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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人才“引育留用”生态链
浙江台州因“人”制宜促创新发展

行浸式体验江南水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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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水环境
解锁新玩法

长 兴

夏日，长兴县洪桥镇东

王村水上运动基地，游客正

在划皮划艇。近年，该镇通

过优化水环境，依托太湖沿

岸特色，开发水上项目，推

动农文旅融合。

许旭 摄影报道

绍兴在全国首发纺织产业“碳标签”

为纺织业绿色发展定“标尺”

城市要发展，人才至关重要。浙江台

州，这片民营经济发展的热土上，从技术

人才到青年干部再到将创新创业目标投

向这里的大学生，职业成长有规划、干事

有动力、创业有保障的一系列措施和服

务，都在为人才创造着宜业、宜居的“良性

生态”。

健全体系 锻强工匠队伍
不久前，台州第一技师学院与温岭潮

沙龙美发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

共建“潮沙龙企业学院”，实现校企深度融

合，为当地美业等服务行业培育更多高素

质、高技能的工匠型人才。

这是温岭市以多元培养模式壮大技

能人才队伍的生动缩影。依托市镇企三

级工匠学院、博士创新站、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等平台，温岭推进工学交

替、名师带徒等校企双元培养模式，全面

提升工匠人才素养，2023年共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3.2万余人次，全年为企业输送高

技能人才超2000人。

在温岭，技术工人正成为推动当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给他们提

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优厚的待

遇，温岭打破了职业技能评价与专业技术

职称评审界限，将技能等级认定企业范围

扩大至两百强重点工业企业及重点三产

企业，并将认定层次提升到技师、高级技

师，提升了技能认定“含金量”。

同时，温岭正持续探索“技酬挂钩”机

制，建立与技能等级相衔接的技术工人工资

指导线，推进企业薪酬调查制和信息发布制

度建设，通过“企业专管员”“一企一策”等方

式构建技术工人收入增长的“良性生态”。

项目为王 青年铁军“试金”
白马岙花海民宿项目是玉环干江镇

聚焦海洋经济新赛道，丰满文旅新业态的

“五大发展行动”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启

动后，干江镇经济发展办专职副主任、年

轻干部余游天主动认领了该项目。

炮台村现存闲置石屋300余间，可容纳

5000人居住，是打造成为“平急两用”新型社

区的好地方。为确保花海民宿项目按时完

成，余游天和专班干部们一起，结合存在的

问题与大家分析研判，现场解决困难。目

前，一期房屋外立面已全面完工，进入招商

阶段，二期工程也筹备完毕，准备开工。

“项目就是试金石，成效就是检验

台。”干江镇党委组织委员胡盼婕说。今

年以来，玉环市干江镇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创新实施“先干为敬 雏鹰成长”

年轻干部赋能计划，通过“五大发展行动”，

锻造敢想敢干、敢闯敢试的青年铁军队伍，

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快跑”。

“青椒”行动 全套服务引才
近年来，椒江区把青年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推进“引

人留人”三年行动计划，实施青年人才集

聚“青椒行动”，聚焦青年大学生来椒留椒

的游、学、工、住、行等关键要素，持续拓宽

引才渠道，搭建引才平台，完善引才服

务。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能扎根，解决好

就业创业问题是题中之义。

温州人叶璇是一名95后，目前在椒江

创办了台州芝麻粒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电商业务。“椒江工厂资源多，电

商环境和政策都比较出众，台州大学生创

业园还有对大学生的创业补贴、场租补贴，

这对我们初创者的吸引力非常大。”她说。

位于椒江区的台州大学生创业园为入

驻企业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一站式服

务，获评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园

区在孵创业实体53家，累计入孵创业实体

524家，孵化成功434家，带动就业5069人。

同时，椒江区大力推进人才安居工

程，先后建设了东港高层次人才公寓、科

创谷汇智园人才宿舍等一批人才公寓，在

城市核心区域设立多个青年人才驿站，同

步推出购房、租房、短期免费住宿等一系

列优惠政策，解决青年人才创业创新后顾

之忧。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

鸣，近日，沪苏浙两省一市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标志性工程——沪苏嘉城

际铁路上海示范区线青浦

新城站建设迎来新进展：

该站点基坑正式进入开挖

阶段，项目建设持续提速。

同时，吴江、嘉善相关路段

建设也火热推进，轨道上

的示范区跑出“加速度”。

沪苏嘉城际铁路于

2022年7月开工建设，全长

17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

里，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

用。其中，上海示范区线

（上海段）东起虹桥主城片

区，西至水乡客厅，途经闵

行、青浦两区，与水乡旅游

线（江苏段）、嘉善至西塘线

（浙江段）实现互联互通。

青浦新城站是沪苏

嘉城际铁路上海段即示

范区线的首开标段，该站

为地下三层三岛四线车

站，建成后，上海示范区

线、规划嘉青松金线和轨交17号线三线

将在此同站换乘，实现嘉善或吴江到上海

虹桥商务区只需45分钟，进一步增强上

海、苏州、嘉兴“1小时生活圈”活力，极大

方便周边市民出行。

位于嘉善县木业大道的嘉善至西塘

线SG2标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各司

其职，加紧作业。该标段位于嘉善站和

中新产业园站之间，线路长度约为3.5公

里，目前明挖段主体的底板已经基本完

成，正在进行侧墙和雨棚柱施工，预计今

年9月份将完成明挖段主体结构施工。

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江苏段苏州南

站是全国首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

合体，集高铁、城际铁路、地铁、公交、水

上交通等多种交通制式于一体。目前，

苏州南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计划

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作为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铁路基础设施，沪苏嘉城际铁路串联示

范区虹桥商务区动力核、青浦新城、环淀

山湖创新核、西岑科创中心、水乡客厅、

祥符荡创新绿谷、吴江高铁科创新城等

核心功能区，兼顾沿线地区出行服务，填

补跨区域轨道服务薄弱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以江南文化为特色、水乡肌理为格局

的全新行浸式文旅演艺项目《只此周庄》

即将揭开神秘面纱，在6月底首演。

该剧由周庄镇人民政府携手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共同打造，是继舞台剧《只此

青绿》后的“只此”系列新作。

总导演靳韬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

《只此周庄》以历史资料为基石，虚构了

古今两位“倦旅人”在周庄的心灵寻觅之

旅。全剧分为“旧梦、入画、出征、寻路”四

大篇章，通过宋人周和与现代青年周和的

梦境交织，展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跨越，以

及文化的传承与心灵的觉醒。“《只此周

庄》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表演框架，将宋代

美学与现代多维数字科技结合，更在解构

与重构中探索了空间与时间的新议题。

观众将在多媒体艺术、互动体验及创意空

间的融合中，感受到文化与心灵的深度

碰撞。”

周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剑峰介

绍，这一全新的行浸式文旅演艺项目，体

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是传承中

华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旅的有机结合。昆

山市文体广旅局局长苏培兰表示，该演

艺项目推动演艺和旅游、文化、娱乐等元

素融合发展，让游客在观演过程中更好

地感知周庄记忆、追寻历史脉络、感受人

文魅力，推动周庄古镇成为年轻人喜爱

的旅游目的地。

2007年，中国第一部原生态水乡实景

演出《四季周庄》诞生了，17年来完成了

3497场演绎。今年，《只此周庄》在《四季

周庄》原址上诞生，延伸文化和商品产业

链，突破现有文化展示和体验形式，活化

古镇魅力。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只此周庄》将于本月底首演

近日，浙江省检测认证助力现代纺织

与服装产业链工作交流活动在绍兴市柯

桥区举行，现场为绍兴市15家纺织企业

颁发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这是全国

首次为纺织企业颁发“碳标签”。

所谓碳足迹，是指一件产品在全生命

周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碳足迹标识

就是对碳足迹评价的认证，又称“碳标

签”，经认证的产品碳足迹以标识形式对

外披露碳排放信息。

绍兴作为全国开展纺织产业碳足迹标

识认证试点城市，近年发布了化纤面料、棉

面料和丝绸面料等系列碳足迹技术规范的

地方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还发布了绍

兴纺织产业碳足迹标识图标，纺织企业有

了“绍产”的碳足迹标识。

此次获得证书的15家纺织企业，都

是绿色低碳发展的践行者。绍兴某服饰

公司是一家西装定制企业，公司进行了数

字化改造，工厂屋顶安装光伏发电，多措并

举降低碳排放。在该公司的证书上，记者

看到上面标明“每声明单位产品碳足迹数

值：35.88千克二氧化碳当量”。“这一数值

就是这款西服从原料生产到最终报废过程

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该公司董事长张鹤

介绍，这款西服主要针对欧美市场，有了

“碳标签”，进军国际市场底气更足。

现场，绍兴发布了全国首个纺织产业

《“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实施方案》，并启

动绍兴碳足迹数字管理平台。围绕《绍兴

市发展“碳足迹”金融支持纺织业绿色低

碳发展实施方案》，金融机构代表与企业

代表签署“双碳认证贷”授信协议。由绍

兴柯桥区市场监管局发起倡议，宁波、温

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台州市属有关

县区市场监管局共同签署现代纺织产业

检测认证一体化发展工作协作机制。

“柯桥目前拥有纺织企业近8000家，去

年纺织品出口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绍

兴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绍兴是纺

织产业大市，用好碳足迹、碳标签等关键成

果，推动纺织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有了碳足

迹标准，相当于有了一把标尺，可以用来测

量纺织产品的碳足迹。” 本报记者 唐闻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