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为媒 当起“推销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台州人对美食的

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近年来，吸引八方

来客的，不仅是台州的美景，还有美食。

这些让人惦念的美食，不仅是对味蕾的冲

击，更多的是心中的那一抹乡愁。

“日均人流量超13万”“交易量突破

800万”“美食周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近

1000万”……美食周的热度，在挂职干部

们眼中，成为对口帮扶的“突破口”。于

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当起了“推销员”，他

们说，要在对口支援地区和家乡台州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让当地的特产走出去，让

百姓富起来，同时，也让家乡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吃到高原美食。

新龙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中部，曾是甘孜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山区之

一。在甘孜州所辖18个市县中，台州对口

支援的县有4个，除黄岩区对口支援新龙

县外，椒江区、路桥区、玉环市分别对口支

援色达县、甘孜县、炉霍县。此外，还有临

海、温岭两市分别与四川南充的嘉陵、阆

中两县对口开展东西部协作。

消费协作 援建探新路
今年6月，台州选派了新一批干部到

甘孜州挂职锻炼。2021年新一轮对口支

援工作启动以来，台州已先后选派200多

人到甘孜州开展对口支援。此时，多年的

对口工作成效已显，各对口工作县已于

2020年脱贫摘帽，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几

位挂职干部把目光聚焦在“消费协作”上。

甘孜州拥有丰富的农牧产品资源，当

地的牦牛肉及其制品味道鲜美、富含蛋白

质；俄色茶有滋润肠胃，缓解油腻的效果；

沙棘果蕴藏维生素、黄酮类、多酚类等生

物活性成分，被誉为“生物活性物质宝

库”……这些好东西，却因信息不畅、销路

狭窄，“养在深闺人未识”。

为此，挂职干部们主动当起了“特产

推销员”。除借助“美食周”等展销平台

外，挂职干部们想方设法在台州开展对

口工作的几个县（市、区）设立专门的消

费帮扶展销馆，主动联系台州本地企事

业单位和大型商超，引导全市工会会员

采购台州结对帮扶对口地区的消费帮扶

产品，并尝试拓展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

渠道，推介高原特色农产品。“我们的目标

是，每个对口支援县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

的销售额。”

据统计，截至8月底，台州市消费帮扶

展销馆、跃升超市等市级消费帮扶平台实

现销售金额同比翻了一番，全市实现消费

帮扶金额超过2亿元。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黄方考

全球最大功率漂浮式
风电机组在射阳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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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对口帮扶走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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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杭高速助力区域发展

沿线城市“一小时交通圈”加速

宿迁市泗洪县

洪泽湖湿地景区临

淮段水杉林色彩斑

斓、碧波荡漾、宛如

画卷。入秋以来，

该水杉林由绿变

黄，如今又渐渐披

上了一层红装，成

为当地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每天都吸

引了大量游客。

张连华 摄影报道

“援川人”组团回乡“卖特产”

走进位于黄山休宁

县的昌辉汽车转向系统

（黄山）有限公司，毕业

于南京工业大学的硕士

研究生姚远明正专心致

志地进行项目方案设

计。姚远明是2021年

休宁县通过绿色通道引

进的企业急需紧缺高端

人才。“我大学学的是机

械设计专业，现在在昌

辉公司担任产品工程

师，和自己的专业非常

匹配，而且在生活上获

得了便利，让我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当中。”

黄山市休宁县营造

拴心留才的优质人才生

态，以“管家式”思维、

“保姆式”服务，用心用

情将人才“心头事”办成

“满意事”。

休宁县出台实施

“新状元英才计划”，优

化人才引进、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等方面体

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目前已认定

“新状元英才”66人，发

放住房补贴、生活补

贴。县领导带头联系

105名旅外乡贤、30名

专家人才，先后帮助解

决人才及其家属在休工作和生活难题，

聚焦乡镇和县直单位等人才服务“最后

一公里”部门，组织36家单位成立人才

专职工作者队伍，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休宁县创新实施“新状元暖才行

动”，协调73家优质市场主体为专家人

才提供商品消费折扣、景区免费游览等

福利，增强人才归属感。开展“老乡帮老

乡”系列人才服务活动，通过“我为人才

办实事、人才为我提建议”等方式，探索

做到“暖心在平时，关心在小事”。加大

人才公寓建设力度，盘活安置房、公租房

等资产建成各类人才公寓，解决过渡性

住房需求，解决人才子女就学、医疗休养

等“关键小事”。

休宁县连续开展两届“新状元之星”

人才评选活动，将全县各行各业人才划

分为19个类别，并在每个类别中评选1

人，活动开展以来已赋予38名人才“新

状元之星”称号。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讯员 蒋志阳

功率等级达到20兆瓦，风轮直径达

到260米，扫风面积53100平方米，相当于

7个标准足球场。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发

的全球最大功率漂浮式风电机组在射阳

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下线。据了

解，该单机年输出清洁电能可达6200万

度，能满足约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

求，相当于节约燃煤2.5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6.2万吨。

在不久前举行的德国汉堡国际风能

展上，20兆瓦级漂浮式风电机组“启航号”

发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启航号”风机

为何如此瞩目？纵观风电行业发展趋势，

深远海域风资源条件更优，挺进深远海是

未来重要发展方向，而漂浮式风机技术又

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技术环节。

“启航号”作为漂浮式风机，具有更高

发电效率，能有效节约用海面积。天生适

合应对深远海域的复杂环境，海上作业时

间短，安装方便。部署灵活性高，极大扩展

了风力发电的覆盖范围。同时，突破了业

内公认的技术壁垒。采用了ILA耦合设计

流程，通过对多系统动态响应仿真，保证了

机组平台的发电性能和可靠性、安全性。

“启航号”下线，是射阳加快打造中车

百亿级智造产业园的重要突破。近年

来，盐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在大

兆瓦、高电压、大基地、深远海的海上风

电领域全方位布局，储备了一批重大项

目和核心关键技术，开展深远海海上风电

示范建设。

本报记者 唐闻宜

“早上9点上的高速公路，10点就赶

到了南浔，走新开通的湖杭高速快很多。”

周末，家住杭州市临平区的张阳前往湖州

南浔旧馆街道一家咖啡店，和老友们叙

旧。9月底，湖杭高速公路吴兴至德清段

工程正式通车，不仅将湖州与杭州紧密连

接在一起，更将沿线城市纳入了“一小时

交通圈”。

不仅杭州、湖州两地的市民感受到了

交通的便捷，两地的企业也因为这条高速

公路受益。在位于南浔旧馆街道内的浙

江金晨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车间，机械设备

轰隆作响，多条自动化智能印布生产线正

在运转，一匹匹印着精美图案的织布有序

进入后道的物流发货车间。“从物流车间

出发，10分钟就可以上湖杭高速南浔西收

费站发往杭州，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

客户手中。”该企业负责人说。

“交通便捷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缩

短生产与销售链条，增强企业竞争力。”南

浔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道，随着湖杭高

速的开通，更多的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

将涌入南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秋风起，鱼虾肥，眼下正是鱼虾大量

上市的季节，沿着湖杭高速驱车进入菱湖

境内，在乌板桥水产品市场，工人们正在

分拣、装鱼、吊运，一车车欢蹦乱跳的鱼

儿，跟着经销商的水产车奔向各大市场。

“以前要沿着菁菱公路一直到埭溪青

山才能上高速，时间久路途远，对产品保鲜

影响很大。湖杭高速开通后，对我们运输

农产品非常有利，运输时效提高了，跑高速

还享受绿通免费政策，运输成本降低了不

少。”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主李先生说道。

不仅如此，湖杭高速通车还给村镇旅

游发展带来了新动能，让沿线乡村迎来了

“高速时代”。国庆假期已过，南浔和孚镇

新荻村元江饭店内，来自杭州、上海等地

的游客仍旧络绎不绝。经营农家乐超过

20余年的元江饭店老板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小店的生意比以前翻了两番不止，

除了江苏、上海方向游客，还多了一批批

慕名而来品尝特色菜的安徽游客。”

穿梭于青山绿水，湖杭高速犹如一条

长龙，串联起民生、物流与产业，与千家万

户紧密相连，也为地方经济、乡村振兴提

供交通保障。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牦牛肉肉质鲜嫩美味、营养丰富，大家来品尝一下；藏雪菊采雪山之灵气，清热
祛火，更是难得的茶饮……”在甘孜特产馆，陈宝堂热情地向参观者推介新龙特产。

陈宝堂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副区长挂职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
近日“味美浙江 ·台州领鲜”第二届台州精品美食周在黄岩举行，陈宝堂与同在甘孜州
挂职的张杰、杨金聪、蔡骁骏、李康成，及在阆中挂职的戴良刚一起，组团回乡“卖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