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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六个争先”奋进“三高三新”

台传媒记者朱玲巧 台传媒通讯员陈笑笑文/摄
“小杨，你勇敢地跳进河里救人，真是了不起。”1月

17日，椒江白云山壹号小区保安杨梓棚在巡逻时，一位
阿姨坚持要送他一个苹果，嘴里说着：“平平安安。”

“这几天，碰到的人经常向我竖起大拇指，给我点
赞。”这位 19岁的帅气小伙腼腆一笑，又感到心头暖洋
洋的：“我这样的‘小人物’没想到能引起这么多关注。”

14日，他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成功救起
一名落水男子。他的行为感动了台州这座城市，而这座
城市也以温暖的方式回应他。

“踩着我的肩膀上去”
1月 14日大约 10点 30分，台州白云山名苑西门的

岗亭内，值班的杨梓棚正与同事交流着小区动态。
突然间，一声巨响“嘭”地传来，杨梓棚转头望去，发

现十多米外的一辆白色汽车冲破了栏杆，连续翻滚两圈
后坠入河中。

杨梓棚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冲向事发地点，“完全是
本能的反应。”

“我看到那个年轻人一边跑一边脱掉衣服，到河边
就光膀子了。”阿力家常菜店的门口正对着河边，老板薛
军利目击了整个过程，并立即跟上去。

“当我抵达河边时，汽车已经开始缓缓下沉，车窗紧
闭。”杨梓棚毫不犹豫地下水，鞋子都来不及脱，冰冷的
河水迅速使他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河底的淤泥仿佛是一
双手，紧紧“拽”着他的腿，他艰难地向车辆方向前进。

杨梓棚拼命地敲打车窗，但车主毫无动静。大约过
了一分钟，车主终于醒来，打开了车窗。杨梓棚将他从尚

未被水淹没的副驾驶座上拉了出来。
为了帮助男子上岸，他俯下身子，让对方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当 150斤左

右的成年男子一踩上去，杨梓棚便感到自己又往淤泥中陷得更深了，“淤泥已
经到小腿肚子了。”

杨梓棚筋疲力尽，还好白云街道星星社区网格员周良和阿力家常菜老板
薛军利两人合力，将被困男子和杨梓棚拉到岸上。

整个救援过程约 10分钟。上岸的杨梓棚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全身颤抖。
附近水果店的老板徐海红见状感到十分心疼：“这小伙子动作真快，这么冷的
天，他上来时全身都湿透了，冻得通红，真是不容易。”

附近居民周云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不禁红了眼眶，“幸好这里的河水不
深，否则如果救人不成，自己也陷入危险怎么办？”

“当时脑海中只有救人，没想那么多。”杨梓棚回去冲了个热水澡，又继续
值班了。

不是第一次见义勇为
杨梓棚2005年出生，不久前刚刚度过了他19岁的生日。
2024年1月，杨梓棚在老乡的推荐下，从河南来到了台州。他发现：“这座

城市对年轻人非常友好，充满了机遇。”
仅仅一年的时间，表现突出的他，便从一名普通的小区保安，晋升为秩序

队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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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 赛

这几天，寒风凛凛，冬意浓浓，但
在黄岩石窟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现场，
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1月
16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游客中
心、停车场正紧锣密鼓地施工中，游
步道、栈道的亮化工作正有序推进
中，石窟内咖啡馆、礼品店等商店正
陆续进场布置……1月22日，焕然一
新的千年古迹将与市民相见。

黄岩石窟文化中心项目是黄岩实
施城乡有机更新、加快文旅深度融合
的重要项目。景区位于黄岩区江口街
道山下郎村，占地约20680平方米，规

划游线总长约2000米，由清华大学徐
甜甜教授团队操刀设计，秉持“空间设
计+文化建设”双核理念，在保护性修
复石窟群落的基础上，匠心打造出城
市客厅、文娱休闲、主题餐厅三大风格
迥异的洞窟，令人耳目一新。

“为抢在春节前开门迎客，这一
个月来我们加班加点、全力冲刺，目
前主要进行一些补充施工和扫尾工
作。”开园日子越来越近，台州市永宁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陈
剑几乎每天都会来工程现场，“我们
要确保每个环节都按时完工，消除每
一个安全隐患点，尽最大努力让石窟
以完美姿态呈现。” （下转第三版）

黄岩石窟：
全力“备战”迎重启

新春走基层·探访工地

台传媒记者葛佳宁

这些天，在路桥区金清镇高升
村，村民们为1月19日的年猪宴而紧
张忙碌着。区级文化特派员张任琼参
与策划，“这场村宴发掘了村里的非
遗文化，也能通过春节氛围，吸引游
客购买村民手作的高升糕和香肠，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

张任琼是去年来路桥的 13名文
化特派员之一。“从民众中来，到民众
中去”，他们持续服务乡村，深耕文
化，以创新之举，实现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夯基提质。

文润乡村 点亮生活
举办年猪宴，是张任琼发掘乡村

文化的方式。同时，她更热爱在高升

村汲取音乐灵感。
1月 13日，路桥区 2025年“我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大年”暨“我
们的村晚”活动现场，张任琼主创的
歌舞节目《海上牧歌》作为第四篇章
的压轴节目演出。这个节目荣获浙江
省第二十二届群众音乐大赛金奖、
2024年度浙江省十佳优秀歌曲、2024
年浙江省村歌大赛“我要上村晚”系
列选拔活动二等奖。

自去年 7月，被选派到金清镇高
升村担任文化特派员后，张任琼经常
和村里的文艺爱好者相互交流，碰撞
创作灵感。《海上牧歌》就是取材于金
清镇的海洋文化和围垦历史。

去年10月，在第九届全国新农村
文化艺术展演开幕文艺演出的舞台
上，市级文化特派员章云燕主创的舞

蹈《龙跃神州》惊艳全场，舞者们手中
灵动翻飞的折纸龙，正是桐屿非遗之
一。这是唯一一个来自浙江省的节目。

去年，文化特派员们不断在路桥
各村牵头开展文艺精品创作，开展各
类展演、晚会 62场，此外还在乡村文
化礼堂定期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区级文化特派员谢沁妍便是其
中一名“理论宣讲员”。驻扎螺洋街道
水滨村以来，她组建螺洋街道“小螺
号”青年理论宣讲团，组织“90”“00”
后青年宣讲员开展宣讲研修活动，将
党的创新理论和“水滨故事”结合，为
村民带去理论“新声”。

文兴产业 助力发展
眼下，路桥区持续发挥文化特派

员赋能作用，帮助乡村深挖文旅资

源，擦亮地方产业品牌。
桐屿街道小稠村是“中国枇杷之

乡”，“枇杷文化”为章云燕提供了创
作灵感。依托小稠村枇杷文化，章云
燕试图打造文旅爆款，衍生了一系列
文创产品——卡通 IP形象“皮皮”玩
偶、胸章、抱枕、帆布袋等。目前小稠
村的系列文创产品获评“浙江有礼”
省级伴手礼，“稠记”枇杷露成功入选
浙江省第三批“我们的村礼”。

待到枇杷成熟时，章云燕准备
和村民一起策划举办枇杷采摘、枇
杷研讨、枇杷文化等系列枇杷嘉年
华主题节庆活动，打造集娱乐休闲、
农耕文化与农事体验为一体的枇杷
观光园，实现“建成一片果园、形成
一处景观”，带动休闲采摘，延伸旅
游消费。 （下转第二版）

从民众中来 到民众中去

路桥：“文化特派员”点燃乡村文化火种

台传媒记者钟露雅

新年伊始，我市就业公共服务工
作便呈现出一片火热景象。仙居县下
各镇综合服务站里，就业服务专员忙
着为求职者与企业牵线搭桥，自建立

“10分钟求职快线”并推出“1115”服
务功能后，该站已成功帮助多位水库
移民实现就业。

而在临海市江南街道综合服务站，

就业服务专员深入辖区企业走访调研，
详细记录下企业的岗位需求与技能培
训诉求。像这样的服务站点，正在全市
各地发挥积极作用，不断将优质的就业
公共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市六届四次党代会提出，全力做好
稳就业、促就业，推动“浙里就业”综合
服务站点试点建设，加强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打造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市。当前，我市

以“起跑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奋进姿
态，全面开启新一年的建设征程。

自去年开展“浙里就业”综合服务
站点试点建设以来，我市坚持政府主
导、资源集聚、服务集成、共建共享的
思路，全力构建“浙里就业”公共服务
体系，在组织建设上，我市将基层就业
公共服务融入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范
畴，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和组
织引领作用。 （下转第三版）

我市全力构建“浙里就业”体系

把优质就业公共服务送到“家门口”

彰显核心价值观·身边的感动 310

这几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让杨梓棚（左）感到
阵阵暖意。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台传媒通讯员金晓欣

临近春节，临海市汛桥镇光明村
内，光明溪谷营地运营方负责人潘晓
龙和工作人员忙着采买物资，做好迎
接客流高峰的准备。野地露营、围炉煮
茶、溯溪桨板，在这个小山村都能实
现，而在两年前，这里还是脏乱差的

“轮胎村”。
光明村实现惊人逆袭的背后，是

汛桥镇打造“临海·溪山有道”片区共
富项目，释放出的抱团发展、连片共
富新效应。“发展美丽乡村，要坚持规
划先行，突出产业支撑，最终实现村
民增收。”随着项目大力推进，汛桥镇

党委书记陈益群的初衷，正一步步走
向现实。

乡村振兴“变形记”
过去30多年里，光明村80%以上

村民从事废旧轮胎回收买卖生意，“轮
胎村”在全国小有名气。吃到“快钱”甜
头的同时，无证作坊低小散、环境脏乱
差等问题也随之显现。“村庄产业再不
转型不行了！”光明村党支部书记谢加
伦上任后，开始了大动作。

光明村四面环山，唯有一水相
隔，古称“燕窝地”，风景秀美。当时汛
桥镇正在谋划“临海·溪山有道”片区
共富项目，光明村“两委”班子瞅准时
机，大胆自荐。在镇里的指导下，村子

开始搞旅游。
光明溪谷营地，是光明村产业

转型引进的第一个文旅项目，集户
外体育、休闲、艺术等功能于一体，
2023年 5月在村内正式投运。试运营
期间，游客接待量就突破万人，营业
额达 40 余万元，村集体获得分红 5
万余元。

随着营地名气不断打响，游客如
流水般涌进村里，带动村民就业增
收：在营地打工的村民每人每天平均
有 200元收入，村里土特产价格和销
量也较从前翻番。

“以前在家没有活干，现在在营
地打打零工，一个月收入很不错。村
里环境好了，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

火。”光明村村民谢春琴笑着说。

片区共富“新路子”
“过去，村民也想用好村里的资

源，但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力量。如今
我们依托片区共富项目发展村庄经
济，心里很有底气。”谢加伦感慨，光
明村的先行探路，为盘活整个片区共
富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 2021年，汛桥镇就开始探
索南部农文旅融合新兴区建设，立
足当地“半城半山、一江三溪”的自
然资源优势和“洞天福地”文化资
源优势，谋划确定了“临海·溪山有
道”片区共富项目并完成项目规划
方案。 （下转第三版）

从鲜为人知到实力出圈，光明村惊人逆袭的背后——

汛桥：逐梦山水间 奔向共富路

台传媒记者张光剑
台传媒通讯员郭怡君

日前，仙居县《探索医疗器械全
链条增值服务打造最优创新环境》入
选 2024年第二批营商环境“微改革”
案例，这也是仙居应对科创型企业成
长难题的众多增值服务举措之一。

山区如何挣脱缺产业、缺人才的
发展桎梏？仙居以筑牢新质生产力为
底座，统筹推进传统药业转型升级、
医疗器械产业培育壮大，逐渐衍变出
以高新创新科技为核心、高层次创新
人才为支撑、产业能级高且环保生态
好的发展体系，形成了产出和效益共
生的“百亿产业生态集群”，仙居医械

小镇也被评选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
械为主题产业的特色小镇。

展望未来，仙居如何保持这一势
头，持续开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新
局面？

聚链成群 技术创新大有可为
“在创业之初，我就知道仙居发

布的创业资助、人才津贴等系列政
策。好好干、干得好，政府就能送来创
业就业‘大红包’。”丁博士是赛宁生
物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级人才、台
州市“500精英”创业高端人才，于创
业项目一期、二期、三期兑现了启动
资助1000万元整。

2018年，浙江赛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创办于仙居医械小镇。发展至
今，实现了实验室基础耗材、高值定
制耗材和试剂的一站式服务，研发产
品种类超 1000种，年产值达亿元以
上，被评为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成
功入选 2023 年中国生命科学服务
100强企业。

“好项目来之不易，立足自身职
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优质高效提供
人才、服务、资金等要素保障，为项目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仙居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胡松卫说。

目前，医械小镇重点招引可视化
诊断设备、精准手术机器人、智能康
复理疗设备以及高值医用耗材等四
大细分领域产业，兼顾了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和经
济增长方式。

为加强精准培育，仙居按照“落
地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晋升”思
路，聚焦医疗器械项目发展中的难点
堵点，以政策赋能化解企业需求。

在浙江亿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搬入医械小镇科技孵化园初期，仙
居提供创业场所免租支持，并根据企
业需求量身定制洁净车间免费供其
使用，这就是仙居对优质创业企业的

“双免政策”，最大程度助力项目早投
产、早达效。随着亿联康发展壮大，原
有场地不足以满足发展要求，仙居供
地 20亩，由亿联康自建厂房，满足扩
产需求。 （下转第三版）

新质生产力释放发展大动能

医疗器械新产业赋能仙居蝶变

乡村振兴进行时

培育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非遗表演迎新春非遗表演迎新春
1月 18日，仙居县朱溪镇，民间艺人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九

狮挪球”。1月17日至19日,为期三天的仙居县朱溪镇2025“庆新春促消费”乡
村年货大集在该镇牙哥户外营地幸福里驿站举行。年货促销、非遗文化活动展
演、年猪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赶集购买年货、体验年味，
喜迎新春。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台传媒通讯员赵碧莹

忙碌的生产线上，机器林立、
轰鸣声声，一条条机械臂，灵动翻
转；设备通道与产品货架间，AGV
小车奔跑着，自动完成物料定点运
输；生产指挥中心“智慧管理驾驶
舱”屏幕前，数据跳动，生产进度设
备状态、标准能耗等数据实时更新，
一目了然。

这是1月8日利欧泵业集团浙江
温岭基地的景象。借力5G技术，利欧
泵业不仅实现了主要生产设备的数
字化智能互联，而且连接起了工厂订
单、计划、生产、质量甚至供应商等各
个环节，让生产要素应连尽连，实现
了数据的高速互通。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关于2024年5G工厂名录的公示》，
利欧泵业 5G+数字孪生智能工厂入
选国家 5G工厂名录，它是水泵行业
全国唯一入选案例，也是温岭第一家
国家级5G工厂。

“利欧泵业浙江温岭基地自2015
年起，便开始布局智能工厂建设，其
中农用泵数字工厂还成为工信部智

能制造示范。”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康湘兰说，之后，利欧也
没有停下探索智能化、数字化管理的
脚步，建成了独属于利欧的数字管控
体系。“在这个数字管控体系里，SRM、
MOM和智慧管控平台都是100%按我
们自己的构想来编写流程建立的。”

在此基础上，今年年初，利欧泵
业启动了 5G数字孪生智能工厂建
设。“我们为什么要打造 5G工厂，目
的就是为了让生产效率更高、产品
质量更稳定，生产管理更简单。”康
湘兰表示，以生产订单为主线，利欧
打通了订单管理、质量管理、固定资
产管理，能源管理、安环管理、供应
商协同等全生产要素数据通道，不
仅消除了信息孤岛，激发员工自驱
力，而且也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了
有效的依据。

“最大的感触就是生产操作更
方便了。比如说，我们一年要生产几
百万台水泵，型号有 2.5万多个，单
一个产品可能就需要几十种物料。
以前员工确认物料需要自己一个一
个核对，现在通过手机扫码，就能自
动核对准确性。” （下转第三版）

装上“最强大脑”，为发展加“数”度

利欧泵业成功打造
国家级5G工厂

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