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风从海上来，潮涌台州湾。对于上海
市民而言，地处浙江省中部沿海，依山傍
海的台州并不陌生。这里有台州府城、神
仙居、国清寺等名胜古迹，这里有“鲜嗒
嗒、糯叽叽、甜蜜蜜”的美食小吃，这里是
“新荣记”的故乡，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最

活跃的地方……
7月2日至6日，“融长接沪·向海而兴”

2023上海·台州周活动在沪举行。多场联动
台州和上海的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日前，
记者实地感受近年来台州的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上海和台州两地之间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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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
潮涌台州湾

创新协同
科创飞地长出引智触角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925弄，

虹桥嘉汇5号楼，是台州临海国际

科创中心（上海）所在地。对面就

是虹桥火车站，从这里到台州，高

铁最快只需2小时。作为台州在

上海首个拥有自主产权的创新飞

地，这里是临海对接上海的“窗

户”，为当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营商

环境百强县、新荣记老家……作为

台州府城所在地，临海有很多城市

名片，也拥有丰厚的产业家底。然

而，高端研发、设计等相关人才稀

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临海传统产

业的转型提升。如何借力上海，吸

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来临海创业创

新，助推临海产业优化升级？

2021年7月，临海国际科创中

心（上海）正式运营。作为临海企

业在上海的“门户中心”，符合条件

的企业均可申请入驻。通过上海

飞地，企业可以更高效、便捷地招

引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推动企业

的转型升级。

说起通过上海飞地招引人才

的事，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负责人洪麟芝脸上

的笑容藏都藏不住。就在不久前，

他们上海团队研发的智能园林工

具产品一经发布，在市场上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这家临海本土的知名

户外休闲家具生产企业，借助“上

海智囊”迈出了打造户外休闲生态

链的坚实步伐。

“我们团队现在有35个人，预

计未来3年，将达到80人的规模。”

洪麟芝说，上海研发团队主要负责

集团战略规划的自主研发，研发在

上海，测试在台州总部，两地资源

共享互补，正助推企业向智能化发

展转型。

仙居—上海生命科技协同创

新中心、玉环（上海）科创人才飞

地、温岭（上海）国际创新中心……

以“长三角之智”赋能“台州制造”，

据统计，2018年以来，台州市县两

级已在上海、杭州两地，设立了13

个“科创飞地”，引育在孵项目100

多个，产业化落地台州项目19个，

作为台州融长接沪的“触角”，将台

州、上海和长三角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助力产业联动发展。

校地合作
乡村振兴走出样本模式
“那年我47岁，今年已经57岁

了。”坐在黄岩屿头沙滩村的大樟

树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贵庆教授

不禁感慨时光飞逝，从他第一次来

到沙滩村，这个戴着草帽、背着布

袋、手持竹杖，走到哪儿便把规划

图画到哪儿的“布袋教授”，像看着

自己的孩子一样，环视着村子，他

在这里扎根已经10年。

2012年底，浙江全省开启美

丽乡村建设，黄岩将位于西部山区

的沙滩村列为试点，彼时的村子，

是长潭库区一个人口大量外流的

空心村，资质平平、默默无闻。机

缘巧合下，与杨贵庆教授结缘，开

启了一条和以往不同的蝶变之路。

兽医站变身游客中心和文化

礼堂，卫生站成为全国首家乡村振

兴学院，旧粮仓改造成绿色环保的

民宿……在保留村庄原来肌理的

基础上，深挖文化底蕴，功能再造，

沙滩村重焕新生。而在杨贵庆团队

长达10年的“陪伴式”规划建设下，

乌岩头村、贡橘园、宁溪直街、头陀

老街……一个又一个承载了黄岩

乡村振兴梦想的地标崛起，并在乡

村振兴学院的带动下，有机联动。

“现在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乡村振兴学院都在接待考察

团，聚集的人气也推动了村子的发

展，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你看那个炊圆，是我们的特色小

吃，一个5块钱，小店最多一天能

卖2万个。”沿着沙滩老街一路走，

屿头乡党委书记李啸鹏说。

文化定桩、点穴启动、柔性规

划、细化确权……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杨贵庆将自己在沙滩村、在黄

岩的实践汇集成册，一本又一本书

籍是他和他的团队10年来走过的

乡村振兴之路，书中系统提炼的

“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法”将为长

三角乃至全国各地乡村振兴规划

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助力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而这段始于乡村振兴的情缘，

如今已经在黄岩全面开花。吴志

强、常青、娄永琪……10年来，一

批又一批的同济优势学科的教授

和黄岩结缘，校地合作也从最初的

乡村振兴向产业规划、工业设计、

文化复兴等多个领域开拓。

文化联姻
品牌入驻开出人文繁花
在台州，有很多来自上海的文

化地标，这些地标，是备受年轻人

追捧的网红打卡点，更是上海和台

州文化联姻的最佳见证。

椒江葭沚老街南广场1号楼，

大隐书局台州店。这是上海发展

最快的本土原创书店在浙江创办

的首家生活方式主题书店，在椒江

最核心最好的位置，这个面积达

2000多平方米的书店，曾创下运

行8天吸引超4万读者进店体验的

新店人流之最。

“千年葭沚熙熙然，如登春台

蕴新生”，作为椒江对标上海，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葭沚老

街改造项目正在推进，这里将保留

城市历史文脉，打造新的台州城市

会客厅。葭沚书房、COSTA台州

首店、博物文创……园林式布局、

院落式建筑，静静守候在文昌阁身

旁的大隐书局，无疑将成为会客厅

里最亮丽的文化名片，灯火阑珊

处，“大隐隐于市”的完美意境，怡

然而立，低调却厚重。

另一朵来自上海的“云”，同样

实力不容小觑。被誉为“中国最美

书店”的“朵云书院”，是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打造的核心品牌项目之

一，作为黄岩接轨上海、融入长三

角的文化项目，2021年6月26日，

朵云书院 ·黄岩店落地永宁江畔，

一举成为黄岩文化新地标。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上

海 ·台州周的签约项目，转眼3年

过去了，朵云也正式开业运营2周

年了。”朵云书院 ·黄岩店负责人陈

剑说，2年来，这里几乎每周都有

活动，而依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黄岩店邀请了很多知名作家、学者

来到黄岩，与读者一起分享读书心

得，分享生活感悟，“余华来过、蒙

曼来过、郦波来过……我们特别想

邀请莫言，还在努力。”

台州不仅有大隐书局，还有朵

云书院，钟书阁、三联书店等上海

知名文化品牌，已经或即将在台州

落地生根，做大做强。今年的上

海 ·台州周期间，“阅动双城”活动

现场，一系列重磅文化项目签约，

上海和台州之间的文化合作交流

也将不断深入，持续升温。

活力之城
深度携手开启奋进之势
在台州，民营经济是绕不开的

话题。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

地、股份合作经济的发源地、市场

经济的先发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

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企业占

台州市企业的99.57%，被著名经

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有

希望的地区之一”。

台州有82万余家市场主体，

制造业企业7.5万家。这些企业有

实力、有活力，许多都是业内的隐

形冠军。

杰克股份，全球缝制设备行业

产销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企

业、服装智能制造成套解决方案服

务商，产品惠及全球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是业内名副其实、航母级

的隐形冠军，其总部就在椒江；精

诚时代，作为黄岩模具小镇的“扛

把子”企业，在众多注塑模具企业

中以“小众”的平挤压模为主业，产

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近80%……

位于台州湾新区的杰克未来

工厂，占地面积1015亩，总投资56

亿元，项目从立项到开工29天完

成，从开工到投产15个月完成；精

诚时代在江口街道的新厂房，已经

在规划布局，在这里，企业自主研

发的“智能调光玻璃”二代产品将

投入量产，这也是精诚开拓产业链

的起步之举；在仙居，比亚迪新能

源刀片电池项目从对接到签约仅

用了10天时间，3天完成土地审

批，90天完成180万方土石填方，

如今已经投产的项目带动着仙居

东部工业新城的崛起……企业发

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服务的强有

力支撑。

涉企服务有求必应，在台州是

考核政府服务的硬指标，而这样的

服务已然向长三角延伸。据悉，目

前，台州已与包括长三角三省一市

在内19个省（市）123个地区开展

“跨省通办”合作，实现公安户籍、社

保、医保、公积金、公证服务等102

项个人事项和企业登记、变更和注

销、食品经营许可办理等60项企业

生产经营事项“跨省通办”，2022年

“跨省通办”办件量约6万件，线下

月均“跨省通办”办件200余件，每

月减少办事成本近20万元。

“融长接沪 ·向海而兴”，站在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时代

潮头，台州和上海在更大领域，更

深层次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长三

角南翼之城将借发展龙头之势，在

向中国式现代化奋进的路上展翅

腾飞。

2023上海·台州周活动7月2日至6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