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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上午，在上海市梅陇镇

党群服务中心，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总支书记、台州市大陈岛垦荒

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硕士生

导师盛跃明博士，开启一堂精彩生动

的讲座，解读大陈岛垦荒精神，吸引

了7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社区党员

前来聆听。

盛跃明是浙江省高校思政名师

工作室负责人、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

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4项，为浙江文

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大陈岛垦荒精

神谱系研究”、台州市重点文化创新

团队“大陈岛垦荒精神研究团队”的

负责人。

一开场，盛跃明首先介绍起了大

陈岛，“大陈岛是一座红色的岛屿，是

一座奋斗的岛屿，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次登岛、两次回信给予关心关切和

重要嘱托的地方。大陈岛距离位于台

州市区的椒江码头为 29海里，并且

‘29’这个数字对于大陈岛来说也具

有特别意义。”

随后，他从多个视角切入，带领

大家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寻

找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时空坐标和历

史方位。“垦荒精神孕育于重整山河、

改天换地的时期，赋予革命精神以新

的时代内涵，是新中国建设伟大祖国

精神形态的重要源头和典型代表。”

盛跃明说。

盛跃明表示，大陈岛垦荒精神一

直受到台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崇

弘扬，融汇了和合文化和台州“五气”

的垦荒精神已上升为台州城市精神；

同时它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浙商精神和“四千”精神等相互

辉映。“我们要根据新时代的主题对

它进行传承发展，走好新时代的垦荒

路。”

本场讲座精彩纷呈，令不少党员

深有感触。年近六旬的党员曹健表

示，再过几个月他就要退休了，在此

时听了这场讲座，他深受感动和教

育，接力传承 60多年的垦荒精神提

醒着他要不忘初心，牢记党的宗旨和

使命。

“盛教授分享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让我深刻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离不开当年大陈岛垦荒先辈

们的付出和奉献。他们放弃了大城市

的优越生活和体面的工作，不畏艰苦

一干就是几十年。”党员沈列民说出

了自己的感想。

据悉，本场讲座作为台州籍名家

阅读分享走进社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由钟书阁与上海市梅陇镇社区联合

举办，是“阅动双城”——2023上海·

台州周阅读文化活动启动后，上海与

台州两地深入合作开展系列文化交

流活动的一次生动实践。

记者 徐颖骅

盛跃明教授解读大陈岛垦荒精神

让台州红色文化“乘风”吹到上海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彰显着

一座城市的气质和文化品位。7月 7
日至 7月 8日，台州晚报小记者跟着

“一米高度阅双城”青少年阅读交流

活动来到上海，开启一场书香之旅。

这场因阅读而起的邂逅，就从走进上

海的“高颜值”书店开始。

7月 7日一大早，由 11位小记者

组成的“采访团”乘着大巴车奔赴上

海，踏上了为期两天一夜的精美书店

体验之旅。其间，小记者们都有哪些

特别的体验，又有哪些收获呢？

古朴精致的木质文创产品、风格

各异的墙挂书法作品、丰富多彩的百

年上海系列书架……走进上海大隐

精舍书店，小记者们被这家书店古典

韵味十足的氛围所吸引。“仿佛穿越

时空，来到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太奇

妙了。”有的小记者发自内心地感慨

道。

这趟书香满溢的旅程中，令台州

小记者们印象最深的是朵云书院·旗

舰店。7月8日上午，他们启程前往这

家位于上海中心 52层的“中国最高

书店”。

“在书店向窗外放眼望去，感觉

能看到大半个上海，太壮观了。你们

是怎么想到把书店建在高层大楼里

的？这家旗舰店有哪些比较特色的地

方吗？”今年 12岁的小记者项昱迪，

对这家作为上海重要文化地标的书

店十分感兴趣。他发挥自己的采访和

社交能力，与书店前台工作人员畅聊

了起来。

工作人员告诉他，朵云书院在打

造一个小型的空中文化综合体，高达

239米，是目前全世界绝对高度最高

的商业运营书店。

当天中午，小记者们又来到了位

于上海市黄浦区的朵云书院戏剧书

店。这是一家以“戏剧”为主题的书

店。进入书店，就有一种来到剧院的

氛围感。成排的舞台顶光从工业风的

房梁上定点投射下来，一股怀旧气息

扑面而来。

在书店二层，11岁的小记者陈

柯璟毫不怯场，采访起这家书店的店

长：“请问朵云书院在上海一共有几

家书店？”“作为书店店长，您的工作

感受是怎样的呢？”……

“通过这次采访，我了解到在书

店工作的人很有幸福感。他们不仅喜

欢这份工作，而且他们还致力于推广

纸质书，让更多人可以走进书店。”陈

柯璟说，这次旅程让她收获颇丰。

记者 徐颖骅

在上海，小记者开启一场书香之旅

探索“高颜值”书店背后的故事

看病就诊时，肯定碰到过以下情

况：一个科室多个医生，不知道预约

哪个最合适；半年随诊想找同一个医

生，发现已经记不清是谁……日前，

台州市中心医院推出电子“医生名

片”服务，患者通过手机可“一键”找

到医生，就医体验感大大提升。

据该院门诊办公室副主任林茜

介绍，电子“医生名片”是医院在预约

挂号平台的基础上，依托微信“卡包”

新增的一项平台功能，上面有为医生

定制的专属名片。“名片界面可以查

看医生的简介、照片、职称、擅长领域

等信息，可直接进行预约挂号。最上

方还显示了该医生的服务量、好评率

和收藏数，同时支持收藏名片和分享

名片等功能。”

这样一来，对于有指定就诊医生

的患者，可直接用微信扫描电子“医

生名片”二维码，进入平台界面预约

挂号，省去了原先选择医院、科室等

环节。需要复诊的患者看病后，还可

以在诊室扫码查看该名医生的电子

“医生名片”并收藏，方便下次查看医

生出诊时间和预约挂号。

电子“医生名片”是否便利，患者

的体验说了算。温岭的江女士患有乳

腺健康问题，两年前经家人推荐，找

到台州市中心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

师潘印，并定期到院复诊。

“最开始不知道怎么挂号，提前

开车从温岭过来，看一次病到医院要

跑两趟，学会网上操作后省事很多。

现在有了电子‘医生名片’，预约挂号

又减去了好几步，是我们这些复诊患

者的福利。”江女士对此赞不绝口，还

将潘医生的名片分享到家庭群聊，推

荐家人使用。

“点进名片就能预约挂号，以后

不用再麻烦儿子帮我操作了！”糖尿

病患者刘大爷今年 70多岁，老花眼

看不清字，每次去医院配药不是找儿

子用手机操作，就是求助现场志愿

者。电子“医生名片”推出后，刘大爷

也尝试着“自力更生”，又快又方便。

据了解，目前电子“医生名片”平

台覆盖全院30个临床科室、200多名

副高及以上医生，部分医生的名片还

开通了在线问诊功能，畅通医患线上

沟通渠道。

“接下来，我们还将针对专家‘一

号难求’的情况，开通线上加号服务，

患者提出申请，经评估后由院方安

排，为患者提供更周到的就诊服务。”

林茜介绍。

记者 王艳

“一键”找医生，提升就医体验感

7月8日，俯瞰玉环市芳杜水库风景区，水绿岸青，与整洁民宅构成一幅美

丽画卷。近年来，玉环市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开展库区

周边村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及水库源头河流植被保护，广泛推行河长制，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绘就一幅“山水相映、村景相融、人美和谐”的新农村美景。

通讯员 吴达夫 摄

夏日水库别样美夏日水库别样美

昨天，记者从市工业设计协会获

悉，位于台州商贸核心区的台州设计

小镇，于近日又引进了一家全国十佳

工业设计企业，为小镇加快工业设计

产业集聚新添生力军，助力其打造面

向全市、辐射浙江的创新设计高地。

工业设计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促进产品差异化、推进

技术市场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

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工业设计的投入产出比高，工

业产值带动率高。

“近些年，省、市对工业设计越发

重视，这也是椒江大力发展都市经济

的有效途径。”椒江区经科局投资与

技术装备科科长杨斌介绍，建设台州

设计小镇，能够加快工业设计产业集

聚，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增强企

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价值链，赋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建筑面积约 1万平方米的台州

设计小镇于今年年初正式启用，对标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类平台，

聚焦工业设计、科技创新、数字经济、

人才孵化等领域，通过外引内联，全

方位提升台州工业设计水准。

此次新加入的设计企业是智加

集团，其先后布局北京、深圳、上海、

杭州等 12大核心城市，在全国设有

多家分公司，荣获多项国内外设计大

奖。而此前，小镇已引进杭州博乐、厦

门拙雅、南昌大学工业设计研究院等

3家全国顶尖工业设计企业。

市工业设计协会会长叶门龙也

表示，小镇的5年目标为实现在册企

业营收 3亿元，为此，接下来将以设

计引领，助推本土制造业产品升级，

把设计资源汇聚提升制造业基础能

力和创新能力，强化工业设计对产业

升级的引领作用、健全工业设计公共

服务体系，计划继续引进多家国内头

部工业设计企业。 记者 陈佳乐

力争5年内实现在册企业营收3亿元

台州设计小镇将打造创新设计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