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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珍妮 通讯员
林佳云） 8月 2日傍晚，在高桥街道
下浦郑村的特色米面产业园内，米面
加工户们正忙着为当天后半夜的米
面制作做准备。只见他们拿着竹簸箕
将水缸里已经浸透、浸胀的早白米捞
出，倒入专门的机器打磨成米浆，再
一袋袋灌装起来叠进压浆机一点点
压干。不一会儿，加工点周边的空气
里，一股淡淡的米香飘散开来。

下浦郑村从事米面产业生产加
工已有百年历史，生产的米面口感爽
滑，米香浓郁，在台州市占有 60%的
市场。但米面产业也面临着生产标准
尚未建立、品牌形象尚未鲜明、产品
结构较为单一等问题，产业发展后继
乏力。如何把米面产业做大做强，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高桥街道
将重要的一步棋落在了下浦郑米面
产业振兴，通过前期整合资源、聚力
提升米面产业，初步实现了米面产业
生产规模从散到集，品牌文化从无到

有，发展模式从脏乱差到可持续的跨
越。

但发展的同时，缺少品牌化经
营、标准化生产流程等因素依然制约
米面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精细化发
展。为此，高桥街道和浙江工业大学
食品学院开展深度合作，依托米面产
业结对共建，采取校地合作的方式，
借智引智高校人才科技资源，通过机
械替代解决工作时间过长带来的劳
动力匮乏、从业人员老化等难题，助
推下浦郑村米面产业转型升级，拓宽
群众致富路。

2019年合作之初，项目团队不断
实地踏看、召开讲座、多方论证、打磨
规划方案；2020年，辅助研发包括七
彩米面在内的新产品 6个，并建立质
量安全控制标准；今年以来，对接推
进米面自动化工厂建设（米面 3.0版
本）……两年时间，项目团队来下浦
郑村对接20余次，作为下浦郑村米面
产业振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浙江工

业大学食品营养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杨开历经了米面产业几个时期的发
展蝶变，也见证了校地合作下米面产
业的变革，他笑称自己已经是“半个
下浦郑村民”了。

“我们项目团队经过实地考察了
解到，原先下浦郑村都是一家一户采
用传统手工来做米面，非常耗体力、
耗时间，劳动效率很低。同时，各家庭
小作坊的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杨
开告诉记者，“前期经过街道及村居
两级干部群众的努力，原先零散的小
作坊被集中成 9家，并建立了米面集
中加工点，开始采用半机械化方式生
产米面。我们这边后续就生产流程改
善、加工条件完善等方面跟进指导，
辅助加工点进行规范提升。”改造之
后，整个米面产业生产条件大幅改
善，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如今，下浦郑
村米面产业已实现了从手工制作的
米面 1.0升级到半机械化加工的米面
2.0的转型升级，年产量1100多万斤，

年产值达4000多万元。
从米面 1.0到米面 2.0，越来越多

村民因此受益。多年前，乘着建设特
色米面产业园的东风，在城区上班的
胡晨戬回到村里接手母亲的米面生
意。谈及米面半机械化生产带来的收
益，胡晨戬坦言，自己在过去几年里
紧跟本地产业“同频共振”，深刻感
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益处。他不仅在
浙江工业大学食品学院专家的指点
下顺利开发出了新品——七彩米面，
自家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年收入翻了
三番，“以前在家里纯手工做的时
候，一天最多做两三百斤米，平均每
年收入一两万元。自从加入园区半机
械化生产后，需要手工操作的部分变
得简单了，我们制作米面也轻松多
了，一天能做到七八百斤米，年收入
也增加到五六万元。”胡晨戬笑着
说，如今，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又
美好”。

（下转B版）

高桥：校地携手 开启共富“未来式”

米面香飘美丽乡村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我区各公园严查“两码”加强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通讯员

张群拥 金美琪）为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连日来，我区各大公园
严格落实“两码”联查，强化客流管
控，做好卫生消杀等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确保游客玩得开心、逛得安心。

在永宁公园南大门，记者看到，

大门口已经用绳子拉了起来，仅留下
一个可以进出的小门，有安保人员执
守。入园的市民和游客需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同时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码。

目前，进入公园的五个入口除了
分别留有一道小门外，都通过拉绳或

者架毛竹的方式进行了临时封闭，并
由安保人员24小时值守，确保入园人
员安全。

公园还通过电子滚屏和扩音喇
叭加强防疫知识宣传，加强园区卫生
保洁，垃圾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清洁
工人每天对公园的健身器材、凳椅以

及公共厕所等进行两次定时消杀。
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公园还禁止了

群众聚会、跳广场舞等集体活动。“我们
按照黄岩区统一部署，从严从紧加强管
控，保障市民、游客安全。”交旅集团永
宁公园保安队队长徐建华表示。

（下转B版）

本报讯（记者 章鸣宇 通讯员
沈 寅 王跃国） 8月 9日上午，台州
市郊铁路通车仪式在台州西站举行，
台州市郊列车将于 8月 11日正式运
营，开通后，从黄岩到仙居耗时33分
钟，临海至头门港耗时30分钟。

台州市郊列车项目是利用浙江
省交通集团金台铁路富余的运输
能力在台州段进行开行，总投资约
3.2亿元，主要承担黄岩、临海、仙居
与椒江、头门港之间的通勤、通学
客流功能，满足台州市东西向片区
之间多样化、层次化客流需求，减
轻客运压力，初期将开行两条线
路，每日开行 11.5对。

其中，台州西站——临海南站

——仙居南站，线路长度约62公里，
运营时间约 33分钟，运营最高时速
160公里，每日开行 6.5对。临海南站
——杜桥站——头门港站，线路长度
约55公里，运营时间约37分钟，运营
最高时速方面略有不同，头门港站
——临海东为120公里/小时，临海东
——临海南站为160公里/小时，每日
开行5对。

开通后，将与台州在建 S1线、规
划 S2线及 S3线实现便捷换乘，有力
加强黄岩与台州市各县市区的沟通
交流，促进台州市域经济发展一体
化，提高居民出行效率，同时，铁路般
的享受、地铁公交化式的运营，让黄
岩市民的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

台州市郊列车正式开通

本报讯（记者 冯盛浩） 8月9日
下午，区政协十四届常委会举行第二
十八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包顺
富应邀出席会议。区政协主席柯善
辉，区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统
战部长管江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葛久通，区政协副主席童希铎、章永
良、郑菊青、尤匡敏、沈洁，区人民法
院院长徐乐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余文权，区政协秘书长张良等应邀出
席或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区政府
关于 2021年度上半年我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报；
听取了区法院、区检察院半年度工作
情况通报。

包顺富在通报中指出，今年上半
年，我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开拓进取、争先创优，各项工作扎实
推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呈现出了

“一好两快三稳”的特点。下半年，我
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市委五届十二
次全会、区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精
神，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先行区，突出转型导向，全力增强
内生动能；突出项目导向，全力攻坚
重点难点；突出改革导向，全力优化
体制机制；突出创新导向，全力塑造
发展优势；突出协作导向，全力推动
共同富裕；突出品质导向，全力统筹
城乡发展；突出民本导向，全力促进
成果共享；突出安全导向，全力建设
平安黄岩，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努力取得更多标志性、
突破性的成果。

柯善辉在会上指出，区政协常委
会全体组成人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要
加强党史学习，坚定政治立场。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牢记初
心使命，筑牢为民情怀。更加坚定践
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决心，坚持人民
政协为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要坚持以学促干，认真履职
尽责。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
密集优势，发挥“和文化”团结联谊、
凝聚人心的功能，画好最大同心圆，
为黄岩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区贡献力量。

区政协十四届二十八次
常委会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吴宣仪 见习记
者 张 颖） 8月 8日，工业 4.0创新设
计产品展暨台州（黄岩）小小未来工
程师作品展在位于江口街道的台州
梦创园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区政府
主办，区经科局和区教育局承办，是
国际梦创（台州）活动月系列活动之
一。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办，工业4.0创
新设计产品展征集了来自同济大学、
省内各设计公司以及黄岩本地企业的
202件包含时尚、科技、消费等元素的
产品。展厅被分为起居室场景、厨房
场景、卧室场景、卫浴场景等区域，

并展示了产业带发展史、工业 4.0时
代、黄岩模塑工业设计基地、创新驱
动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转型升级等
内容。此外，现场还邀请了杭州宇树
公司生产的机器狗进行表演，吸引了
不少参观人员驻足观看。

“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的举办，能
够更大程度地激发我们本土企业对
设计创新意识的提升，将传统产品与
现代科技、信息、时尚以及我们消费
者的消费理念的转变相结合，促使黄
岩本土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真正
将工业 4.0 的理念和传统产业相融
合。”区经科局党委书记、局长方崇辉

告诉记者。
在台州（黄岩）小小未来工程师

作品展厅里，陈列着黄岩第一和第二
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包括
程序设计类、改良创新类、发明类等，
绝大多数作品灵感都来源于生活，应
用于生活。其中有由黄岩第二职业技
术学校学生团队编写的，荣获世界机
器人大赛二等奖的程序作品。

“我们在这过程中收获了很多，
对机器人设计的感悟也颇多，包括C
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我们是通过老师
的教导和自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很有益于我们学生以后的大学生

活以及就业。”黄岩第二职业技术学
校学生金程阳说。

伴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
兴起，以及新消费时代的来临。我区
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全力推进制造业生产方式
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同时引导
青少年体验科技创新的无穷魅力，
锻炼实践能力，培养良好的工程素
养、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让聪
慧的火花取得碰撞，创新的潜能得
以激发。

据了解，此次展览时间从8月8日
持续到8月15日。

工业创新大展 设计梦想生活

本报讯（记者 陈珍妮） 创意逐
梦，触碰未来。近期，作为 2021 年国
际梦创（台州）活动月系列活动之
一，工业 4.0创新设计产品展暨台州
小小未来工程师作品展正在台州梦
创园火热进行中。8月 9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包顺富来到位于江口街
道的台州梦创园，参观工业创新设计
产品展示，了解我区模塑产业创新发
展的新成就。副区长江德华陪同参

观。
包顺富仔细观看了长耳兔造型

塑料家居制品、智能垃圾桶、LED化
妆收纳盒、四足机器人等优质智能家
居产品以及我区青少年科幻画作品
和创新发明作品展示，并与各展位上
的企业负责人、工业设计公司代表、
青少年创客代表交流，了解智能家居
产品生产销售、产业科技创新、青少
年科技创新教育等情况，并充分肯定

了展出作品的创意创新亮点。
包顺富在参观时说，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
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区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作出
的打造永宁江科创带战略部署，高举
创新和人才两面大旗，加快建设永宁
江科创带，打造活力迸发的创新黄
岩。要集群化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
坚持跨界融合、大成集智，加强与国

内外科技资源合作、交流、共享，在更
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要拓展创新
应用边界，畅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连
接，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链转型升
级，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要引培带动源源不断的科技人才
投身创新黄岩建设，加大高端人才引
进力度，引领带动高素质技能人才，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培养更多后备
军和有生力量。

工业4.0创新设计产品展暨台州小小未来工程师作品展火热开展中
包顺富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