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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新篇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新篇章
陈久忍陈久忍

台州台州，，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

4040 多年来多年来，，台州以改革破局台州以改革破局，，向改革要生产力向改革要生产力，，成为中国股份合作制发源地成为中国股份合作制发源地、、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市场经济先发地市场经济先发地，，赢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赢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台州模式台州模式”。”。改革已铸为台州发展之魂改革已铸为台州发展之魂，，成为融入台州人血脉的基因成为融入台州人血脉的基因，，赋予了台州民营经济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创新创造的活力赋予了台州民营经济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创新创造的活力。。

今年是台州撤地设市三十周年今年是台州撤地设市三十周年。。站在站在““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的新起点上的新起点上，，台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台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扛好改革先行地的使命担当扛好改革先行地的使命担当，，以以““勇敢立潮头勇敢立潮头、、永远立潮头永远立潮头””的姿态的姿态，，持续推动持续推动

““八八战略八八战略””走深走实走深走实，，贯通落实省委贯通落实省委““创改开创改开””三条路径和市委三条路径和市委““三高三新三高三新””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新篇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新篇章。。

“之前做普工一天只能赚 100 来块
钱，现在收入翻倍。”得益于临海市东塍镇
搭建的彩灯共富工坊，42岁的彩灯制作能
手杨绍斌实现了在“家门口”工作的愿望，
月收入达8000元。

台州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实施众多探
索，多举措保障城乡居民收入提升：率先
开展技能型社会建设试点，推进技术工
人“扩中”改革；率先探索党建引领“共
富工坊”模式，并获全省推广；率先试点
实施“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
目，该项目于去年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
奖”。

其中，台州首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
模式，打造出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
的台州样本。目前，台州全市已建成各类
工坊 1500 多家，吸纳就业 5 万余人，在促
进农民增收、村集体增富、企业增效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让人民享有
幸福生活。台州坚持把人民幸福安康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断推
动民生服务普惠优享，力求让城市发展
的角角落落、点点滴滴都回应老百姓的
关切和期待，台州幸福之城的民生底色
也更加鲜亮。

民生优享。台州深入实施公共服务
“七优享”工程，提升“最具幸福感城市”含
金量。近年来，台州引进优质资源，建成
镇海中学台州分校、华师大附属台州学
校、台州妇女儿童医院等一批民生关切项
目，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
市，获评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

文化润心。台州持续擦亮“文化传万
年、和合润古今、山海铸风骨、垦荒立精
神、情义溢全城”文化标识，开展“3610”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市域实践，连续三年成功
举办和合文化全球论坛，让濒临失传的台
州乱弹焕发新生。央视跨年晚会连续三

年落地台州。
生态秀美。台州上榜“中国十大秀美

之城”，生态资源优良，美景美食享誉全
国，天台山、神仙居风景区、台州府城文化
旅游区建成国家 5A 级景区，台州菜成为
台州最具辨识度的城市IP。

近年来，台州已 8 次获评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3次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
新者胜。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台州将以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改革推向前进，锚
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在奋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

幸福优享 厚植民生福祉幸福优享 厚植民生福祉
8 月 8 日至 11 日，长三角“老字号嘉

年华”暨葭沚老街精品消暑纳凉美食周
盛大举行，吸引了全市各地市民前来品
美食、看大戏。

位于椒江“一江两岸”区块的葭沚老街
曾是台州最有文化味、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之一。台州开展葭沚老街有机更新，修复
原先的当铺、酒坊、大宅院等老建筑，引进
米其林高奢餐饮浦江荟、米其林星级餐厅
许家菜、黑珍珠餐饮粗茶淡饭等浙江首
店。自2022年开街以来，葭沚老街已成为
台州市区最亮眼的文化地标之一。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大场景，也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平台。台州城市建设
紧盯集聚人口这个塑造城市竞争力的关
键，从重塑土地价值体系出发，把握业态
升级带动新型城镇化这个互动逻辑，在
更新层面推进“二次城市化”，以更高标
准推动城市提质焕新，持续提升城市

“青”和力。
台州坚持中心带动、一体发展，布局

建设“一江两岸”、中央商务区、高铁新
区、商贸核心区等区块，推进城市融合发
展、有机更新，近年来打造出了和合公
园、葭沚老街、官河古道、十里长街等城
市新地标，有力推动中心城市形态、能
级、颜值全面焕新。

未来三年，台州将推进片区改造、住
有宜居、文化传承等城市建设提质焕新

“十大行动”，加快建成一批标志性项目，
建设山海水城为基底的公园城市，打造
省域开放型高能级中心城市。

坐上杭台高铁，一小时便可抵达杭
州；通过内环快速路，15分钟内就能在台
州三个城区之间实现空间切换；路泽太
高架快速路和市域铁路 S1 线的建成，则
将温岭与台州主城区的距离缩短至 1 小
时内⋯⋯

台州把推进综合交通提级扩容作为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牵引性
抓手之一，建成内环快速路、路泽太高架
快速路、杭台高铁、市域铁路 S1 线等立

体交通网，加快建设台州机场改扩建、甬
台温高速改扩建、市域铁路 S2 线、解放
路过江隧道等新项目，形成“市区半小
时、市域 1 小时”交通圈。其中，2022 年
通车运营的杭台高铁是中国首条民营资
本控股高铁，将台州纳入省域 1 小时交
通圈，杭台高铁台州站成为台州最醒目
的新地标之一。

目前，台州正以综合交通提级扩容
为牵引，以接壤区块融合聚合为重点，以

“口袋公园”、绿道网络建设等风貌提升
工程为支撑，加快推进中心城市空间集
聚、功能集成、交通汇聚，进一步推动中
心城市提能升级。

融合焕新 提升城市形象融合焕新 提升城市形象

8 月 22 日，“新明州 66”满载一船太
阳能组件、铝合金轮毂等台州制造产品，
从台州港大麦屿港区出发，前往日本名
古屋港。这是“台州港大麦屿港区—日
本关东”直航航线正式开通后发出的首
趟航班。至此，台州港大麦屿港区国际
国内航线拓展至18条。

据介绍，这条航线开通后，台州企业
出口货物不再需要通过水路内支线或陆
路运输到宁波、上海港出口，平均每柜的
运输成本减少10%，物流更高效便捷。

近年来，台州以主动开放、拥抱世界
的姿态融入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时代大
潮，加快高水平建设“双循环”节点城市，
以大平台拓展开放战略版图、重塑发展
格局。

台州突出港产城湾一体，不断推动
港口提能、外贸升级、产城兴旺，有力打
开高水平开放发展新空间，台州港口格
局全面重塑，临港产业、物流、开放体系
明显优化，台州货实现优进优出、遍行天
下。

台州海岸线上，正在建设的浙江·台
州1号公路，蜿蜒伸展。台州沿海布局新
能源、新材料、新医药建康、未来汽车、精
密制造等五大产业城，通过 1 号公路串
联，在空间上对台州的产业体系进行一
次“脱胎换骨”的重塑，旨在打造一流的
临港产业带。

目前，台州已成功创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
区、浙江自贸试验区台州联动创新区、
RCEP 高水平开放合作示范区等五大高
能级开放平台，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上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当前，台州正积极适应国际规则，以
“五区叠加”为依托，以完善融长接沪和
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机制为主攻，加快
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系，更好推动

“引进来”和“走出去”。
台州把港口提能作为扩大开放的牵

引工程，继续优化全域一体的港口布局
体系，完善与宁波舟山港协作机制，推进
台州湾新区陆岛联动码头建设，加快发
展航运服务业，打造全省近洋航线区域
中心，进一步提升“台州货、台州集、台州
出”的能力；把发展跨境电商作为拓市
场、通渠道的核心，深化中国（台州）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打造国际直采集
采中心，加快推进“海外仓”网络建设，构
建“跨境电商+产业带”协调互促体系；把
做强大宗贸易作为提升进口能力的关
键，聚焦头门港泥碳、大麦屿水果生鲜、
路桥再生金属等，打造进口产品集散地、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把更好推动企业“走
出去”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重点，以“两
地双园”建设为依托，创新建设“海外台
州”⋯⋯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台州港货物吞
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增长 25.1%、
15.1%，增速均位居全省沿海港口首位；
台州跨境电商出口同比增长 193%；二手
车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344.73%，位居全
省第一。

向海图强 重塑发展格局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仙居医疗器械小镇 陈月明陈月明 摄摄

爱仕达钱江机器人生产线爱仕达钱江机器人生产线 徐伟杰徐伟杰 摄摄

台州港头门港区台州港头门港区RCEPRCEP外贸航线开通外贸航线开通

台州和合公园天际线台州和合公园天际线 储伏龙储伏龙 摄摄

耀达路步行街耀达路步行街

浙江浙江··台州台州11号公路玉环段龙脊线号公路玉环段龙脊线 陈灵恩陈灵恩 摄摄

诞生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出
台全国首个县级党委、政府扶持股份合
作制的红头文件，敲响浙江集体企业拍
卖改制第一槌，开创中国民营企业制造
轿车先河，建成投运全国首条民营控股
的杭台高铁⋯⋯

民营经济，台州的立市之本。一个
个全国、全省第一，是台州民营经济发展
史上的亮眼坐标。

近年来，台州牢记“再创民营经济新
辉煌”嘱托，旗帜鲜明扛起“民营经济看
台州”大旗，持续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实践中形成了“金融畅血脉”“企业
争上市”“政府当小二”等具有全国影响
力和辨识度的标识，跻身中国民营经济
最具活力城市、中国民营经济最具影响
力城市。

制造业是台州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台州坚守实体经济，做强科技创新这一
引擎，推动产业向新迭代，建设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之都，为争创民营经
济示范城市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不久前公布的 2024 年中国百强产
业集群榜单中，台州的精密制造产业集
群、新能源产业集群、新医药健康产业集
群入选，入选数量并列全省第一。

2023 年 7 月，11 家民营企业参与共
建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
在台州揭牌成立，成为全省十大技术创
新中心之一，推动台州机床装备产业加
快迈向中高端。以台州为核心的浙东工
业母机集群，正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

目前，台州已形成百亿级县域产业
集群 27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70 个，拥有
制造业企业 8.4 万家、规上企业 5700 多
家、上市公司73家。

当前，台州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
为台州改革的首位任务，紧扣一个“活”
字，着力在健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机制
上取得新突破，通过“政府有为”牵引构
建“激活新质生产力一池春水”的“有效
市场”。

聚焦激活投资，全面深化国家民间
投资创新综合改革试点，围绕深入破除
市场准入壁垒，推进竞争性环节市场化
改革，探索城市发展合伙人机制，制定民
间投资场景准入清单，引导民间资本参

与新产业、新基建等建设。
聚焦激活金融，深化国家产融合作

试点城市建设，迭代升级小微金融服务
“台州模式”，进一步放大“微贷”优势，加
快形成“产投、创投”生态，积极探索面向
小微科技企业的金融“投贷联动”模式，
加快推动小微金改国家级试验区向示范
区迈进。

聚焦激活产业，紧紧围绕构建以先
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完
善传统优势产业保持领先地位机制、战
略性新兴产业扶大育强机制、未来产业
超前布局机制。健全产业平台提能升级
机制，实体化建立临港产业带联动开发
机制，提升产业组团协同发展能力。加
快汽车、医药等主导产业向价值链中高
端跃升、向高能级主平台集聚，形成前沿
引领、传统领先、数实融合、链群集聚的
制造新形态。加快发展算力、氢能、低空
经济、合成生物、机器人、泛半导体等6大
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和消费场景先
行区。

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台州统筹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金
融链”四链融合改革，进一步打通“人才
培养—金融支持—科研攻关—产业发
展”转化链条，着力在构建“四链”融合的
科创生态上取得新突破。围绕“四链”融
合优化台州科创体系布局，以台州湾科
创走廊首聚地首建区为引领，把高铁新
区区块打造成为台州创新策源之核，联
动中央创新区，整合集聚高校、平台、城
市优势资源，打造“四链”融合转化示范
地。

久 久 为 功 ，持 续 打 造 最 优 营 商 环
境。台州连续 4 年“新春第一会”以优化
营商环境破题，实施十大标志性工程，推
进 19 项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护航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提优服务基础上，台
州进一步聚焦产业营商环境，更加聚焦
企业生产配套、创新配套、要素配套、价
值配套等成长性需求，打造陪伴型政府；
突出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常
态化落实“政企面对面”恳谈制度，推广

“企呼我应”1187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
机制，全面推进“最多查一次”等包容执
法，打造助企服务“台州范式”。

向新迭代 激发民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