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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镇：“水泵之乡”奏响高质量发展强音
赵 静 杨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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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风貌 徐伟杰 摄

走进“中国水泵之乡”温岭市大溪
镇，工业园区机械轰鸣，铁臂挥动；美丽
乡村民富业兴，各美其美⋯⋯近年来，
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美丽乡村建设，
大溪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风雷动，旌旗奋，起宏图。去年，大
溪新增高新企业 11 家；森林包装成功
上市⋯⋯瞄准抓项目、兴招引、惠民生
精准发力，大溪奏响“工业强镇”的强
音，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39.6亿元，同比
增长27.58%。

以创新破局
“不躺在功劳簿上”

104 国道两侧泵企林立，大溪工业
经济发展成色足、底色亮，拥有规上企
业 215 家，泵与电机产业被列为“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浙江省块
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
区”省级试点。

如何发挥产业优势，深挖发展潜
力？

笔者来到大溪镇东岸村沙岸工业
产业园寻找答案，这里的浙江乾丰泵业
有限公司是暖通配套领域的一匹黑马。

“我们生产的这款空气循环泵品质
对标德国威乐，但性价比更高，进入市
场以来反响很好，今年预计年产值将达

到 5000 万元，同比增长 66.6%。”该企
业相关负责人杨文宝告诉笔者，通过市
场调研发现，国内空气循环泵的市场份
额基本被国外品牌占据，企业凭借做农
业泵的基础，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开
展合作，以创新开路，打入了这一全新
的领域。

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大溪
镇发力“硬科技”补强创新链，强化“双
招双引”延伸产业链，不断发展壮大泵
与电机千亿级产业集群。依托“创新服
务综合体”，重点攻关“新型控制器”等
机电行业关键技术，爱科赛智能科技项
目列为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
点专项项目，神能科技获“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5 年间新增总部回
归企业 1 家，招引落地超亿元产业化项
目 16 个，超 5 亿元的京东物流园、茗星
包装等项目正加快建设。

土地资源紧张一度掣肘着大溪的
发展。为此，大溪镇抓住作为浙江省小
城市培育试点镇的政策窗口期，创新探
索土地复垦指标“飞地”集聚建设模式，
把规划区外所有村存量建设用地打包
成 54 个土地整理和耕地垦造项目，推
动建设用地指标化零为整，并在异地用
于工业地产开发，实现资源价值最大
化。

目前，大溪镇通过“飞地”模式，近

3 年完成建设用地复垦近 1000 亩、工
业供地约 1300 亩，新增生产空间 220
多万平方米。今年，大溪谋划启动后
岸、水仓等 9 个老旧工业点改造，预计
可提升低效用地420亩。

村民当股东
“共同富裕一个不能少”

春光烂漫，桃夏村到了最美的时
节。一湾桃溪穿村而过，路旁樱花绽
放，美不胜收。周末带着孩子过来玩的
林女士说：“这里有浙江省首个裸眼
VR 体验馆‘幻境空间’，还有卡丁车、
游船、真人射击等多种项目，我家孩子
这是第二次来了。”

近年来，大溪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千方百计为低收入农户增收出谋
划策。桃夏村探索共富新模式，按照村
民自愿原则入股，每人 2 股，每股 2000
元，注册资本总计 660 万元，于 2021 年
11 月创立温岭桃夏农业专业合作社，
全额投资台州桃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打造村级旅游项目。该项目在 2022 年
1月初建成营业。

低收入农户谢大爷因家人生病致
困，现在被村里雇为游船管理员，一个月
的收入约4500元，他乐呵呵地说：“现在
的工作发挥了我原先当‘船老大’的特
长，照顾生病的家人也很方便，做到了两
头兼顾。”

产业帮扶为乡村经济“造血”。桃
夏村通过产业带富，一方面以镇里补助
2000 元每人、村里补助 1000 元每人、
本人出资 1000 元的形式，将低收入群

体纳入参股，共享红利；另一方面，优先
聘用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从事游
乐设施设备维护等工作，周边的小吃玩
具摊位也向他们降低租金，拓宽低收入
群体增收渠道，激发内生动力。

“村民成了小股东，大家抢着参加
村志愿活动，村集体更有凝聚力了。”该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东升说，

“可观的门票收入和衍生的商业摊位让
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切实的红利，预计
今年农民每股收益600元。”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脚下就有诗
和远方，脚下也蕴藏着致富密码。沈岙
村崇文重教，正打造“农村幸福社区”；
滥田湖村山、林、田、溪、桥共存，生态优
势得天独厚；方山村四季四处皆为景，
全域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大溪镇坚
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的原则，打造
环方山康养休闲带和环冠屿山人文景
观带，将南嵩岩、桃夏、滥田湖等精品村
和特色村串点连线，打造处处皆美的全
域景区。

飞地抱团
“飞”出移民村好日子

“原来村里连快递也进不来，现在
文体广场、幼儿园等配套设施应有尽
有，我们每天晚饭后都溜达一圈。”太湖
新村村民卢大伯笑着说。

幸福来自大溪镇水库移民后续扶
持。一些移民村集体沉淀了一些自有
资金，如何让这些钱更好地保值增值，
助力共同富裕？发展“飞地抱团”经济
是一条出路。

2015 年，在温岭市移民办的指导
下，大溪镇毛坦村、太湖新村、良山村等
6个水库移民村抱团成立了温岭市协力
投资有限公司，寻找稳定长久的投资项
目。2016 年，在温岭市移民办的帮助
下，争取到水库移民专项资金扶持4000
余万元，再加上移民村自筹700万元，在
淘宝司法拍卖买下了大溪潘郎区块一块
5794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并建厂房出
租，预计今年6月份就能竣工投用。

作为法定代表人，太湖新村党总支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友根每天到工
业园区巡查，盯着进度和质量。在他眼
里，这幢五层 12093.95 平方米的标准
厂房就是“下金蛋的母鸡”。

厂房完成出租后，预计年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约 400万元，其中村集体经
济相对薄弱村毛坦村、锦绣村分别每年
增加集体收入 140 万元、110 万元左
右，惠及 6 村 11331 人，其中水库移民
9663人。

“现在就已经有企业在追着问什么
时候投用，好来竞标租赁。”黄友根说，

“以太湖新村 8.33%的占股比例来算，
村里每年能分到 30 万元左右。曾经的
太湖水库原梅安村，村集体收入几乎为
零。现在很多家庭都开上了小汽车，好
日子节节攀升。”

壮大泵与电机产业集群，围绕产业
做文章，随着一个个企业发展蒸蒸日
上，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站在“十
四五”开局“起跑线”上，大溪镇高质量
发展动力澎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
着奋力走好共富路，全力打造工贸型生
态旅游文化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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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区洪家街道义民村文化礼堂

建成台州全市首家嵌入式“红色有
声图书馆”，让红色知识随听随学；率先
启动“清廉村居”试点建设，清廉文化遍
地开花；获得省治水先进街道、省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示范街道、省群众体育工
作成绩突出单位等荣誉，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作为台州商贸核心区的主阵地、市
区融合的“桥头堡”，近年来，椒江区洪
家街道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扎实做好文化传承创
新、文化下乡进礼堂等工作，为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湾区商贸新城，提供源
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洪家街道正崛起成为椒江区乃至台州
市的教育高地、文化高地，文化润泽商
贸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日益彰
显。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近日，走进洪家街道挡港桥村，文
化礼堂、百姓讲堂、文化广场、文化公
园、王维纪念馆、书画长廊等功能区块，
让人眼前一亮。

挡港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该村以“美丽诗画”为主题打造占
地 2000 平方米的文化礼堂，获评五星
级文化礼堂。通过文化礼堂建设，挡港
桥村的台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堂
赞，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挖花曲、篾竹
工艺、狮子锣鼓队等本土传统文化，也
得到了保护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作为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街
道，洪家街道按照“提质扩面、常态长效”
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形
成“一村一品、一堂一特色”的格局。同
时，充分发挥综合文化站和市级示范性
文化礼堂的中心辐射效应，合文化礼堂
之力，积极打造农村文化综合体。

截至目前，洪家街道已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 30 家，包括 2 家五星级文化礼
堂、5 家四星级文化礼堂。其中，挡港
桥村获评浙江省文化示范村，并已完成

美丽乡村建设；小板桥、前高桥、挡港
桥、兆桥等 4 个村的文化礼堂被评

为市级示范性文化礼堂。
位于大板桥村文化

礼堂内的和合书吧，正打造省级和合书
吧样板。五星级文化礼堂兆桥村文化
礼堂，位于一楼的市民书吧，是椒江区
首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只要刷一下
市民卡或者身份证即可进入阅读。附
近的廉政文化长廊里，还有一个兆桥有
声图书馆，扫码就可以听书。

去年，洪家街道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的阵地作用，携手“喜马拉雅”
打造“红色有声图书馆”，党员群众扫码
即可听万余部有声书。“红色有声图书
馆”运用“互联网+”模式，通过“党建引
领”带动“全民阅读”，“线上有声图书
馆+线下实体听书墙”相结合，让图书智
能化、数字化、移动化呈现，打破传统阅
读方式，扫码即听，让阅读“声”入人心。

“书籍分为 19 大类，有 15000 余
本，后期还将进行不间断更新。”洪家街
道相关工作人员说，今年有声图书馆将
继续走村入户，已经覆盖普及 8 个村
庄，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文化大
餐。

教育高地 文以载道

近日，走进洪家街道中心幼儿园，
只见环形的造型、七彩的房屋，犹如一

道七色彩虹。湛蓝的操场上，许多小朋
友正在木质攀爬架和小木屋上玩耍。
自从 2020 年开园后，这家幼儿园很快
走红，被称作“彩虹幼儿园”。

据介绍，洪家街道中心幼儿园总投
资 3682 万元，占地面积 1 万多平方米，
办 园 规 模 12 个 班 ，可 容 纳 幼 儿 360
名。园舍按照省一级标准配置，配套有
活动场地、跑道、绿化、停车位等标准设
施。作为椒江区农村幼儿园补短提升
工程的一个新建项目，洪家街道中心幼
儿园的建成，让很多孩子实现了在家门
口上好园的目标。

作为市区融合的“桥头堡”，近年
来，随着镇海中学台州分校、北大附属
台州书生学校等一批知名学校相继落
地，洪家中学、洪家二中等本地中学教
学质量快速提升，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洪家街道中心幼儿园、椒江区中心幼儿
园万科城分园等学校建成投用，洪家街
道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资源日益丰
富。

3 月中旬，在高中部即将开办之
际，镇海中学台州分校首批高中主要教
师团队在线集体亮相。据介绍，镇海中
学台州分校是镇海中学在宁波市外的
第一所分校，以镇海中学成熟的管理经

验和教学模式为框架，以优良的教风学
风为内核，充分共享镇海中学优质课程
资源，多措并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
生健康成长，打造台州人家门口原汁原
味的“镇海中学”。

“目前，洪家街道共有 14 所幼儿
园、6 所小学、两所初中、两所高中，教
育资源涵盖幼小中高，已成为台州全
市优质教育集聚的高地。”洪家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交通夯实了发展的底气，
教育则为发展聚集了人气。如今，洪
家街道改善型高品质楼盘不断拔地而
起，成为台州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块之
一。

廉风廉韵 护航发展

走进椒江区洪家街道兆桥村文化
礼堂，一面廉政签名墙上写满了密密麻
麻的名字。这是洪家村干部“廉政夫妻
档”对廉洁自律的庄严承诺。

村干部“廉政夫妻档”作为洪家“清
廉村居”建设特色品牌，架起了廉洁“清
风桥”。夫妻同学一本党规条例，同考
一份廉政试卷，同看一场廉政教育警示
片，同签一份家庭助廉承诺书。自律

“耳边风”时常吹起，良好家风对廉政文

化的涵养浸润作用潜移默化。
早在 2018 年，洪家街道就在椒江

区率先启动“清廉村居”试点建设。如
今，清廉文化的种子早已在洪家街道遍
地开花。王咏霓纪念展厅、清廉文化长
廊、廉政公园、清廉朗读亭等文旅融合
景点串珠成链、连点成片，成为迈向共
富路上的美丽图景。

在洪家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展
厅内，村民李宏青点击数字化党建地图
的“清廉洪家”模块，了解各村居监察工
作联络站工作开展情况。“清廉洪家”模
块运用数字化思维，链接 36 个监察工
作联络站、两个企业廉动实践站、两个
亲清会客厅、廉政文化主题公园、清廉
村居示范点等。

“现在动动手指，就可以清楚查
看洪家所有的清廉阵地。”李宏青说，
如今，村民想要反映廉纪问题，可以
直接通过“清廉钉办”进行线上的监
督和反馈，实现监督投诉“一次都不
跑”。

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洪家街道
还探索了线上线下督廉模式，依托“村
情一码通”线上监管系统，构建一张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民生监督立体网
络，以充分发挥监察工作联络站“前哨”
和“探头”作用，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
公里”，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纪
律和作风保障。

洪家街道纪工委相关负责人说，下
阶段，洪家街道将致力打造“一园一馆
一集群”清廉文化品牌，着力构建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清廉文化新高
地实现精神富裕，为推进共同富裕铸魂
赋能。

（图片由椒江区洪家街道提供）

洪家中学

美丽方山 杨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