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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沈海珠文/摄
蛇年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张灯

结彩，年味越来越浓，春节饰品消
费红火、美容行业升温……“美丽
经济”市场沉浸在一片火热之中。

春节饰品热销

1月 19日，记者在黄岩小商
品市场销售春联、中国结、灯笼
等春节饰品的摊位区，红红火火
的气氛扑面而来，各式各样的对
联、福字、灯笼和窗花让人眼花
缭乱，前来批发热销春节饰品的
商贩络绎不绝，也有不少市民前
来选购心仪的饰品为家中增添
喜气。

记者了解到，自农历十一月
中旬以来，春节饰品批发进入高
峰期，不管是中国结还是成串的
小红灯笼都十分受欢迎。一家销
售中国结、挂件等新年饰品的商
户负责人黄建告诉记者，“随着
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购买
饰品装饰家居成为时尚潮流，我
们紧抓春节这个商品销售旺季，
早早在批发高峰期来临之前就
备好了货。”

“今年的生肖蛇卡通形象特
别呆萌，我挑选了好久，终于选了
几对喜欢的蛇年立体生肖福字春
节年画。”正在挑选饰品的市民王
女士说。

据春节饰品销售摊主张海
明介绍，今年的饰品在种类和
材质上都比往年丰富。“现在最
受市民喜爱的是俏皮可爱的蛇
年生肖饰品。春节饰品因材质、
大小、造型不同，价格略有差
异，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除此之外，台州各大商超也
将春节饰品摆放在显眼位置。路
桥大润发超市还专门开辟了区
域，造型各异的蛇年毛绒玩具、挂
件，种类繁多的中国结映入眼帘，
商超内循环播放着迎接新春的喜
庆歌曲，节日氛围十分浓厚。

“春节临近，越来越多的市
民选购新春饰品、灯笼，还有春
联，我们商场专门将这些物品集

中摆放，不仅增加了节日的喜庆
氛围，也方便顾客按需选购。”该
商超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美发店人气旺
春节临近，随着“美丽消费”

持续升温，大街小巷的美容美发
店忙碌了起来。

“我早上 8点多就来这边等
着了，昨天来过一次，人实在太
多，根本轮不到。”正在烫发的王
阿姨告诉记者，她才来没多久，
又来了不少顾客，现在还在旁边
等着。

“过年前一两个星期都是理
发高峰期，现在我们营业时间提
前不少，依旧有顾客早早等在门
口了。”黄岩澄江街道的一家美发
店负责人吴冬青和妻子经营一家
理发店。

“美发店的淡旺季很明显，每
年‘五一’过后就开始进入淡季，
直到 9月中旬才开始缓和，而大
部分顾客都要赶在春节前做头
发，这使得顾客数量大增，这两天
来的人起码比平时多一倍，即使
妻子一起帮忙，我们也都忙到半
夜。”吴冬青说。

春节到来，不仅像吴冬青这样
的夫妻小店生意红火，其他美发会
所和美发沙龙的人气也很旺。

下午是美发店生意最好的时
候，黄岩横街的新领先美发沙龙
内的美发师们忙得脚不沾地。

新领先美发沙龙的美发师小
张告诉记者，和平时选择洗剪吹
不同的是，现在来的顾客大都选
择烫发、染发，耗费时间长，而且
店内机器有限，不少顾客只能等
待，建议顾客尽量避开店内的人
流高峰期，避免不必要的等待。

在椒江区康平路的一家美发
工作室内，美发师一大早就进入
了工作状态。“元旦前后，来理发
的人数增长明显，平时一天预约
五个左右客人的发型师，现在一
天约客量都有10多个。但按往年
经验，过年前一星期左右，人会更
多。”该店员表示，现在烫发、染发
比较合适，做出来的效果也能保
持到春节。

年味渐浓
“美丽经济”市场热度高

台传媒记者周丽丽

蛇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台州不少市民已经开始为节日

“大餐”置办食材。作为年夜饭
的必备佳肴，海鲜产品的销售
已经开启“春节模式”。

“‘春节送礼送健康’，海鲜作
为滋补、养生的佳品越来越受欢
迎，如今临近年节，海鲜市场也将
迎来一年中的销售高峰。”椒江万
济池农贸市场卖海鲜的陈师傅经
营水产生意已经 20 多年，他表
示，随着春节临近，这段时间，部
分海鲜价格也一路飙升。

“3两到 5两的大黄鱼，每斤
价格已经近 200元，价格比之前
上涨了不少；一斤半以上的油带
120元一斤。”陈师傅说，这几天，
每天卖出去近 100箱海鲜，再过
几天，日批发量还要大，可以达到
200箱左右。

临近春节，海鲜价格都会上
涨。但是，今年有个有趣的现象。

“海鲜品相好的价格涨得特别高，
品相一般的价格涨得不多。”陈师
傅举了个例子，台州人喜欢吃鲳

鱼，现在 4两以上鲳鱼的身价倍
增，而 2两左右的鲳鱼价格和平
时差不多。

每年春节前，本地居民提前
置办年货，大多是送朋友的。“台
州人好客，喜欢把好的送给朋友，
然后自己吃的比较省。”在椒江云
西路卖海鲜大礼包的姚老板介
绍，“礼包上，大家都会选择个头
大的、品相好的。春节这会儿，这
些好东西大家都抢着要，准备送
人，所以身价倍增。而那些品相差
的，台州人大多留给自己吃，价格
也实惠。”

姚老板表示，这星期以来，他
们的海鲜礼包发货量每天有百余
箱，海鲜大礼包根据食材不同，价
位普遍在 800元至上千元不等，

“虽然都说消费降级，但是大家送
亲朋好友的选礼上都没有降级。
海鲜这一块，还是1000元这一档
卖得最多。”

另外，记者了解到，为满足
春节期间市民的需求，今年台州
海鲜市场不少国外高档水产品
较受欢迎，如俄罗斯帝王蟹、面
包蟹、挪威三文鱼等。

海鲜市场
开启“过年模式”

优质海鲜身价倍增

路桥大润发超市春节饰品专区。

本报讯（记者章 韵 通讯员徐晓咪）
“碰到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了了之，没
想到这次‘打水漂’的钱还能要回
来！”日前，路桥的王女士难掩激动的
心情，她说，她已经收到颖作烘焙店
返还的充值款余额，非常感谢路桥区
消保委组织他们 25位消费者进行集
体诉讼，并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原来，自去年1月起，路桥区商务
局陆续接到多起涉及颖作烘焙店的
投诉，消费者反映位于路桥万嘉广场

的颖作烘焙店突然闭店关门，充值的
预付款无法进行消费或退款。经路桥
区消保委调查了解，2024年 4月至 5
月近 1个月的时间内，该店接连办理
经营者变更和注销登记，店家的操作
明显存在利用变更经营者逃避债务、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嫌疑。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路桥区
消保委向成员单位提议支持消费者因
预付式消费服务纠纷提起集体诉讼，该
提议获得路桥区人民法院、路桥区人民

检察院、路桥区商务局、路桥区市监局
以及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这也是台州预付式消费领域的
首例消保委支持集体诉讼案件。

2024年 8月，路桥区消保委向社
会发布《关于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的
公告》，组织消费者向区消保委或区
商务局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并选任
诉讼代表人。12月 31日，诉讼代表人
正式向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集体诉
讼，2025年1月6日，经路桥区人民法

院组织诉前调解，被告人颖作烘焙店
愿意偿还 25名消费者的预付充值款
8220.9元。1月 9日，律所收到款项后
第一时间返还发放至消费者账户。

预付卡消费成为不少商家“拴住”
消费者的模式，然而，一旦关门“跑
路”，消费者想追回余款相当困难。路
桥区消保委副秘书长张丽介绍，此次
路桥区消保委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的
方式，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改变了以
往消费者单打独斗的状况。

台州首例预付式消费服务纠纷集体诉讼获胜

台传媒通讯员金曼春

寒冬时节，在黄岩区院桥镇新
岙里村的 100余亩闲置地上，一辆辆
挖土机、推土机、运输机来回穿梭，
忙着平整犁底层及耕作土，筑起田
埂；几十名施工人员正砌筑挡墙、拌
混凝土、浇筑渠道、修建道路，现场
一派忙碌景象。同样的场景，还出现
在该镇樟前村、左任新村。

针对近年来老基地、空闲杂地、
荒芜山坡地等闲置土地增多的情况，

院桥镇加快推进多田套合土地整治
工作，破解占补平衡难题，确保耕地
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该镇自 2023
年起立项垦造耕地项目 8个，规划总
面积919.28亩。

在整治过程中，院桥镇把多田套
合土地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制
订土地整治实施方案，做到定任务、
定时间、定质量，开展好土地整治工
作。此外，院桥镇还根据整治村的实
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同

时，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
介绍、出动宣传车、悬挂横幅、张贴标
语等多种方式，营造出浓厚的氛围，
使大家认识到土地整治是利国利民
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落实由整治
所在村干部共同参与，工程全过程接
受群众监督的准则，以实际行动赢得
群众对土地整治工作的支持。

此次多田套合土地整治项目的实
施，突破了原有道路和水渠的限制，重
新规划了路网和渠道网，有效化解了
农户之间因土地边界和用水问题而产

生的矛盾纠纷，这极大地激发了干部
和群众参与土地整理的积极性，在全
镇掀起了土地整治的热潮。

目前，泾前村、梁湖桥村、前后
宅村、永友村 4个村完成垦造耕地项
目，入库水田 293.1亩、旱地 10.8亩；
新岙里村、樟前村、左任新村等垦造
耕地工程将在今年 5月左右完工。届
时，昔日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将改造
成一丘丘“路成网、渠相通、沟相连”
的标准梯田型农田，改善耕作条件
和防洪能力，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昔日闲置地 今朝变良田

院桥掀起闲置土地整治热潮

台传媒记者李 平文/摄
“从19岁当学徒起，我造了50多

年船，从小木船到万吨大轮船，我对
造船行业有激情、有成就感，如果身
体允许，我想做到75岁再退休。”

近日，在三门海滨船舶修造有限
公司见到王宝富时，这位年近七旬的
老人眼中依旧闪烁着对事业的热爱，
心中涌动着对未来的期许。

岁月虽老，梦想不衰。

崭露头角

王宝富出生于临海杜桥镇川南片
戴家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69年，家
境贫寒的他，小学毕业后无奈辍学务
农。“那时候家里穷，只能放弃读书。”
但仅靠务农的微薄收入难以维系生
计，王宝富决定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彼时，木匠与泥水匠的手艺炙手
可热，拜师学艺却非易事。唯有造船
行业，因其工作环境艰苦，鲜有人愿
意涉足，这反倒为王宝富提供了宝贵
的契机。

1974年，经由熟人牵线搭桥，19
岁的王宝富拜入一位在椒江前所造
船的杜桥同乡门下，自此与造船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

“我当时想着，别人能做的，我也
一定能做到，把这门技术学到手，将
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王宝富坚定
地说。

在跟随师傅学艺的三年岁月里，
他异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
地学习钻研造船技术，并展现出了极
高的天赋。

在那个多数造船师傅凭经验和
感觉造船的年代，王宝富独具慧眼，
率先引入图纸，并推行标准化生产。
他深知，单纯依靠经验造船，不仅效
率低下，而且难以确保每艘船质量的
一致性。

“那时候，一些师兄弟觉得我搞
图纸是投机取巧，不过我师傅很支持
我，他也不是很懂图纸，但是看得到
图纸对造船行业的推动作用。”于是，
王宝富白天跟着师傅学艺，夜晚在油
灯下对着收集到的各类造船图纸反
复研究，并结合实际操作。

三年期满，王宝富顺利出师，掌
握了一手精湛的绘图技能。“一条木
船的图纸，我三个晚上就能画好。”

王宝富一出师就带着家里的兄
弟和亲戚一起干。1976年下半年，靠
着自己那手过硬的技术，他带着兄弟
和徒弟到象山石浦一带打拼。

在此过程中，年轻的王宝富展现
出了敏锐的商业洞察力，成立包工
队，从船厂承接造船订单并很快在当
地闯出了名气。

“我们按图施工，不仅造得快，材
料省，还质量过硬，外形好看。船东用
个几年转手价格也卖得起，船东们自
愿给我们加高工价，大家都要找我造
船，一年到头忙不停。”王宝富笑道，
因为造船队生意红火，自己的徒弟在
婚姻市场很抢手。“媒人一说小后生
是我手下徒弟，对方就十分满意，知
道是有手艺能赚钱的。”

转型突破

时光悄然流转，1993年，造船行

业的市场需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木船逐渐在市场上失宠，钢质船
成为新的发展潮流。

“当时一看市场趋势，就知道木
船不行了，必须得转型。”王宝富说。

为此，王宝富聘请了江西船厂工
人及工程师前来指导，带领团队虚心
学习，从零开始制造钢质渔船。经过
数月的刻苦钻研和实践，他们成功交
付了第一批钢质渔船。

不过，转型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当时，江西船厂的工人和工程

师造到一半就跑回去了，后来我们就
找了几个当地船厂有技术的师傅带
着我们自己的徒弟们一起干。1998
年，我就买来一艘 800吨的钢质船来
改装 1500吨的油船。”在研究透钢质
船制造工艺之后，1999年，王宝富的
团队就自己设计制造了一艘 3500吨
的钢质油船，这一举震惊了当时的宁
波造船业。

“那时候，宁波也只有浙江船厂
能造3500吨的油船，你私人团队能造
3500吨油船？宁波船检处不相信，还
不给检验，后来浙江省船检局知道了
发文件要宁波检验处检验，这时候我
已叫江苏省船检局检验了，船都已下
水。”回忆起往事，王宝富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

为了养活自己的团队，也为了进
一步向市场证明自己建造的钢质船
质量可靠，王宝富就用那一艘改装的
1500吨船和自建的 3500吨船成立航
运公司，开展航运业务。

在运营的两年时间里，凭借良好
的质量和卓越的性能，这两艘船不仅
为王宝富顺利赚回了造船成本，还吸
引了不少客户，带来了众多制造订单。

“后来，这两艘船我转手几千万元
卖给其他船队了。2003年，我回三门
办船厂，靠的就是这笔钱。”王宝富说。

回乡创业

回到三门创业对王宝富来说，是
无奈更是机遇。

“在宁波地区造船的那二十几
年，换过好几次场地，都是租用别人
的。2003年那次是宁波那边的场地因
为城市建设需要拆除。”彼时，正是王
宝富造船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之时，
为此，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船厂未来的
发展方向。

在一筹莫展之际，王宝富意外地
邂逅了在三门港航部门工作的老朋
友。老朋友向他详细介绍了三门健跳
港发展造船工业所具备的优越条件，
以及当时三门县委提出的“开发三
港，建设三城”的战略构想。

这一信息让王宝富眼前一亮，经
过深思熟虑，他当机立断，决定把船
厂搬到家门口去，为振兴家乡经济作
贡献。

彼时，家乡政府也给予这位归乡
创业的游子极大的支持，提供了优惠
政策和完善的基础配套支持。在三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很快办好了土
地征用手续，编制了船厂工程设计规
划图，并从宁波带过来2000多万元资
金订购各种设备。2004年初，台州海
滨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在三门健跳港
破土动工。

回到家乡的王宝富，已然不再是
当年在宁波小打小闹的创业者。此时

的他，怀揣着更为宏大的目标，有着
清晰明确的规划，并招引专业技术团
队，引入先进制造工艺，升级生产设
备。“我们要做就做最好，打造一流的
造船厂。”

2005年，“海滨”投产后的第一
年，先后有 5艘 5000至 13000载重吨
的货轮下水，包括出口乌克兰的一艘
万吨货轮，结束三门无万吨轮出口的
历史。

2005年初，世界造船业中心从欧
洲转移到东亚，台州造船业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欧洲船主的目光。

王宝富乘势而上，除从传统的散
货船、油船、化学品船、集装箱船等制
造业务外，不断探索特种船的建造技
术，努力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推
动台州海滨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不断
迈向新台阶。

在台州造船业狂飙突进，势不可
挡的同时，嗅觉敏锐的王宝富也提前
洞见了潮退之后的隐忧。

“毕竟在造船行业做了 30年，了
解全球航运发展是有周期的，不可能
年年都需要造那么多新船。但换个角
度想，造出去的船总是要保养维修
的。”为此，在积极承接造船业务的同
时，王宝富也谋划起船舶修理业务的
布局。

涅槃新生

2008年，金融危机如汹涌浪潮般
席卷全球，台州的造船业遭受了沉重
的打击。一时间，订单锐减，众多船厂
纷纷陷入困境，甚至大量倒闭。

“那时候，日子真的太难了，订单
少得可怜，很多船厂都撑不下去
了。”王宝富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感
慨万千，不过在他心中，造船早已不
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难以割舍
的深厚情怀。因此，无论遭遇多大的
艰难险阻与挑战，他始终坚定不移地
坚守在造船行业，从未有过丝毫动
摇。“我们几个股东都是自己家里人，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相
信能挺过这波冲击。”

同时，王宝富更清醒认识到低谷
期是企业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蓄势待
发的机遇。2009年，他果断将之前还
是雏形的船舶维修业务布局正式提上
日程，投资建设船坞码头，为开展船舶

维修保养业务做好充分准备。“当时，
钢价也处于低谷，造船坞成本降低了
不少，原本需要上亿元的造价，最终仅
用六七千万元就顺利建成。”

此外，尽管造船业陷入了低谷，但
王宝富凭借在业内积累的良好口碑与
信誉，每年仍有一些客户慕名而来。

“就靠着一年一两艘船的订单，
我们维持住船厂的基本运转，养活了
船厂的工人。”王宝富说，在艰苦的造
船行业，技术工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2013年 7月，海滨船舶 8万吨的
船坞正式投用，年修船能力达60艘以
上。同年，王宝富的儿子王峰辞去中
国船级社验船师的工作回到三门，经
手船舶维修业务，为艰难的海滨船舶
带来了有生力量。凭借在中国船级社
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广泛资源，王峰的
加入，为船厂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先
进的技术，显著提升了船厂的质量标
准，进一步增强了行业认可度。

就这样，海滨船舶在逆境中顽强
地挺立着，度过了艰难的低迷期，为
后续的发展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2023年 9月，台州海滨船舶修造
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金普海运有限
公司签约，一次性签订 10艘 14亿元
的 59990DWT洋普超级节能散货船
建造合同。当时，这笔订单不仅创下
了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的签单之最，也
创下了台州市船舶行业一次性签单
新纪录。

“这两年，我们的订单情况逐渐
恢复到理想状态。2024年，我们产值
达 4亿元。目前今年和明年的订单都
已经排满了，还有一部分订单排到了
2028年。”王宝富说。

走一步，看三步。抢抓台州港口
岸扩大开放、国家支持船舶工业领域
设备更新等机遇，王宝富大手笔投入
资金，对整个工厂进行升级改造，扩
建船台，更新设备，建设舾装码头。

经过改造，原本露天生产的分段
船舶制作全部转入车间，打破了以往
造船受天气影响的局限，还大大提高
了交货周期的可控性；两台龙门吊从
150吨更新为 400吨的，5000吨货物
码头兼靠3万吨舾装码头也于近期完
成竣工验收，进一步提升了海滨船舶
的船舶修造能力。

“2025年，我们估计能做到 5个
亿。”王宝富信心满满。

从造近海小木船到造万吨巨轮，坚守造船业五十载

王宝富：乘风破浪向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