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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走好“历史名城、制造强市、共富高地”破局之路
金 晨 汪 贵

（（本版图片由临海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临海市委宣传部提供））

在永丰镇凤凰桥村共富工坊，机
杼声阵阵，妇女在家门口培训上岗换
了种身份，熟练地完成太阳伞布制作，
多了份收入；河头镇殿前村共富工坊，
企业送藤编项目到村，村民不再从中
介商贩处接活，收入提高了40%。

在临海，依托一处处小工坊，城与
乡的融合正在加速。这是临海市联合
农业农村、发改、人社、统战等10余个
部门探索推进“片区聚富、特色创富、联
村促富”三大农村共富模式，在全省率
先挂牌运营共富工坊，积极推动特色产
业中工序简明、劳动密集的环节进农
村，以市场化方式建立厂房式、车间式、
居家式等多形式的共富工坊，既破解企
业阶段性用工难，又赋能农户就业，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共赢。

如果说，共富工坊建设让村民收
入增加，那么，数字化改革更是让美好
生活触手可及。“救在身边”应用让高
速事故自动匹配救援资源、算法自主
规划救援路线，打造应急救援“滴滴模
式”，实现高速救援1分钟接警、3分钟
出警、15 分钟到达，被列入“一地创
新、全省共享”一本账并全省推广。“浙
里好家政”应用一站式满足从业人员

学好技能、家政机构招好员工、消费者
找好服务、政府部门管好行业，入选省
信用数改十大优秀案例；“来浙实践”
应用打造“网购式”社会实践平台，构
建“全链式”实践-就业闭环；“浙里有
戏”应用构建管戏扶戏、找戏看戏、拿
手好戏三大核心场景，实现群众高品
质文化生活的智达惠享。

聚焦一老一小，临海花大力气增进
民生福祉。走进“府城·老邻舍”紫阳店
老年食堂，只见老人有序地排队取餐就
餐。专门为老人制定的专属营养菜不
仅菜价实惠，刷脸结账也方便。临海作
为全省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积
极探索城乡社区“一老一小”优养发展
模式，盘活辖区内闲置用房，打造多个
多功能养老综合体；依托镇街社会工作
站、文化礼堂等阵地，因地制宜打造“一
家一品”特色儿童之家。

深化教育改革，临海牵手杭州学
军中学合作办学，创新台州中学办学
模式，西校区正式启用。校地合作“喜
结良缘”，与台州学院签约共建国际护
理学院、大树文物与历史建筑学院、国
学院、未来乡村学院，携手开启“千年
古城、百年高校”，共创辉煌新篇章。

建设特色彰显、令人向往的“共富高地”

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涌动的人潮勾勒出旅游业回暖的新图景，文旅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7天假期共接待游客71.26万人次，在全国古城古镇类5A级景区

中排名第二。在头门港，义新欧“台州号”载着“台州制造”奔向广袤的欧亚大陆，运行近一年，不仅设立了“家门口”的外贸集装箱提箱点，还着手开展“台州号”海外仓建

设。在各处共富工坊，春节一过便马不停蹄开工，小工坊让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富增收⋯⋯

一个个镜头切换间，都映照出过去一年临海大改变。这一年，临海干成了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大事、攻克了一批多年想干却未干成的难事、办好了一批人民群众

期盼已久的实事。

新的一年，是临海建设“历史名城、制造强市、共富高地”的破局立新之年。临海正以实干为笔、汗水为墨，谋系统破题之策、行精准破壁之举、扬乘风破浪之势，以领跑

姿态策马扬鞭再奋蹄、擂响战鼓勇破局。围绕“两个先行”“三高三新”，全面实施“七大战略”，强势推进要素保障、招大引强、项目快进“三大攻坚战”，持续唱响“实干创新、

突破跨越”主旋律，朝着全省县域综合实力第一方阵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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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朵纳卫浴拿地即开工，临海
实现首个企业项目“三证同发”；5 天，
海畅气体获批医用氧新生产线，紧急
扩大产能保供应；80 天，吉利汽车临
海产业园从新能源项目签约到首款新
能源车型总装下线，标志着临海吉利
基地正式拉开进击新能源车市场的序
幕⋯⋯

提速的每一天，都是临海营商环
境再优化的见证。围绕“拼经济”这个
关键词，临海以最诚之心优化营商环
境，以最实之措纾解企业难题，推动工
业经济平稳增长。

环视这座千年古城，制造业是临
海立市之本、强市之基。转型，也成
为临海制造业向未来、再起航的关
键。聚集汽车机械、医药健康、时尚

休闲这三大特色支柱产业，临海着力
培育数字经济、新能源、高端制剂（医
疗器械）、新材料等一批“新星”产业
集群。

如今，临海医化园区近 20 家医药
企业已开始应用生物酶催化技术合成
原料药及中间体，推动向生物制药企
业转型；时尚休闲产业正围绕数字化
和自动化对生产线进行改造提升，让
产品更具竞争力⋯⋯

以重大项目助推经济走出“上扬
曲线”。去年，千亿级投资项目、里程
碑意义的台州湾新材料产业园基础工
程开工建设，是台州有史以来单体投
资体量最大的产业项目，一座世界级
现代临港产业基地在东海之滨呼之欲
出。航天环保工程技术研究院签约揭

牌，台州首个院士项目在临海落地投
产，临海全市 R&D 研发投入居全省前
列。

以丰富的新业态助力服务业蝶
变升级。在台州府城，阿里云全球
首款景区 Vlog 项目让游客实现“一
机在手、游遍府城”；智慧景区管理
系统实现“智能监控、智能消费、智
能导游”全覆盖，不断刷新游客微观
感受。临海入选省级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试点、省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
市名单。

以港口资源为优势谋好临港产
业集群。临海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两大“国字号”
招牌，义新欧班列“台州号”实现首
发并常态化运行，头门港—宁波舟
山港集装箱内支线顺利开通，正式
迈入港口集装箱运输时代，打开了

“临海制造”走向全世界的新通道。
新一年，临海向海图强，拥湾开放，
正积极建设全球一流临港产业带，
围绕“五城十链”，全力抢跑临港产
业新赛道。

建设开放包容、活力奔涌的“制造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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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街上，由汉服爱好者组成的
宋韵巡游团队浩荡出街；台州府城墙
里，传统非遗技艺打造的“毛兔灯”变
身网红文创，销量走高⋯⋯这几天，在
新晋国家 5A 级景区——台州府城文
化旅游区，以宋韵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异彩纷呈。

人气背后，是 6 年逐梦 5A 难忘的
日与夜。临海高规格组建创 5A 工作
专班、全市 67 个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挖掘历史名城内涵，彰显新时代魅
力。600 余处（座）明清民国时期建筑
焕发新生，10 余家百年老店、60 余家
传统店铺得到恢复；台州府城宋韵诗
路文化体验馆正式开馆⋯⋯

沉淀千年的文明成为当地最具辨
识度的气质，古城下的百姓生活成为
游客眼中别致的风景。如今，临海斩
获了“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等 8 张
“金名片”。

古城临海，除了独树一帜的宋韵
文化，抗倭文化、户外运动文化建设正

扎实推进。临海举办了 7 届柴古唐斯
括苍越野赛，先后共有来自 4 大洲 32
个不同国家、国内全部省份的近 1.8 万
名选手参赛，已成为“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赛
事”。

临海还有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
欣欣向荣的美食产业。当地 140 多种

传统小吃，其中 22 项入选各级非遗保
护名录。白水洋豆腐在浙江省“百县
千碗”豆腐挑战赛中勇夺第一。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后，临海又
新增一大新名片——“中国美食地标
之都”。

把历史文化融入城市肌理，临海
东拓南进、拥江揽湖步伐愈来愈快。
灵湖样板区入选省级城乡风貌样板
区，六角井未来社区展露新颜，大洋社
区、南门社区创成省未来社区，大田桥
等一批城中村历史遗留问题破冰见
效。佩弦湖片区高品位建设城市生态
绿廊，伏龙片区高颜值构建沿岸江景，
古城新貌的画卷徐徐展开。

以交通发展推动城市能级提升，
临海“城市脉络”更加畅通。104 国道
江南至尤溪段改建工程建成通车，351
国道邵家渡至永丰段等交通项目加速
推进，双林北路等6条“断头路”彻底打
通。成功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市，入选“四港”联动方向试点市、系台
州唯一。

建设匠心独具、别有韵味的“历史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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