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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颜 彤
台传媒通讯员赵明星

近日，历时5年多时间，国家水泵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浙江）在温
岭正式成立，该平台的成立，将让台
州水泵生产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涵盖产品研发、标准制定、认证
认可等全方位的“一站式”质量基础
设施服务。

今年开年，全市产业平台高质量
发展推进大会召开，对全年发展思路
进行了明确梳理。以临港产业带建设
为牵引，全市各地不断优化体制机制，
强化招商引资，升级业态布局，致力于
把产业平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生产基
地，助力台州企业“振翅腾飞”。

截至目前，全市总体形成了“1+
1+9”产业开发平台协同发展体系，这
11个平台用约7%的土地，贡献了全市
约 60%的进出口额、70%以上的规上
工业总产值和85%以上的实际外资。

以改革释放动能
如何为产业平台注入强劲动力？

台州率先在体制机制上做文章。
今年4月，《关于加快浙江路桥经

济开发区发展若干意见》正式出台。
当月，该园区决定改弦更张，实行

“管委会+公司”运行模式，将原来由
管委会独自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和
开发建设运营职能，转变为由两者
共同承担。

随着该模式不断深化，路桥经开

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正不
断集聚——

台州国际再生金属有限公司、台
州西廊港务有限公司等作为专业性
的融资平台、建设主体，为园区筹措
资金、保障建设开发；

台州金创招商服务有限公司作
为市场化招商公司，目前已梳理出 5
个 10亿元以上项目、13个亿元以上
项目入库。

像路桥经开区一样，自去年11月
起，台州不断优化全市产业平台的布
局和定位，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行

“管委会+公司”模式。其间，针对“1+
1+9”产业开发平台协同发展体系中
的11个平台开展大调研大走访，最终
形成提能升级“一平台一策”方案。目

前，11个平台中已有9个平台完成了
该项体制机制的创新转变。

“这种模式，厘清了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管委会与平台公司同频共
振，运行管理更具灵活性、专业性。这
样的‘关键一招’，激活了全市开发园
区发展的‘一池春水’。”市商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叶贤校说。

以开放集聚资源
前不久，我市29家农机企业奔赴

2024意大利博洛尼亚农业及园林机
械展览会（EIMA），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近 2000家企业互相切磋、交流。随
后，台州企业还组织前往意大利米
兰、德国参加车展、医疗展等若干场
展会。 （下转第八版）

用约7%的土地，贡献全市约60%的进出口额、70%以上的规上
工业总产值、85%以上的实际外资

“产业+平台”双向赋能民营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李兆葵）11月17
日，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第七届会
员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位
专家学者、文化大咖和研究会会员齐聚
一堂，围绕天台山文化展开交流研讨。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寒山子诗歌
在美国”“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
方位”等主题，结合天台山文化当代价
值开展学术交流，加快推动优秀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天，还
进行了研究会会长、副会长选举工作。

天台山文化作为台州文化的主
脉和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影响深远。天
台山文化研究会自 1989 年成立以

来，立足台州实际，坚持守正创新，服
务中心大局，以挖掘整理、研究弘扬、
服务发展为主旨，研究会专家学者致
力于天台山和合文化、佛道文化、济
公文化、徐霞客文化、浙东唐诗之路
等课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取得
了丰硕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台州市天台山文
化研究会自 2016年换届以来，省部
级课题立项30多项，地厅级60多项；
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国家级20多
篇；出版各类专著 70多部，其中 6部
专著获台州市文化曙光奖；天台山文
化基因解码成果获浙江省文旅厅文
化基因解码工程优秀成果奖。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召开

推动优秀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台传媒记者曹思思
台传媒通讯员洪如梦

11月17日上午，随着最后一名参
赛选手冲过终点线，2024玉环穿越山
海百公里越野赛完美落幕。2天时间，
顶尖跑者、精英选手、普通市民、商学
院企业家……2000多名国内外选手
齐聚榴岛，向山野发起挑战。

城市因赛事而火热，赛事因城市
而多彩。近年来，玉环以打造“赛事之
城”为契机，以赛促游、以赛促产，持续

打响“看比赛来玉环”城市 IP，全方位
展示这座“后浪之城”“浪漫之城”的热
情和活力。

想比赛，在玉环
王航兵，中国越野跑运动员，这次

专程从上海赶赴玉环，参加穿越山海
百公里越野赛。比赛当天，作为首发的
100公里组别参赛选手之一，王航兵
在玉环奥体中心迎着晨曦出发。

“对玉环山海风光非常憧憬，去年
我的很多跑友都来参赛，我因为个人

原因没来很遗憾，今年毫不犹豫报
名。”王航兵说。

今年是玉环穿越山海百公里越野
赛举办的第二年，参赛人数较去年翻
一番。

“比赛办得怎么样，群众口碑是最
好的广告。去年我们首次办百公里越
野赛，得到了很多选手的肯定，今年体
量和规模都增加了，还有近10个赞助
商给予支持。”玉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党组书记、主任梁桑桑说。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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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看比赛来玉环”城市IP

台传媒记者泮素珂

11月 14日上午，三门县健跳镇
开展了新一期的村社后备干部雏雁
论坛活动，学习其他乡镇优秀工作成
果……连日来，三门各乡镇（街道）举
行“雏雁论坛”活动，各村社后备人才
围绕村集体经济项目、重点工作等，
以实地观摩、项目路演、座谈交流等
形式进行了分享。

为破解村社人才队伍存在的青
黄不接、后继乏人等问题，三门县大
力推进村级后备人才“雏雁储能”工程，
以精准选聘、精心培育、精细管理的方

式，为基层组织输送更多新鲜血液。

精准选聘 建库蓄水
在海游街道港北村文体活动中

心建设现场，港北村后备人才黎婷婷
正站在一旁仔细查看施工图纸，确保
每一个细节都合规。

“我之前就是村里的网格员，现
在参与到重点项目里，能够推动闲置
资源‘变废为宝’，感觉很有意义。”黎
婷婷说。她不仅自学考取了“二级建
造师”证书，还主动参与村文体活动
中心建设项目，从图纸设计到开工建
设，再到主体完工，全程参与，用实际

行动诠释“在农村大有可为”。
像黎婷婷一样的村社后备人才

在三门还有很多。章海萍就是其中
之一，作为珠岙镇山岙村云茗茶叶
共富工坊负责人，她通过统一收购
鲜茶、教授茶技茶艺等方式助力乡
村发展，不仅为村集体创收了近 50
万元，还带动茶农亩产增收 1000
元。因此，她也成为“雏雁”队伍中的
一员。

“我们按照‘立足村内选一批’
‘回引人才找一批’的要求，从返乡大
学生、退伍军人、致富能手、实用人才
中排摸一批村社后备人才初步人选，

通过各职能部门联合复审，层层把好
‘入口关’。”三门县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说。

当前，这些“雏雁”正以前所未有
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中。

精心培育 提能助航
建强村社后备人才队伍，选是前

提，育是保障。
“做好农村工作就是要做好三

点，工作做到勤，资料做到细，心理做
到抗压力强。”在横渡镇白溪村，得益
于“雏雁储能”工程，后备人才吴真敏
收获颇丰。 （下转第五版）

精准选聘 精心培育 精细管理

三门：“雏雁争鸣”锻造村社“生力军”

台传媒记者何 赛

11月17日，陈玉琴收到反馈：1万斤番薯量足货美。
这是她接过最急、量最大的一单，从接单到发货，

短短9小时。
问遍百花村，翻过一座座山。少的 30多斤，多的

700多斤，管30多户农户凑够了1万斤。直到午夜12点
多，一辆货拉拉带着1万斤红心番薯，从仙居溪港乡发
往杭州，陈玉琴这才歇下来，口干舌燥、肌肉酸痛。

2023年，外出创业十多年的陈玉琴回到仙居县溪
港乡百花村当上共富生活委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
帮助村民致富。6月“爆火”后，更是连轴转，上门收山
货、开直播、接团单，帮助仙居村民增收120余万元。

“累吗？”当记者问起，这位“90后”女孩露出招牌式
的小虎牙，认真说，“超级累，但是想抓住这波流量，为
村民多卖点货，让大伙的腰包更鼓、笑容更甜。”

“流量”密码
在快节奏的信息时代，攫取观众的注意力，是获得

流量的通行算法。
让陈玉琴“出圈”的，是一个个“发钱”视频：她背着

一个红色的“王老吉”饮料袋，装着8本账单，将一沓沓
现金分给“货主”老人，简单直接展现了助力村民共富
的成果。短短 7个月，账号“浙里有山货”拥有了 4万粉
丝，获得10万多次点赞。

尽管被观众戏称为“行走的ATM机”，陈玉琴并不
认为流量来自于所谓的“噱头”，“观众透过镜头，看到

了村民和农村的真善美，这是真正的流量所在。”
2023年，仙居县公开招选一批年龄相对年轻、具有一定手机App操作能

力，且熟悉村情、长期在村、热心村级事务的人，组建“共富生活委员”团队，破
解山区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好价格的困境。

彼时，陈玉琴已经拥有了 11年“云端”卖货经验。2013年，在丈夫的鼓励
下，陈玉琴首次“触网”，在淘宝卖出了第一双鞋子。尝到互联网魅力的山妞一
发不可收：开网店卖鞋、在美团开粥铺、直播卖景观绿植……习得“带货”十八
般“武”艺。

自认为“专业对口”，陈玉琴成功报名上任。
百花村总人口672人，如今留守在村子里的只有70多个老人，寂静成了村

画像底色。“新官”上任，提出用手机直播卖山货，也没有泛起任何涟漪。
“凭一个手机，就可以卖出货，赚到钱？”鲜少接触互联网的大伙儿不信，也

没人愿意带头供货。
一次，邻居陈邦传送了三棵莴笋给陈玉琴烧菜，她灵机一动挂在了直播

间，没想到，当晚就卖出去了。
“通过网络直播确实可以卖货！”消息在村里传开，大爷大妈都燃起了希

望，家中的茶叶、杨梅、腊肉甚至是活蹦乱跳的鸡，都上了直播间的电子秤。
然而，纯素人账号直播数据不好，观看者寥寥。如何提升直播间的观看量，

成了“变现”关键。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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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玉环市清港镇垟根
村文旦种植基地，无人驾驶的“小火
车”沿着轨道往山下运文旦。眼下，该
基地的文旦进入采收的关键时期。为
减轻果农运送的劳动强度，玉环市农
业农村水利局近年来在山间安装镀
锌方管单轨运输车，破解有机肥入
田、文旦下山运输难题，大大提高了
运输工效和生产效率。

台传媒通讯员段俊利摄

“小火车”运文旦

陈玉琴在田间地头直播陈玉琴在田间地头直播。。（（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台传媒通讯员江盈盈 金 帆 林绍禹

“这样的笔记本我有 62 本，从
2002年开始，每天都记，一直记到了
现在，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跟工资集体
协商有关。”11月8日，温岭市召开了
一场民主恳谈实践专家访谈会，相关
专家汇聚一堂，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

会上，74岁的陈福清是现场年龄最
大的人，带的资料也最多。他拿出来的

“宝贝”一亮相，就吸引了台下人的目光。
老陈已经退休13年了，他曾经担

任了19年的新河镇羊毛衫工会主席，如
今是温岭市集体协商指导员，也是全省

唯一一位全国集体协商优秀指导员。
21年前，温岭市在新河镇羊毛衫

行业探索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通过民
主恳谈的方式集体协商工人的工价。
此后这一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从最初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到现在
的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这个来自基层民主
的生动故事，都记在陈福清的笔记本里。

接下“劳资矛盾”烫手山芋
在老陈的办公室，有满满一箱的工

作笔记，每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上都贴
上了大大的序号。每日的工作内容以及
心得都被详细记录下来，重点处还用红

笔标了出来，而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内
容还特意用便签作了标注。

“没有想到，这些笔记本还成了宝
贵的资料。”老陈说，这62本笔记本记
录着温岭工资集体协商的22年历程。

2002年，羊毛衫加工业在新河镇
发展得如火如荼，共有 113家羊毛衫
企业、1.2万名从业工人。但随之而来
的劳资纠纷也越来越多，占据了新河
镇上访事件的45%。

“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没有按月
支付，同时，工价缺乏统一标准，导致
工人频繁跳槽。”老陈说，闹得最厉害
的一次，将近一半工人停工。

这样的局面，极大地影响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当时任新河镇工会副主
席的老陈站了出来，接下了这个烫手
山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老陈
养成了每日一记的习惯。

六大工种69道工序都有工价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统一工价，

并按时发放工人工资。”（下转第二版）

记录温岭工资集体协商22年历程

老陈的62本工作笔记

建强“三支队伍”逐梦“三高三新”

彰显核心价值观·身边的感动

老陈整理工作笔记。（受访者供图）

聚力“三条路径”奋进“三高三新”迈向共同富裕的脚步

七日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