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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姚天 通讯员葛宇
静）小城市培育试点，是浙江新型城镇
化的重要载体，被基层誉为“含金量
高、基层最实惠、成效最明显”的培育
试点。近日，浙江省中心镇发展改革和
小城市培育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21年度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结
果，我市培育试点单位大溪镇获得优秀
等次、泽国镇获得良好等次，这也是温
岭创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所取得的历史最佳成绩。

全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于 2010
年启动，经过 4轮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
方案的实施，我市泽国镇和大溪镇分别
在 2010年和 2017年作为首批和第三批
被列入试点培育名单，在推进产业集
聚、人口集中、功能集成，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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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七大千
亿”产业集群之一……产业是大溪镇发
展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大溪镇紧紧围
绕泵与电机、塑料、鞋业三大支柱产
业，以“中国泵业智造生态城”为轴
心，奋力拼搏，构建泵业智造基地、东
瓯山水美镇、幸福宜居新城的发展圆
弧。

2021年，大溪镇全年实现财政总收
入 11.6亿元，同比增长 14.5%；实现规
上工业产值 139.6 亿元，同比增长
27.58%；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7.3
亿元，同比增长19.75%……在一系列数
据中可以看到，大溪规上工业总产值已
正式迈入百亿元门槛，其财政收入超10
亿元的亮眼成绩折射出的不仅是大溪经
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更是当地产业
平台持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增强的成
长见证。

在小城市培育过程中，大溪镇还不
断完善交通格局，优化治理模式。比如
实现方山大道、环城北路、双凌路、五
兴路等主要市政道路的建造提升，并配

合完成杭绍台高铁、轻轨 S1线、甬台
温高铁等重点工程建设；方山村被国家
乡村振兴局认定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沈岙村被民政部确认为全
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并
创建成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省
级实验区”。

看万丈高楼平地起，看破局发展产
业兴。同样作为我市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的泽国镇，素有“台州商埠”之称，是
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
被列为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城镇、国家建
设部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和全省首批小城
市培育试点镇。自列为试点镇以来，泽
国镇升级城镇品质、增强市民幸福感，
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全力推进“大城
镇”向“小城市”快速蜕变。

2021年，泽国镇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46.55亿元，同比增长22.21%；外贸规
模居台州市乡镇首位；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完 成 总 投 资 50.2 亿 元 ， 年 均 增 速
10.6%……过去一年，泽国镇牢牢抓住工
业这个“定盘星”不动摇，坚持工贸联
动，推动主导产业能级持续提升，经济发
展“韧劲”十足，并获评“浙江省首批

现代商贸特色镇”，连续八年获评“中
国淘宝镇”，汇富春天电商产业园获评
省五星级小微园区和省众创空间，吸引
全国首个阿里巴巴1688直播基地落户。

如今，泽国镇以实施新一轮制造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为契
机，大力推进“拆治规”项目，通过

“零地技改”、“一老一小”改造、低效
用地再开发等方式，努力拓宽工业发展
空间，全力保障企业转型升级。同时，
该镇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一老一小”改
造，力争五年内完成光明、牧西、长虹
等老旧工业点示范项目改造，完成沈桥
小微园二期、长泾小微园二期等新型小
微园建设投产，推进水仓、丹山等工业
区块改造升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开拓
空间。

擦亮底色，小城镇焕发“新风
采”。“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动各试点
单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两
个先行’作为小城市培育的总牵引和总
要求，对标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规范开展
达标行动，为进一步推进温岭新型城镇
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力争走在台州前
列。”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吴敏力 梁伟伟

近日，城北街道山马村村民吴冬梅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牌子，仔细看了看
上面“家风文明达标户”的字样，再用
袖口擦了擦牌面，咧着嘴，转身把它挂
在了家门口。至此，山马村的家风文明
达标户已达245户，占到了总户数的
38.9%。

今年4月初起，我市在城北试行家

风文明积分制到现在，家门口的这块牌
子逐渐成了村民们“攀比”的目标，敬
有礼、信有礼、亲有礼……不知不觉
中，各种“有礼”在乡邻间浸润开来。

户户对“标”
人人都是“追分族”

南山闸村党员吴连云一家是有口皆
碑的模范家庭，夫妻俩互敬互爱、相互
包容，用爱构筑了让人羡慕的和美家
庭，被城北街道评为文明家庭。

在当月的积分表上，吴连云一家拿
到了 83分的高分。评分的村干部告诉
笔者，拉分差距在于讲卫生、讲新风 2

个项目，吴连云家门前屋后整洁有序，
无卫生死角，生活垃圾分类也比较到
位。另外，一家人崇尚爱国爱家、相亲
相爱、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乡亲邻里
有目共睹。

在家风文明积分制实践中，城北街
道将“讲新风、讲卫生、讲节俭、讲健
康、讲安全”5个方面18项内容纳入评
分标准，每月评出“家风文明达标户”

“文明家庭”和“文明租户”，年底评出
“最美家庭”和“最美租户”，由此，让
家风文明有“镜子”可照，有“尺子”
可量，有“标杆”可比。

“能拿到这个荣誉，我心里既开心
又有压力，因为荣誉更是一种责任，督

促我把家风家教做得更好。”吴连云
说，虽然她年纪大了，但作为一名党
员，她愿意担起这份责任，给年轻人树
立榜样。

耳濡目染是最好的教育。在她的言
传身教下，一对儿女还有孙子从小就富
有爱心和正义感，左邻右舍也以她为榜
样，邻里和和睦睦，成为村里的美谈。

截至目前，家风文明积分制在城北
街道已实现 15个村（居）全覆盖，共
评出文明达标户 1667户，文明家庭、
文明租户 180 户，全域覆盖目标超
20%，从“家家美”到“村村美”的家
风文明格局正在实现。

（下转第二版）

敬有礼 信有礼 亲有礼

城北家风文明践行“浙江有礼”

深秋的温岭，秋色满
城，叠翠流金。在公园、
街边，随处可见属于秋天
的美景。各种彩叶层层叠
叠，一抹抹绚丽的秋色晕
染开来，令人赏心悦目无
比惬意。

连日来，不少市民驻
足欣赏、定格美好，留下
关于这一刻的风景和心情。

记者 徐伟杰摄

满城秋色
入画来

通讯员 江文辉

“阿明，你来了，今天请你来，还是
想跟你谈谈礁山渔港核心区改造的事，这
个项目非常好，可以有效改变礁山区块的
面貌，现在我们要支持政府征迁……”近
日，在松门镇育英西路一工作室，征迁户
徐阿明（化名）刚坐定，一位中年人开门
见山地说起了礁山渔港核心区内的房屋征
迁一事。

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 44岁的市
人大代表潘宝友，他是松门镇南咸田村的
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也是第十
六届、十七届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阿
明的老家在松寨村，列入这次征迁范围，
除了自己家，还有好几个亲戚的房子都在
其中。

“听说项目攻坚组的工作人员到阿明
亲戚老徐家好几趟了，老徐对评估结果不
满意，我是人大代表，也是这次礁山拆迁
项目攻坚服务团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理
应一起分担工作压力，所以我就答应攻坚
组，这个忙我帮定了，请大家放心。”潘宝
友说。

这次思想沟通，潘宝友把阿明约过
来，又把评估公司、攻坚组工作人员也约
过来，三方坐下来一起沟通，消除中间的
隔阂。刚开始，阿明也不能理解，后来在
潘宝友的努力劝说下，阿明最后答应回家
做亲戚的思想工作。当天下午，在阿明的
有效沟通下，老徐来到了设在松寨村的礁
山渔港核心区改造项目征迁指挥部，与镇
政府签订了征迁补偿协议。

松门镇人大主席姜振元告诉笔者，这
次礁山渔港核心区改造征迁，潘宝友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他是第一个主动请缨，建
议成立人大助推团，发挥人大代表联系选
民的优势，助力礁山渔港征地拆迁的代
表。他的建议也得到了镇党委、政府的充
分肯定，今年10月10日，镇人大主席团专
门下发文件，成立人大代表助推礁山拆迁
项目攻坚服务团，共分五组，其中潘宝友
就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白岩港建设是温岭市“两城两湖”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上半年，白岩港
的征地工作遇到了一些阻力，潘宝友也是
主动请缨，积极参与征地入户签字工作。

“我联系的是北城人大代表联络站，
当时了解到村里一户姓江的村民，他的家
属就在南咸田村开了一间小卖部，我们就
把这个信息告诉潘宝友，他二话没说就答
应了，帮我们一起做工作。”松门镇人大副
主席王永华说。

接到了这个任务，潘宝友便特别关注
起这户人家，他曾联系过江先生的妻子，
把白岩村的征地工作跟他妻子讲明，当时
他妻子说江先生外出了不在家，答应会跟
其丈夫沟通，也会把沟通后的情况反馈给
他，但过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潘宝友一直
没等到回信。于是，他就电话联系江先生
的妻子，结果又被搪塞过去。有一天，他
看到江先生就在店里，赶忙联系了镇人大
主席姜振元，一起赶到小卖部。

最终，两个人一起合力做江先生的思
想工作。耐心的沟通后，江先生也真正明
白了白岩港征迁对于松门乃至整个温岭发
展的重要性，表示同意征迁。

另外，潘宝友还参与了住在苍山的甘
先生，以及在杭州运沙船工作的几户白岩
村村民的征地签约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
结果。

松门镇南咸田村党支部书记潘宝友：

心系礁山渔港征迁
助力“两城两湖”建设

擦亮底色，小城镇焕发“新风采”

大溪、泽国获评省级“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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