浙里办扫码，即可了解人民调

解、法律援助、行政复议等法律内容，
还可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
同时，身边的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服
务热线也一目了然。

目前，坦头镇 30个行政村均已
发放“您身边的法律顾问”图。“我们
特意把‘您身边的法律顾问’图张贴
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如篮球场、
公园等，方便村民在茶余饭后抬眼即
见。”天台县司法局坦头司法所所长
潘绍贵说，“老百姓只有学懂了法律，
才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

据悉，坦头司法所整合法治宣传、
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证
服务、行政复议等资源，丰富公共法律
服务供给内容，构建“实体+网上+掌
上”三位一体法律服务新模式，实现

“24小时”法律服务不停歇。今年以来，
已为1800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坦头：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本报讯（记者王以军 徐张华 实

习生余玫羲）12 月 25 日，走进椒江
耀达路步行街一家奶茶店，工作人
员正忙着制作茶饮。不久前，小店还
因知名度不高，生意冷淡。“那时候
一天只卖百来杯，盈亏平衡线都难
以达到。”奶茶店负责人张勇建记忆
犹新。

耀达路步行街聚集了上百家小
店，其中一些店铺经营效益不佳，创
业一度陷入困境。前不久，共青团

椒江区委推出“心动街区”青年共
富计划，送出“心动街区”青年共富
大礼包，引入流量助力青年小店茁
壮成长。

“需要门头改造的青年小店，我
们提供3000元至5000元的门头焕新
基金。”共青团椒江区委副书记周志
民介绍，“针对部分青年小店知名度
不高的通病，我们通过与抖音平台合
作，进行流量赋能。”

针对流量问题，共青团椒江区委

通过打造街区现场版“城市共享直播
间”和青年发展型城市 IP等举措，邀
请专业导师对青年学员进行一对一
专业指导，提供方案策划、直播技巧
教学、宣传引流等服务。

“导师们会给我们提建议，让小
店更好地健康成长。”青年小店负责
人朱梦洁感受颇多。

今年以来，共青团椒江区委加大
探索街区及街区品牌商家在“热点—
内容—直播—线下体验”的一站式

城市营销，为椒江消费者提供更新
潮、更具创意、更富年轻特色的文化
体验。

自“心动街区”青年共富计划推
行以来，椒江充分链接网络直播资
源，实现各方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共青团椒江区委将持续推进“心
动街区”青年共富计划，让更多青年
小店受益。“希望通过网络‘引路’，帮
助青年小店茁壮成长，点燃城市烟火
气。”周志民表示。

送出“心动街区”青年共富大礼包

椒江：助力青年小店茁壮成长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任命：
陈开智为台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夏邦颂为台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阳为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2024年12月25日台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干部任职名单

免去：
夏邦颂的台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2024年12月25日台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干部免职名单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黄保才

台州新机场正式启用前夕，记
者有幸深入建设一线，探寻这座台
州新地标背后的故事。白天，施工团
队负责人忙得脚不沾地，采访只能
约在晚上。华灯初上，踏入机场，崭
新的航站楼、宽阔的跑道，现代化设
施一应俱全，眼前的繁华让人很难
想象建设者们曾面临的重重困难。

复杂的地质状况、军民航运行限
制、大跨度曲面钢结构设计、民航专
业知识盲区、系统联调联试复杂……
这些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难关，在

1800 多个日夜里，被一支造公路转
战造机场的建设铁军，逐一攻克，才
有今天设计新颖、气势恢弘新机场
的完美呈现。

与机场施工领衔人倪迪面对
面，从他不乏疲惫的谈吐神情中，可
以想见，当初为了整个机场稳定性，
建设者会同专家开展无数次现场勘
测、论证、实验，最终敲定施工方案
的细致审慎，每一个数据的测量、每
一次方案的调整，都凝聚着建设者
们对质量与安全的执着追求。

可以想见，在航站楼建设的关
键时期，施工团队精心编排施工
计划，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
施工节点，确保各环节紧密衔接、
高效推进。从基础浇筑到主体结
构封顶，再到内部装修装饰，每一
步 都 饱 含 着 建 设 者 们 的 辛 勤 汗
水，他们用争分夺秒的行动诠释

着责任与担当。
可以想见，千余名一线工人抢

抓时机，交叉作业，各类大型机械设
备轰鸣作响的火热场景。高空作业
的危险、夏季的酷热、冬季的严寒，
都没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在安装机
场的钢结构屋顶时，强风天气给施
工带来极大挑战，尤其是万余块形
状各异、尺寸不一的曲面钢板安装，
难度超过“鸟巢”，他们系着安全带，
在钢梁上艰难行走，凭借着精湛的
技艺和无畏的勇气，将一块块沉重
的钢构件精准安装到位。他们的双
手满是老茧和伤痕，却筑就了机场
坚固的“脊梁”。

可以想见，在众多复杂系统联
调联试环节，他们夜以继日，加班加
点，以十二分的耐心与细心，以灵活
应对、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终于如
期完成，交付使用。这体现出建设团

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强大的应变能
力，是机场建设得以顺利完成的关
键支撑。

正是这些建设者们，在面对技
术难题、工期压力、恶劣环境等重重
困难时，毫不退缩、勇往直前，以钢
铁般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难关，让台州新机场从
蓝图变为现实，为这座城市的发展
架起了通向未来的空中桥梁。

台州新机场的建成，是建设者
们在技术创新、科学管理、顽强拼搏
等多方面攻坚克难的胜利成果。它
不仅为台州的交通事业翻开崭新一
页，更以其背后的奋进精神为城市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激励着台州人
民在未来的征程中继续砥砺前行，
向着更高的目标展翅腾飞，去攻克
一个又一个发展道路上的“难关”，
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攻坚克难中的奋进力量

（上接第一版）明年是“十四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台州开启第二个30
年征程的起步之年，要坚定信心、实
干奋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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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坚持“迈开步子不停
步、抓住机遇跨大步”，持续激发台州

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
力，合力营造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
要聚焦上级要求、对准省定赛道，进
一步谋深谋实各自地方、各自领域明

年的工作思路，认真梳理、合理吸纳
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形成一份含金
量更足、指导性更强的好报告。要全
力以赴抓好落实，坚持条抓块统，不
断迭代打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绩
和发展实效，推动党中央、省委和市
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市委召开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
调研中，沈铭权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牢固树立大抓项目导向，坚

持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科
学谋划、全力争取、精准保障，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以高质量项目

助力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先进制
造业、未来产业、绿色低碳等重点
领域，加大重大产业项目招引建

设力度，持续优化投资结构，不断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加快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落实各类惠企助企政策，健
全涉企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助推
企业拓展新赛道、激发新动能，进
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市政府秘书长黄人川参加调研。

高质高效抓项目 培优育强兴产业
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
翻过钢结构施工这座高山，倪迪

这个“老革命”又遇上了新问题——
民航系统联调联试。

“搞交通是行家里手，碰上民航
专业，那真的就是门外汉。‘全向信
标台’（地面导航设施）这种专业词
汇，以前听都没听过，甚至念起来都
很拗口。”倪迪带领团队从学公路规
范转向学民航规范，并请教民航领
域专业人士，边学变干、边干边学，
在循环往复中攻克民航专业知识盲
区。

据介绍，民航系统联调联试涉及
值机、安检、登机等40多个系统。仅调
试围界安防系统，倪迪和其团队就花
了一个多月。

“人靠近围界，灯要亮，警报器要
叫，摄像头要转。光一个系统，就把我

们搞得精疲力尽。”倪迪说。
在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后，台

州新机场民航系统于11月迎来安保专
家检验。结果给了倪迪当头一棒——
需要增设两三百个摄像头以及几十
个门禁。

“按照当时中标单位的施工力
量，完成这些工作要半年。台州在 24
小时内抽调各地电信、移动的精兵强
将，仅用十天左右就完成安装调试。
可以说是举全市之力，保机场按时投
用。”倪迪说。

新成就：“三个提升”，
新机场实现质的飞跃

台州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
35.88亿元，用地规模约1080亩，除新
建 3.5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外，还包括
新建一条长 2500米、宽 44米的平行

滑行道，以及停机位、航管楼、塔台等
配套设施。

该项目投用后，将实现“三个提
升”——旅客吞吐量提升，预计年吞
吐旅客250万人次；运营效率提升，形
成军民航东西两侧分开、独立运行的
格局；城市形象提升，新航站楼成为
台州地标性建筑。

“新机场航站楼面积是原来的
近 5倍，有 9个安检口、16个停机位、
6条廊桥，硬件设施全方位提升。”倪
迪说，与老机场相比，新机场更加现
代化。

据介绍，台州新机场设立运控中
心（AOC），并引入安检回框系统、行
李跟踪系统、防跑道侵入系统、智能
电控系统等“1+N”系列智慧项目，实
现运行智慧化、信息集成化、管理高
效化。

“在出发大厅，我们配备了自助
值机设备，旅客用身份证就可以办理
值机，不用再到人工柜台。类似的还
有自助回筐、自助托运等设备，旅客
出行更加方便了。”倪迪说。

在消费业态方面，台州新机场引
进星巴克、三关六码头、十足等店铺，
满足旅客多元化消费需求。

“除常规业态外，航站楼里还有
许多台州特色业态，比如台绣。”倪迪
表示，在机场展示台州非遗文化，有
助于加深旅客对台州的了解。

自9月进入台州机场改扩建项目
最后攻坚阶段后，倪迪一直处于连轴
转状态，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项
目结束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睡
一觉。

“团队里应该有很多人的想法和
我一样，睡到自然醒，然后陪陪家人。
调整好状态后，大家又将奔赴下一个
战场。”倪迪说，参与台州机场改扩建
项目建设，虽然累，但很自豪。

让老百姓飞得更远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