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何易蔓） 眼下，
在澄江街道的中华柑橘博览园内，
今年早熟的无核蜜橘沉甸甸地挂
满了树梢，空气中弥漫着橘子的清
香，橘农们正穿梭在橘树间，忙着
一起挑选、采摘果实，笑容洋溢在
每个人脸上，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
象。

凤洋村种植户黄杏花举着刚摘
下来的蜜橘告诉记者，“这种橘子皮
薄，果肉多，你别看现在还有点青，已
经很甜很好吃了。”目前橘农们采摘
的橘子是无核蜜橘“大分一号”，是特
早熟柑橘中较为优良的品种。这种蜜
橘具有退酸快、成熟早的特点，一般
成熟时间为九月中下旬，在同期上市
的柑橘品种中，酸度最低，糖度最高，

最为畅销。“现在的橘子我们卖4元一
公斤，去年卖3元一公斤，过段时间大
批量成熟的时候，蜜橘的价格可能会
降一点，品质好的价格不会降。”台州
市黄岩凤来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彭德通说。

得益于澄江街道较好的地理优
势和肥沃的土壤，今年早熟无核蜜橘
光照充足，质量好、价格高，产量也比
去年有所增加，亩产量将近3500公斤
左右。“澄江种植蜜橘面积有12000多
亩，今年高温干旱和暴雨天气相继
出现，有些蜜橘在生长过程中开裂
了，即使除却裂果和坏果，今年产量
也大获丰收，蜜橘品质也越来越好。”
澄江街道凤洋村党总支副书记彭华
明说。

本报讯（记者 张 颖 通讯员 许佳琪）
黄岩区马鞍山家园工程作为我区重点民生工
程之一，承载着北城街道马鞍山村拆迁群众
未来的美好生活。在相关单位的全力推动下，
工程安置房部分高层建筑于9月23日通过主
体结构验收。

当天上午，在北城街道马鞍山家园工程
施工现场，工程的建设、设计、勘察、监理、施
工五方单位对该工程进行部分高层主体结构
验收。

验收过程中，通过对抽检楼层屋面、楼层
的混凝土结构及承重砌体施工的质量、主体
分部工程外观的观感质量以及水电安装等内
容进行现场查看，验收组一致评定本次验收
的部分楼栋主体结构质量达标、观感良好、资
料齐全，同意通过验收。

“今天验收了1-14号楼的1-14层及商业
楼的中间结构，剩余部分楼层的中间结构验
收预计在11月中下旬完成，验收以后我们将
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马鞍山家园工程施
工负责人谢军告诉记者。

据悉，我区马鞍山家园工程于2020年10
月开工，项目位于北城街道马鞍山村，东北至
二环东路，东南至规划经四路，西南至规划
路，西北至九龙街。项目总投资约 10.8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 6.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9.9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5.2万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4.7万平方米。该项
目主要包括14幢高层住宅、1幢商业楼、物业
用房等配套用房、地下机动车库机设备用房。
该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312套住宅，满足拆迁
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住房需求。

“目前，本工程大部分单体已结顶，整个
工程预计于 10 月中旬前后全部结顶。接下
来，我们将科学安排施工任务，调整人员配
置，抢抓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完
工，如期让拆迁群众住上新房。”谢军说。

本报讯（记者 李小亿 通讯员 陶 醉） 9月
21日上午，在黄岩经济开发区王林洋综合体项
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不断，车辆接连往来，数
百名工人正分组分区进行有序施工，建设景象热
火朝天。

黄岩经济开发区王林洋综合体项目是我区
重点工程之一，于去年 10月开工，项目位于东
城街道王林洋岛，王林洋一路南侧，王林洋四路
北侧、王林洋二路东侧，占地面积约 4.1万平方
米，拟建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约 6.6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3.5万平
方米。

据悉，项目包含教育综合体、科创综合体、
公园绿地三大区块，将建设教育中心、商业中
心、公园、室外篮球场以及露天剧场等，旨在为
黄岩人民增添一个集商业、办公、休闲、娱乐等
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公共服务场所。

“现在地下室施工已经完成70%，A区已经
上到主楼5层面，B区是月初刚刚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现在正在推进 2层楼面施工。”黄岩经济
开发区王林洋综合体项目执行经理程伦群介绍
说。

在现场，黄岩经开集团工作人员和项目部
相关负责人也对当前的施工方案和玻璃幕墙的
制作进行了讨论。

据悉，教育综合体、科创综合体大楼外观设
计较为复杂，通体采取玻璃幕墙设计，且每一个
楼层都采取了不同的标准面设计，错落有致的
楼层结构带来了前卫的视觉外观，但也对施工
工艺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确保工程进度，施工
方事先建立BIM立体建模，模拟预排建设过程，
提前制定施工方案，并采用预制法搭建玻璃幕
墙，确保施工进度和整体效果。

目前，黄岩经开集团还通过加强现场监管、
科学安排施工、做好协调工作等措施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按照计划，该项目将于 2024年 12月
底完成工程竣工初验收，2025年 3月底交付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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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佳丽 实习记
者 林 静）秋收时节，上郑乡的2000
多亩林下中草药也到了采收阶段。

海拔 350 米至 800 米，低山、林
下、水气充足，上郑乡美丰村是野生
菜头肾的理想家园。密林之下，一株
株碧绿的菜头肾挤挤挨挨，浅蓝色的
花朵点缀其中，像铺了一层浓密的地
毯。村民王天飞正在自家的林地里，
忙碌地挑选、挖掘成熟的菜头肾。

“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卖的都是67
块钱一斤，卖了有两万多元，下半年
还没开挖，全年挣个十五六万是没有

问题的。”美丰村中药材种植户王天
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菜头肾又名土太子参，全草或根
入药，有养阴清热、补肾的功效，是黄
岩道地中药材品种。而今，菜头肾已
经繁育到了第二代品种，成为了村民
实现家门口致富的“绿宝贝”。

为做大这一特色产业，美丰村以
党建为引领，立足实际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林下中草
药种植规模已达到2000多亩，种植品
种也逐渐增加到三叶青、黄精、重楼
等近10个品种。

“现在这个林间操作道还没做
好，做好的话，另一块山还有一千多
亩地等待开发。今天谈教授专门过来
指导我们怎么在种太子参的地里套
种另外一种中药材。”美丰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天和对产业未来
发展很有信心。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上郑
乡与南京中医药大学谈献和教授技
术团队达成合作，重点开展优质菜头
肾种源选育、产品性状鉴别与有效成
分分析、林下栽培规范化生产技术等
研究，为菜头肾道地药材认定、规模

经营、产业链开发提供技术支撑，让
“绿宝贝”造福更多村民。

美丰村良好的生态为中药材生
长提供了天然温床，而发展菜头肾等
林下中药材产业，又推动了当地森林
覆盖率的增长，更好地保护了西部山
区的生态环境。

荒山变金山，增绿又增富。不仅
是上郑乡，截至去年年底，我区共种
植中药材品种 30 多个，面积近 9000
亩，产值近 9000万元，规模化基地遍
及库区周边9个乡镇的26个村，走出
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共富路”。

本报讯（记者 陈舒心） 9月 24
日，永宁凤凰学院第三十二期“数字
化工厂向智慧运维升级的‘道’与

‘术’”专题活动举行，特邀上海嘉岩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团队
现场授课，分享探索制造业数字化运
维“精进”之路，以更好推动我区制造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智慧化转型和绿
色化生产。上海嘉岩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正朝，中国工业服
务联盟秘书长彭国华，区委副书记、
区长徐礼辉等出席。区企业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
街道分管工业负责人以及永宁凤凰
学院学员企业负责人参加。

徐礼辉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
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
今世界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数字文
明时代，以 5G、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
新月异。以数字赋能产业，是时代浪
潮使然，是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必
由之路，也是黄岩推进共同富裕、实
现裂变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
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在产业数字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的
同时，也存在着市场主体畏惧风险

“不想转”、企业生产工艺落后“不能
转”、数据共享存有疑虑“不敢转”、
专业人才供给不足“不会转”等问

题。下阶段，我区将集聚数字经济的
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深化
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
数字经济系统建设，加强数字技术
对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带动
全区广大企业提振信心、全面数字
化转型。今天，上海嘉岩供应链专家
团队莅临永宁凤凰学院活动现场，
分享经验智慧、碰撞思维“火花”。希
望大家以此次培训活动为契机，虚
心请教、积极交流，更加积极参与数
字化转型探索，为黄岩主攻“一千双
百”三大跃升、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区
域标杆贡献更大力量。

上海嘉岩供应链成立于 2006
年，致力于服务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深耕工业企业的智慧供应链及
工业物联，是国内领先的泛MRO工
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公司。当天，胡正
朝、上海嘉岩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数字化部总监张恩广、中国工业服
务联盟专家杨明波、上海嘉岩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马
西莫先生分别作题为《工厂智转数改
绿提实现路径》《嘉岩工厂智慧运维
方案》《构建数字化运维服务体系，赋
能中小型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嘉
岩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授
课；活动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与分
享。

永宁凤凰学院第三十二期
“数字化工厂向智慧运维升级的‘道’与‘术’”专题活动举行

上郑：深山藏“宝贝”添绿又生金

澄江：蜜橘成熟时 丰产又丰收

本报讯（记者 章鸣宇）头戴草
帽在晚稻田里穿梭，低头仔细查看植
株高低、穗型、株型……9月 22日至
23日，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社保
厅、省总工会等部门主办的 2022年
浙江省种子质量检验技能大赛在黄
举行。来自全省十支代表队的 30名
种子质量检验选手在田间地头一决
高下。

丰收时节，北洋镇曦禾农场的金
黄色晚稻田里热闹非凡，各代表队需
在 1小时内在规定面积的水稻田里
鉴别出不育株、早熟株等不同类型的
杂株，并递交水稻品种纯度鉴定结果
表。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员李春寿告
诉记者，比赛前，专家已对比赛稻田
进行过田间品种纯度鉴定，分辨过杂
株类型、数量及分布面积，鉴定出区
域内水稻品种纯度，以确保品种纯度
鉴定比赛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农民来说，种子质量事关
一年的收成，尤为重要。”浙江省种子
管理总站副站长吴早贵告诉记者，这
几年浙江省种子质量水平快速提高，
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查合格率稳
定在98%以上，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

高质量发展。举办此次大赛，正是为
了加快培养和选拔农业高技能人才，
提升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技术
能力，强化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确
保农业生产用种质量安全。“同时也
为种子检验技术人员提供了一个相
互学习、相互交流和展示能力的平
台，加强了种子质量监管，有利于种
子质量管理队伍建设。”吴早贵说。

本次大赛也是全省农业职业技
能大赛的一个项目，采用理论考试和
现场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理
论考试由专家组命题，内容涉及职业
道德、种子生产、种子检验、种子认证
等基础知识。比赛前三名将获得由省
总工会颁发的“金蓝领”称号，前十名
的选手获得“浙江省农业技术能手”
的称号。经过激烈角逐，台州代表队
的陈君、王哉、许剑锋分别获一等奖、
三等奖和优胜奖。

作为全省杂交水稻先行区，近年
来，黄岩区为全面提高农作物种子质
量，积极开展农作物种子质量提升行
动，通过种子市场监督检查、种子检
验技能培训、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比对
等活动，不断提高种子检验能力，确
保农业生产用种质量安全。

全省种子质量检验高手“论剑”黄岩

奋战三季度 拼出“全年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