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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滨海，是果香味的，葡萄、甜瓜、
蜜梨、西瓜⋯⋯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这
里，平田如棋局，白鹭翩飞，美不胜收。

这个“甜蜜蜜”的小镇，正探索通往
“更甜蜜、更幸福、更美好”目的地的转型
之路。

全域整治高速推进，向着“一区三带
五个滨海”的目标稳中求进；现代农业建
设如火如荼，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产业发
展蹄疾步稳，稳基础育新机⋯⋯向湖向海
向未来，滨海以实干实绩为温岭加快建成
盛名之下名实相符的现代化“东海好望
角”贡献力量。

全域整治改出幸福新貌

清晨，滨海镇新二塘庙村 74 岁的夏
何夫又一次来二塘庙区块转悠，看项目施
工进度。到 2026 年，这里将建成公寓式
住宅或商品房 18.9 万平方米、联排住宅约
690 间，形成一个可容纳近万人的现代城
镇社区。

“我们以后的新家，就在这里。”夏何
夫看着眼前在建的新房,开心得说。

行车穿梭在滨海，隆隆的机械声不绝
于耳，一场大刀阔斧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正在进行。工业园区要改，通过零地技改
拆出发展空间、改出产出规模；居住生活
区要变，高标准建设以湾下、镇靖、二塘庙
区块为中心的城镇核心区；生态功能区布
局要调整，建成连片高效耕作良田，美化

田园风貌⋯⋯
“以全域整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

滨海发展的必由之路。”滨海镇党委书记
吴永斌说。

滨海下辖 44 个村 1 个居委会，2001
年由原新街镇、横河镇、镇海乡三个乡镇
和东片农场合并而成，布局零散，城镇建
设水平相对滞后，缺少一个真正的城镇核
心区，群众的生活和出行极为不便。

2021 年 10 月，滨海镇党委首次提出

建设“一区三带五个滨海”的目标任务。
随后，滨海镇打破村居界限，以群众居住
环境提升为出发点，探索构建“1+X+Y”
的乡村规划布局，科学划定地理轮廓较为
清晰的生活居住区、工业生产区和农业作
业区，最终形成一个城镇核心区、多个整
治样板区示范点、全镇向内集聚的空间发
展格局。

老百姓支持吗、愿意搬吗？滨海把群
众意愿作为全域整治首要考虑的问题，制

定《滨海镇全域整治自愿搬迁集聚试行办
法》，把村民逐步“滚动搬迁”到中心城区
来。在自愿原则下，村民报名积极。全域
整治工作启动以来，预报名阶段共报名房
屋 647 幢、2539 间，其中 100%预报名的
有509幢、1913间。

去年，投资 2.6 亿元的滨海大道（山金
线改线）征迁，实现道路红线内100%签约
率，在短时间内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

全域整治后，田成方、渠成网、路成
行，充分激活“美丽经济”发展动力的同
时，也要让群众搬得出、住得好、能创业、
有发展。

滨海在道路交通、公共配套、三产服
务等功能上发力，滨海中学和实验幼儿园
已投入使用；文体中心已投入使用，温岭
市青少年宫滨海分宫已启用⋯⋯

新农人迸发兴农新活力

滨海，是名副其实的“果镇”，仅大棚
葡萄种植总面积就达 2 万余亩，年产值约
5 亿元，先后获评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强
镇、省级特色农业强镇。

日前，在温岭老五生态农业观光园，
前来研学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如何让
果子化身“致富果”“幸福果”？85 后“园
主”应莺自有她的生意经——农业种植
与 休 闲 采 摘 相 结 合 ，走 品 牌 化 经 营 路
线。

对于来讨教的种植户，她总将自己的

种植技巧、营销经验倾囊相授。新农人培
育事关乡村振兴大计。近日，滨海镇发布

《滨海镇新农人培育十五条举措》，“举措”
包含深化党建引领、培育人才矩阵、突出
精准培育、做优服务保障、强化资源整合
五大部分，每年将培育不少于 20 名“有情
怀、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时代“滨
锋新农人”。

新政发布不久，60多名瓜农走进温岭
市滨海镇吉园果蔬综合服务中心，通过课
堂理论、现场查看土壤生态环境、数字化
管控以及机械化分拣等多个环节，学习瓜
果栽培管理技术。据悉，滨海“新农人”培
训师资库拥有师资30余人，2023年以来，
累计培训 20 余场，覆盖 2500 余人次，其
中32人已成为“致富带头人”。

“台州市博士创新站就落户在这里，基
地年培育1.55亿株种苗，打通了‘试种—筛
选—总结—推广’的服务模式。”吉园负责
人辛宏权说，以省级农事服务中心、国家级
星创天地为载体，滨海每年引进、试种新品
种30余种，辐射带动周边9万余亩农田生
产种植。

“新农人评价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
对有突出贡献、积极投入生产、主动开展
新品种试种等工作的新农人，将实施一定
的奖补。”滨海镇农办负责人说，已明确的
是，对于近年来开展的“葡萄携手种”培育
项目，三年总奖补金额达 60 余万元；在科
研供给上，每年也将安排不少于 40 万元
经费用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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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温岭市城南镇，清新的空气，山
丘、滩涂别具特色，山海相宜，乡村、田园
各美其美，观光体验两相宜。

近年来，城南镇通过盘活特色农业、
做强特色渔业、传承非遗产业等举措，坚
持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
本单元建设，实现农村共富与产业发展融
合，开创“温岭南部湾区生态康旅活力共
富现代化新城”建设新局面。今年以来，
共培育各类“新

农人”150余名，夯实高素养农业人才队伍
培养，累计带动村集体增收 50 万元，片区
创收超430万元。

“橙风”出圈
打开农业发展新空间
这个夏天，温岭的许多热门餐馆，一

桌 桌 都 摆 上 了 来 自 本 土 的“ 清 新 小 黄
罐”——“橙风”高橙汁。刚上岸就

搬上餐桌的海鲜，搭配高橙汁，
大口大口冰爽下肚，清新去火

又解腻，令人回味无穷。食
客赞其为夏日最佳“解腻

搭子”！
“出息了，我城南

的高橙汁。”城南镇副
镇 长 陈 锋 笑 着 调
侃。曾因酸苦而
遇冷滞销的高橙，
因为再加工延长

产业链而打开了发
展新空间。

高 橙 在 温 岭 有
400 多年栽培历史，城南

镇 目 前 高 橙 种 植 面 积 约
2000 亩，年产量在 2500 吨

左右。上世纪90年代，高橙在
各级农博会上获奖无数，后来入

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一度
风光无限。但随着各类进口水果的涌入、

新品种的培植，高橙逐渐被市场遗忘，大
幅减产。2021 年，高橙批发价一度低至
每斤1元以下。

风光只能是过去式吗？“既痛心，也心
有不甘。”陈锋说。城南镇政府意识到，已
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关口。

几经商议，城南决定尝试高橙再加
工，采取“研究院出策+企业出资+农户出
力”联动模式，对其进行饮品等功能性食
品开发。历经两年研发，今年 5 月，“橙
风”高橙汁成功推出市场。刚上市，十万
瓶高橙汁便销售一空。

金秋至，又一年高橙即将成熟，这一
回，果农不必再担心销路了，“听女儿说高
橙汁都在直播间售卖了，不管种多少，最
后还有兜底回收！”

城南还成立了高橙共富工坊，启动
“高橙 100”新农人培育计划。“目前，从事
高橙种植、加工、销售的新农人超 60 人，
预计年产值达 300 多万元，带动产销链从
业人员年均增收近万元。”城南镇高橙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陈正连说。

智慧养殖
做强特色渔业

城南依山濒海，依托近海优质水产资
源，做强特色渔业是不二之选。去年年
初，“城南小鲜”品牌发布，首选小网海鲜，
依托温岭本地市场对城南鲳鱼、白蟹、望
潮等小鲜的青睐，打出“城南小鲜·寻味

‘岭鲜’”口号。
有基础，但还需更进一步。城南镇主

要领导带队多次赶赴上海、深圳、宁波等
地招商。去年 8 月，城南与台州吉裕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签约现代农业综合体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约 2.2 亿元，总用地约
700 余亩，是集渔业养殖、现代农业、教
育、观光业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试点以及
生态循环养殖示范区。

“我们采用全过程智慧养殖模式，引
入智能数字系统、养殖尾水净化技术，建
设农业综合体数字大脑，让农渔业生产变
得更轻松更智慧。”项目负责人阮女士介
绍，项目一期厂房建设正在火热推进，预
计今年内可实现试养投产，投产后，年产
约 150 吨，年销售收入约 600 万元，项目
吸引 60 多名人才加入，将带动人均增收
2.2万元。

“城南从事渔业的村民众多，但多数
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我们希望通过大
项目的落地，推动农渔业向现代化、智慧
化、规模化转型，也带动村民们增收致
富。”城南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站长蒋君清
说。

非遗传承
吸引人才守业

中秋将近，城南镇王味和共富工坊内
传来阵阵香甜味，工人们忙着加工月饼。
这家创建于 1914 年的百年老店每天订单

爆满。
2016 年，“王味和糕点”入选温岭市

非遗；2020 年，又荣获首届“温岭老字号”
称号。但几乎每个老字号都难逃时代“冲
击”，110岁的王味和也同样面临“年轻化”
的问题。

“老字号需要坚守，也需要创新。”王
味和第四代传承人叶静静，通过突出老字
号的文化底蕴和创意，来打动年轻人。通
过市场调研，她增加了 10 多种新产品，例
如适合高血糖人群的养生系列糕点，契合
新趋势下的消费者需求。

更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城南
镇依托百年老店，整合各村优势资源，打
造集非遗糕点设计、开发、销售于一体的
王味和共富工坊，探索“工坊+技能”培育
模式，设置共富车间、共富岗位，实现企业
与村民“双向奔赴”。

近年来，王味和共富工坊开展“解码
非遗圆梦共富”巡回培训 32 期，受众达
400 余人次；每年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 80
人次，人均月增收1500余元，2023年评为
台州市示范工坊。

城南镇上塘村村民孔海芬出师后，开
设王味和加盟门店，年收入超 10 万元，像
她这样加盟非遗糕点传承的“新农人”有
56人。

此外，王味和共富工坊还租用村集
体闲置土地、房屋，建成 2800 平方米研
发配送中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30 多
万元。

温岭城南镇：探寻独属于乡村的共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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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环山谓之“山之坞”，一面濒海谓
之“水之根”。坞根，地处温岭西南隅，人
口仅 2.6 万人，是典型的生态农业镇。小
镇也有雄心，坞根立足依山傍海的资源优
势，推进旅游规划全景式布局，打造山海
风情兼具、可憩可游可居的美丽乡村。

“颜值”之外，更有“里子”。依照“三
地一镇 两大花园”战略规划，坞根奋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样板镇。聚力招大引强、招
商引资，工业优结构促转型，绿色农业项
目接续落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事
业全面发展；“精员融岗”，打造村级高素
质干部队伍⋯⋯

绿色农业
串起乡村振兴“生态链”

金秋九月，坞根镇八一塘的稻田绿意
盎然，数百亩晚稻等待着下一轮的增产丰
收。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新种下的玉米随
风摇曳。

“看似寻常农田，其实暗藏玄机。”负
责开发建设的温岭浩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郑慧说，不久前，这里收获
的玉米获得了有机玉米转换认证。

有机农业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
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对环
境质量要求很高，这份认证含金量十足。

背后玄机何在？这里是温岭市农安
三新产业高等示范区。农安三新，即新安
全农业品种、新安全农业技术、新安全农

业管理规范。示范区执行“标准化”规范
管理，推动农业生产中每个环节流程从

“非标化”向“标准化”转变。
该项目为温岭重点科技农业招商引

资项目，占地总面积 1342 亩，项目一期
613 亩于今年 3 月开工建设。半年来，示
范区标准化种植雏形已现，正朝着安全农
业标准示范园区的目标迈进。

这批有机玉米和早稻就是首批试验
的成果，很是“金贵”。“我们在种植过程中，
使用生态农品优化素技术、生态土壤修复
素技术、生态水质净化素技术等。”项目技
术专家杨征帆告诉笔者，还运用中医和中
医药原理，用70多种中草药及富含铁、锌、
硼等的矿物质配置成有机肥料。

如此精心种出来的农产品，自然“高
人一等”。7月丰收的早稻，通过同等对照
示范，测产实现 38.9%的增产。目前正在
种植的晚稻，计划在年底前申报 GAP 认
证，打造品质稻品牌。

“我们希望通过示范区建设，带动坞
根镇周边乃至全市涉农机构联合进行农
安示范，形成产业联动，建立起温岭全市
的农产品安全标准体系。”项目负责人张
济新说。

不止如此，园区接下来还有大动作，年底
前，将启动大棚设施建设，引入口感番茄、水
果黄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新品种进行种植。

“最大的亮点在于，大棚种植将引入
智能农业机器人项目。”坞根镇农办相关
负责人潘志满憧憬道，该项目依托复旦大

学信息学院智能机器人与自主无人系统
实验室，可实现种植、加工、包装等全周期
的智能化。

农安示范、智能机器人⋯⋯一系列让
人惊喜的变化正在这片灵秀山水中悄然
发生，坞根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精员融岗
打造村级高素质干部队伍

近日，坞根镇工作人员来到蒋山村，
挨家挨户为独居老人安装烟感报警器。

带路的吴少颖是村里的出纳，不久
前，她兼任村专职网格员，还有了一个新
身份——村务专干，从“兼职”变为“全
职”，一心扑在了村务中。

今年，坞根镇推动村级“精员融岗”队
伍改革，即精减村级兼职人员、融合村级
岗位，打造一支岗位专职化、人员年轻化、
待遇归集化、成长持续化、管理规范化的
村级队伍。

专职网格员、报纸信件投递、便民缴费
服务人员、文化礼堂管理员、瞭望台上报人
员、岭格治理系统管理员、卫健员⋯⋯摸排
发现，坞根镇村级共有 14 类“员”，名目繁
杂。各类“员”平均年收入约7500元，多为
兼职，队伍冗长且“战斗力”不强。

如何让资格符合、能力匹配、精力充
分的村级工作人员，更多地参与到村级工
作？“精员融岗”改革应运而生。

坞根镇按照“一岗多责、减员增效”的

思路，以“优选”为出发点，以“严培”为着
力点，以“实炼”为落脚点，对工作职能相
近、人员条件要求相似的岗位实行归并，
实现一岗多能、一员多用。

据悉，坞根镇融合村级岗位28个，精减
村级兼职人员12人，总体占比36.85%。融
岗后，村务专干队伍平均年龄40.46岁，较
原村级工作人员队伍年龄降低8岁。“融岗
后，肩上的担子重了，但待遇也提升了，年收
入增长了一倍。”吴少颖笑着说。

为畅通民情民意收集渠道，坞根打造
了一站式村级服务枢纽，由专人坐班受理；
并创新开发“村级吹哨·部门报到”模式，村
级队伍可通过数字平台反馈“疑难杂症”，
让村级治理与镇行政执法工作融通互促。

“我家建房运输建材时，半路被人拦

住了，不让通行！”6月下旬，茅陶村村民老
郑气冲冲地跑到村里的无差别受理窗口
求助。村务专干陈英随即将问题录入，系
统立即派发给负责的村干部处理。

经了解，拦路的是村民老程家，就建
在村道旁，他担心建材过重对房屋地基造
成影响。经过村干部协调，双方达成和
解：运输采用小车，每次运输的建材不能
太重，并且不在雨天运输。

为提升村务专干的能力素质，坞根镇
依托“党员模块化教育”、周末党课、办线业
务培训等载体开展培训。同时，制定《村务
专干工作岗位管理办法》，突出绩效导向，
实行优胜劣汰，形成一抓到底的长效监督
管理和岗位进出机制。改革实施以来，坞
根村级事件处置平均时长同比减少40%。

温岭坞根镇：花园城镇，有颜值更有内涵
赵 静 赵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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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温岭市城南镇提供）

坞根镇无差别受理窗口
（图片由温岭市坞根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