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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记者从第二十届浙江塑料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塑交会将于 10月
15日至18日在台州市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塑交会以“绿色、智造、共富”为主题，全面展

示塑料相关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

“世界塑料看中国，中国塑料看台州。”20世纪50年代至今，台州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

大、集聚度最高的模具生产基地，及全球塑料制品的重要加工基地，“中国模具之乡”“中国塑

料日用品之都”享誉海内外。

当前，我市更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专业化程度高、配套体系完善的模塑产业群，拥有模

塑相关企业1.2万余家，从业人员30万余人，规模以上企业464家，实现规上产值390亿元。

10月，正是全球塑料行业的重要采购季。为更好地帮助塑料行业客商展示企业品牌、交

流行业信息、广交合作伙伴、寻求发展商机，10月15日至18日，我市将举办第二十届浙江塑

料交易会。

本届塑交会都有哪些特色、亮点？

据介绍，本届展会新增10000平方米的室外展区，总展出面积达4万平方米，相比上届增

加 14.3%。同时，展会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吸引了 650多家企业参展，共设展位

1800个；预计吸引专业观众3.5万人次。

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台州2021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发展峰会暨跨境选品大会等论坛和活

动。

“这次，相关专业论坛就有20多场，我们特邀了国内塑料行业专家团莅临现场，对技术难

题、热点政策、市场趋势等方面进行关键指导。”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贺文清介绍，另外

也将开展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的一站发布，帮助业内人士更全面、准确地把握最新行业趋

势，从而抢滩塑料产业价值高地。

选品、布展……这几天，参展企业们忙成了“陀螺”。“我们会积极配合好这场‘家门口’的

塑交会，也希望能收获可观的订单量。”台州市双马塑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自山东临沂、江苏昆山、湖南长沙等30多个省市的专业市场采购团，也已陆续抵达台

州，“摩拳擦掌”准备大批量采购。 记者 陈轶男

“绿色、智造、共富”，第二十届浙江塑料交易会将于10
月15日开幕

抢滩塑料产业价值高地，等你来！

不仅人需要医生，你知道吗？高铁也有“医生”。昨日上午7时23分，一列CRH380AJ-0203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绍兴北站出发，对杭台高铁进行逐级提速综合测试，这是“黄医生”首次

在杭台高铁上“试跑”。当日逐级提速到200公里/小时，标志着该条高铁经过前期相关测试达

标后进入联调联试新阶段。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是集“高精尖”于一身的高铁“体检”医生，主要配置了通讯设备、各种

传感器、摄像头等，将对沿线轨道、路基、通信信号、车辆动态、接触网等进行实时检查，同时

对相关系统间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测试。

每当中国有高铁新线路开通时，它就会率先奔驰在即将开通的铁路上，扮演着“先驱者”

的角色。虽然看起来和普通动车组很像，但它不载客，车身为黄色涂装，因此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黄医生”。

此前，杭台高铁已完成静态验收、冷滑热滑试验。接下来，“黄医生”还将通过“折返跑”采

集分析相关数据，完成逐级提速测试，对沿线轨道、信号、通信、电务、综合接地等多个设备项

目逐一“把脉”，直至满足开通运营条件。

杭台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全长约266.9公里，沿线串联起鲁迅故里、天姥山景区、

天台山景区、台州府城墙等一大批名胜古迹，是省内的一条黄金旅游通道。年底开通运营后，

将连通沪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深高铁，接入长三角地区高铁网，使台州到杭州的铁路出

行时间，缩至1小时左右。 记者 谢雅婷

逐级提速到200公里/小时

“黄医生”试跑
杭台高铁进入联调联试

漫步台州的大街小巷，各式各样的溢美之词从市民口中脱口而出。

充满书卷韵味的现代图书馆、带着鲜明特色的市民文化礼堂、设计感极强

的文创园区……这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无不展现出城市的精致魅力。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亲和力、向心力的聚合平台，决定着一

座城市的文化品质、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近来，台州越来越多的基础

设施在造型、功能和氛围上下功夫，文明之美更上一层。

兼具颜值内涵，市民来了不想走

刚刚过去的国庆，椒江市民周晓和朋友打卡了路桥水心草堂和黄

岩朵云书院，让大家直呼惊艳。“以前遗憾台州缺少艺术气息，像这样的

空间现在越来越多，‘文青’们也有去处了！”

什么样的环境称得上这样的评点？兼具颜值和内涵，是这些空间的

最大亮点。

举个例子，人称“路桥最美书店”的水心草堂，位于路桥螺洋街道水

滨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子因为少有人打理，环境脏乱差。在举办田

园读诗会、开展非遗巡展等改造的基础上，500平方米的水心草堂建立，

游客们可以在绿水青山间畅读各类书籍2万余册。书店还依托5G技术，

提供了人脸识别系统、自助购书设施等高质量阅读场所，丰富村民精神

食粮，涵养文明乡风。

而“飘”到黄岩的朵云书院，也让台州人眼前一亮。“山水、秘境”的

理念，多彩碰撞的色块，现代感十足的设计，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从开业起，读者每周还将迎来意想不到的“文化大咖”做客朵云。不

定期举办的读书会、戏剧工作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留住了市民

的脚步，更留住了市民的心。

内外兼修，体验感up up up

为了吸引更多市民置身并参与其中，部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内外

兼修的同时，还突出功能定位，把人性化服务做成了对外“金招牌”。

走进天台塔后村文化礼堂，古朴的建筑坐落于宽敞明亮的场地中

间。礼堂墙壁上挂着村里大健康目标：身心健康、生活健康、环境健康、

产业健康、管理健康，这也是村民们的共同展望。塔后书院还建有颂德

堂、农家书屋、农民夜校、康养讲习堂等，为大家提供文化、健康、德行等

方面的需求。

和塔后村一样，如今很多地方文化礼堂不仅是村民生活消遣的去

处，开设排舞、书法、绘画、戏曲等学习课堂；也是游客玩赏的打卡点，拍

照、点赞、互动小游戏等花样频出；更是各个单位和公司青睐的会务选

地，有的名气还打到了上海、宁波等地。随之而来的人气，也有望带动周

边的民宿生意。

融入生态元素，打造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眼下，越来越多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还融入了生态纹理，结合自然

环境本身的元素，给人一片复古舒适的观感。

坑潘溪静静地穿村而过，村内老台门、老石屋墙垣斑驳，巧夺天工

的灰雕沧桑古朴……温岭坞根镇这个“浙江最美村庄”花溪村，在近几

年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把握乡村定位，尊重自然生态，打破了“千村一

面”的尴尬现状，留存红色基因遗存地、小桥流水人家、独特婚俗文化点

的趣味，让革命“红”和喜事“红”传承和延续。

在一些绿色植物丰富、野生动植物繁衍的人居空间里，它们既可以

是市民休闲“栖息地”，更是城市“氧吧”。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同样在

这里放松身心，回归大自然塑造的“诗和远方”。

9月份出炉的台州市首批“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名单，共有 42个场

所上榜6个主题名单，有农村文化礼堂等基层文化空间、和合书院等公

共阅读空间、农家乐等文旅服务空间、美术馆等文博艺术空间。相信在

愈加现代开放的明天，台州将有越来越多有颜值、有内涵、有温度的城

市公共文化空间。 记者 王艳

有颜值，有内涵，有温度！

台州公共文化空间
点亮城市文明之美

黄岩朵云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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