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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在路桥区路桥街道，83岁的叶春友正在创作板报。叶春友用粉
笔画板报多年，除了创作田洋王村的板报外，他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当地其
他村（社），一心公益画板报。 台传媒通讯员贺新国摄

板报迎新春板报迎新春

新春走基层·寻找年味

本报讯（记者孙金标 通讯员江
文辉）1月 25日上午，温岭市礁山渔
港小镇核心区改造项目一期9栋大楼
工程全部结顶，整个工程比原计划提
前了30天。

礁山渔港小镇项目是浙江省
“千项万亿”项目，是台州市重点
项目，也是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建

设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温岭向海
图强的重要枢纽。项目总投资额
为 27 亿元，是集鲜活批发、冷链仓
储、综合服务、文旅与新消费业态
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渔业智慧供应
链综合体。

“项目自启动以来，我们始终坚
持高标准打造，围绕年度计划目标，

狠抓质量、安全、进度，严格落实细
节把控，提前实现一期主体结构的
全面结顶。”温岭市城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应
璐兵介绍。

据了解，年前项目部还安排了桩
机进场施工，主要对山体进行桩基施
工，保证年后砌筑、粉刷、幕墙和市政

工程能够顺利推进，争取在6月30日
前完成建设工程。

应璐兵表示，下阶段，温岭市城
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将联合
松门镇等相关单位，科学组织调度，
强化项目监管，确保在 2026年 11月
实现全面竣工交付，助力温岭构建

“两城两湖”新格局。

提前30天完成

温岭礁山渔港小镇项目一期主体工程结顶

台传媒记者朱玲巧

黄岩区屿头乡布袋山村被称为
“馒头村”。1月 25日，布袋山过大年
活动的小吃街上，一家五彩缤纷、造
型独特的馒头店格外引人注目，远近
闻名的布袋 8 号馒头店换了“新掌
柜”——95后青年戴彬捷及其创业伙
伴们。

戴彬捷在黄岩北城长大，2024年
11月底，他带着广东的创业伙伴沈月
来到布袋山，重温记忆中的味道。

当听到这群年轻人谈论“抖音、
流量”等话题时，前村党支部书记、布

袋8号馒头店老板黄官军立刻加入了
对话。他正为妻子手部受伤，店铺后
继无人而发愁。

“布袋山的馒头品质好，我们还
有美酒、豆腐和高山杨梅。现在国家
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你们有流量，
我们有馒头，‘1+1’肯定能成功。”黄
官军说。

这一聊，就从上午11点聊到了下
午4点，双方谈得非常投机，最终戴彬
捷下定决心，在布袋山创业。

布袋山的村民很快就接纳了这些
“新村民”：黄官军不仅指点布袋山馒
头传统制作工艺，还将店铺以低价租

给他们；对面的“一号山庄”农家乐老
板看到他们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便主动送饭给他们；周围的邻居看到
他们缺少设备，就把自家的炉灶搬过
来……这让这群年轻人感动不已。

每天凌晨 4点开始，他们要调配
料、和面、发酵、塑形、蒸馒头……戴彬
捷将布袋山馒头的传统手艺与沈月家
乡广东的粤式点心相结合，创造出新
的风味。目前，店内有玫瑰红豆卷、芝
麻核桃卷、紫薯芋泥等十几种产品。

“现在每天能卖出两三千个，而且
复购率很高。”戴彬捷说。常常忙到晚
上10点多，但是内心感到无比踏实。

他们不仅记录自己制作馒头的
过程，还将镜头对准了布袋山的自然
风光和淳朴村民。一条记录在大山中
揉制馒头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获得
了超过20万次的播放量，无形中给布
袋山“打了广告”。

“新的一年，我们还计划开一家
新店。”当天，黄官军还给他们带来了
一个好消息：随着“布袋山唤醒”计划
的推进，布袋山的180多间老房子中，
首批23户已经租出进行连片开发，村
民们因此获得了约 37万元的租金收
入，以后想扩大店面根本不用愁，这
将是新旧结合的双赢。

揉馒头视频播放量超20万次

布袋8号馒头店迎来“新掌柜”
台传媒记者庞晓栋

1月 24日早 6点，李乐行和往常
一样，洗漱完毕后早早地赶到了浙能
台二电二期扩建项目施工现场，开始
摆放和拼接材料。熟练地完成一套固
有流程后，他配合吊装机上的工友进
行吊装运输作业。

李乐行是安徽人，今年48岁，虽
然来到这个项目才 20多天，但他有
着满满的责任感。“春节就在工地里
过了，为项目进度贡献一份力。”他
说，“这里工友们之间相处得很融洽，
而且春节期间工资也高，能多贴补点
家用也是好的。”

有人带着责任坚守岗位，是因为
期盼着更好回家团圆。

当天上午，记者在项目施工现
场看到，3、4号锅炉钢结构主体框
架已完工，正在进行两台机组锅
炉受热面组装和吊装工作。由于
锅炉高约 120米，施工现场又被一
层绿色“天幕”罩了起来，站在项
目外围，几乎看不清施工人员，只
有一楼室外，十几位工人正在搬运
材料。

“近千名工人分布在各个标段场
所，在各自岗位繁忙作业。”项目工程
部副主任李文杰介绍，比如锅炉受热
面组装，相当于核心设备，它的焊口
数量多，加之高空吊装，需要不少工
人配合。

据悉，浙能台二电二期扩建工
程项目是省“十四五”期间重点建设
项目、省能源“绿保稳”及“千项万
亿”工程，项目建设两台 100万千瓦
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
组，建成后年发电约 100亿度，将有
效缓解浙江省电力负荷增长和能源
保供压力。

说到春节假期是否回家话题时，
工人们这样回答，“过年干活工资高”

“每天好几百块钱补贴”“抓紧干完再
干下一个”……

浙江火电项目经理夏力介绍，春
节期间，项目部将合理排班，组织留
守员工开展 GIS 电器设备安装、汽
机房行车安装、磨煤机过轨吊安装
等工作。另一方面，项目部为坚守岗
位的工人发放了新春礼包，努力让
坚守岗位的工友们也能感受到过年
的温馨。

近千名工人坚守浙能台二电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为项目进度贡献一份力

新春走基层·探访工地

台传媒记者张 怡

1月 22日，天台县白鹤镇白鹤殿
村双柳亭文化礼堂竣工庆典暨“我中
意的村晚”活动举行。

“开门红呀个好模样，漫天锣鼓
敲不够热闹欢畅……”白鹤殿村腰鼓

队率先登场，带来《欢庆腰鼓》表演，
激昂的节奏、欢快的舞步，瞬间点燃
了现场气氛。

“这个节目，我们 16个人排练了
3天，特意选《开门红》作为配乐，寓意
好。文化礼堂建好后，我们排练、表演
有了场地，挺好的。”白鹤殿村村民周

水花说。
紧接着，白鹤镇本土文化团队白鹤

浪漫桃源越剧社、义宅俱乐部带来《双
烈记》《打金枝》《碧玉簪》等越剧选段，以
及舞蹈《福门开好运来》，地道的唱腔、
漂亮的身段，赢得了村民阵阵掌声。

陈阿婆是个“越剧迷”，坐在台下

不自觉跟唱了起来。在她心里，看戏是
年味最足的一件事，“我今年 70多岁
了，以前不是家家户户有电视，大家最
开心的就是过年聚在一起看戏。”

“越剧是江浙地区的特色文化，
也是村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
办‘村晚’，就是要让村民们看得开
心。”白鹤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卢伟彬表示，新落成的文化礼堂总
投资 280万余元，共有 110位村民参
与捐赠。未来，将以此为阵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村民从牌桌
前、手机屏幕前，拉到舞台前，丰富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白鹤殿村——

新文化礼堂里的“村晚”

台传媒记者张笑川雨

1 月 24 日，下过雨，在中煤玉
电 1×1060MW 大型清洁高效煤电
项目的施工现场，道路有些泥泞，
但抵挡不住大家施工的热情：现场
十几台挖机同步作业，100 多名工
人正在进行主厂房、烟囱等区域基
础施工。

“现在项目整体进展比较顺
利，我们会尽力按照排好的时间节
点正常交付，预计在 2月底能够实
现主厂房基础出零米。”建筑一队
班长丛文龙是内蒙古人，从事电力
施工项目已经 20余年了，做起项目
来可谓“轻车熟路”。所谓基础出零
米，标志着主厂房内的基础基本完
成，具备开始上部建（构）筑物施工
的条件。

“钢筋施工对精准度要求高，必
须要细心。”钢筋班班长余晓波今年
53岁了，有 30多年的施工经验，“气
候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下
雨的冬天，天气寒冷，大家穿着雨衣

行动不便，施工完还要对钢筋进行
清洗。”

中煤玉电 1×1060MW大型清洁
高 效 煤 电 项 目 计 划 建 设 1 套
1000MW级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建
设高效烟气脱硫、脱硝、除尘装置以
及配套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设施。项
目计划 2026年投产发电，年发电量
将达到53亿千瓦时。

“该项目场地原址位于老河道
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淤泥 30
米至 40米，桩基施工和地基处理风
险大、难度高。”中煤玉电（玉环）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敏说，他
们和总包单位一起多次组织专家开
展专项论证，最终确保地基处理施
工安全高效。

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锅炉
基础高标准出零米，完成了锅炉第
一层二段钢结构吊装，烟囱桩基施
工完成 100%、主厂房基础施工完成
30%，煤场二级堆载、循环水路由施
工正加速推进，输煤和脱硫系统将
在春节后陆续开始施工。

中煤玉电大型清洁高效煤电项目——

安全高效施工 2月迎节点

1月22日，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
咨询求职。当日，仙居县2025年“就
业援助月”第四场大型招聘会在仙居
吾悦广场举行。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
同步进行，100余家企业为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
等提供3000多个就业岗位。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节前招聘求职忙

（上接第一版）
从台州民间故事漫画集、美食手

绘地图、台风科普动画，再到为台州
博物馆、台州科技馆、台州图书馆等
设计 IP文创，陈佳维带着团队，以奇
妙的构思与灵活的画笔，描绘出山海
水城的文化魅力。

“对于设计师而言，要把东西做得
好看是最基础的事情，但单纯好看的
文创是经不起推敲的，它得要有文
化。”陈佳维说，“如果只是像复读机一
样去继承传统文化，那也是很简单的，
如何用新形式去挖掘、传播这些文化，
在情绪上打动受众，才是最难的。就像
柴，它是台州人自己的梗，大家都懂。”

2022年，陈佳维开创了“野菜艺
术家”文创IP，这也是巨鲸从乙方转向
甲方、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华丽转身”。

“之前，总有许多想法被否定，既然
别人不做，那就由我们自己来做。”她将自
己与团队成员形容成一个个愤怒的

“rocker（摇滚人）”，带着一股股怒气前行。
在“YI织章鱼”净海行动中，“野菜

艺术家”带着志愿者们向蔚蓝而行，以
海洋垃圾实现艺术共创；在被遗忘的
街头巷尾、老旧厂区中，一朵闪现的大
黄花呼唤人们前来踏足……“野菜艺

术家”们用一个个行动，在年轻人中被
赋予了“有趣”“好玩”“有想法”的标签，
也成为了各地文化活动的口碑担当。

在陈佳维看来，IP不是单纯的
一个卡通形象，而是一股生命力。“我
希望野菜艺术家这个 IP——又野又
菜，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年轻人的精
神。即便说，我还年轻，还做得不够
好，但是我有那份热爱就够了。”

在未来，她希望通过社群发起更
多野菜共创计划，带着台州更多年轻
人去玩，给他们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去
发展、去热爱。

【青年说】

在陈佳维的眼中，台州是一座极具
潜力的城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回乡发展，带回了外面世界的见闻
与经验，也带来了许多新颖且时尚的生
活方式和创意玩法。这些新鲜血液的注
入，为台州的文化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她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像她一样
的年轻人，投入到本土文化的挖掘与
传播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己
的价值和发展空间，共同见证并参与
这座城市不断成长的美好旅程。

陈佳维：做文创
不能做好看的“复读机”

（上接第一版）

无还本续贷助力企业
“轻装上阵”

“今年行情一直不太好，我们正
为到期贷款怎么还发愁呢。”去年 12
月，天台一家制造业公司的抵押贷款
额度即将到期，负责人愁眉不展。

建设银行天台支行在“千企万户
大走访”活动过程中了解到，该企业
作为当地规上企业，需在年前结清上
游供应商的货款，而货款支付占用了
自身经营现金流，因此面临全额归还
1000万元贷款的巨大压力。于是该行

运用无还本续贷政策，直接对企业到
期贷款进行续贷，最终仅用两天时间
便完成了续贷手续。

银行机构积极贯彻落实无还本
续贷政策，正是金融监管部门提出的
融资周转“无缝衔接”的生动体现，及
时解决客户“急、难、愁、盼”心头事。

据了解，我市是全国率先推广
“三个零”（即零周期、零门槛、零费
用）无还本续贷业务的地区。国家金
融增量政策出台以来，台州金融监管
分局指导银行机构将续贷服务拓宽
至中型企业，推动银行优化续贷流
程，在贷款到期前主动与企业对接续

贷需求，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截至
2024年末，全市无还本续贷贷款余额
1932.25亿元，较年初增加 401.45亿
元，余额规模继续居全省前列。

精准“输血”房地产市场
自2024年《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发布以来，我
市深入研究协调机制下的项目融资
新要求和新特点，积极主动地依据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对房地产项目进行
评估，梳理项目情况和融资需求，强
化项目分类闭环管理，确保符合“5+
5”标准的房地产项目均被纳入“白名

单”。同时，多个政府部门积极协同推
进项目问题修复，目前已有 4个项目
成功修复问题后纳入“白名单”，得以
获得融资支持，确保项目建成交付。

在台州市第一批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白名单”下发后，我市金融机
构快速行动、积极对接，通过建立绿
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
限等措施加快放款速度。2024 年 3
月，浙商银行台州分行成功投放我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建立以来首笔
贷款，向三门县某房地产公司发放
5000 万元开发贷款，快速精准“输
血”，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悉，目前我市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白名单”项目已累计获得融资
288亿元，融资落地率居全省前列。

“一揽子”政策在台州“直达快享”

（上接第一版）2024年，全镇新增种植
黄精、油橄榄等作物800余亩，为村级
集体经济增收50余万元。

在此基础上，该镇持续开展“寻
找百名乡村振兴CEO”行动，全面排
摸、积极招引爱农业、懂技术、懂经营
的人才返乡入乡干事创业，助力家乡
乡村振兴。

针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内
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珠岙镇

“乡村振兴 CEO”章海萍在山岙村
“上岗”后，从置换资源、盘活资产
寻找突破口，以租赁厂房和承包茶
园的形式与村里开展合作，为村集
体带来 10 万元/年的集体经济收
入。另外，还成立了云茗共富工坊，

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和用工岗位，
并按照高于市场 5 元至 10 元/斤的
价格收购鲜叶，既保证了村民的基
本收入，又能让他们获得长期稳定
的收益。在章海萍的带动下，茶园
的茶叶从一季春茶升级到春夏秋

“三季”茶。
这是珠岙打造特色项目，发展

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从“无人问
津”到“群英荟萃”，眼下，珠岙镇辖
属的 34 个行政村依靠自身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特色资源等优势，争相
探索出产业致富、工坊带富、村企
共建等多元发展模式，助力集体经
济步入“快车道”、乡村振兴跑出

“加速度”。数据显示，全镇经营性
收入 30 万元以上的村已由 2023 年
的 6个增加到 2024年的 24个，同比
增长 300%。

珠岙：为乡村“画农点金”

（上接第一版）即明确监管部门开展
行政检查、行政指导、教育培训、
应 急 演 练 等 工 作 应 当 遵 循 的 规
则，逐一确定行政检查的具体事
项、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检查频

次和整改要求等；明确经营主体
合规经营应当执行的管理、技术、
安全等标准，逐一确定证照办理、
场所条件、制度建设、自查自检等
要求。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协调处
负责人卢鸿表示，《餐饮行业跨部门
综合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出台、应用
和实施，有助于遏制乱检查，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从政府侧看，监管部门

科学统筹行业跨部门检查计划、合
理确定检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
企检查频次，规范监管行为，有效提
升监管透明度，杜绝随意检查现象；
从企业侧看，是企业合规经营、开展
自检自查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推动
企业主动落实主体责任，稳定市场
预期。

台州出台《餐饮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则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