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 年 7 月 1 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 唐亦佳 编辑 林翔翔 严小章

复刊 周年特刊周年特刊

追寻记忆

见证变迁

三十风华

三十而励

09

走进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记

者被大厅里的一张照片吸引。照片上，瑞

安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秘书长、温州万科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大锋与国家

基地研究中心雪龙号船长沈权合影，其背

后便是雪龙号。

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依托

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的，作为销售平

台，合作社一门心思搞生产，公司集中精

力跑市场，形成了“合作社+公司+农户+

市场”的运营模式。

“2018 年，我们近 1 万公斤蔬菜登上

‘雪龙号’，踏上瑞安蔬菜南极首秀之旅，

为科学家们提供健康能量补给。”回想起

那次合作社蔬菜端上“南极餐桌”，雷大锋

依然激动不已。

当年 4 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团队来

马屿考察企业时，工作人员顺势“推销”了

梅屿特色蔬菜。经过层层选拔后，借助合

作社平台和产品品质，梅屿蔬菜最终脱颖

而出，成为那次“雪龙号”的蔬菜指定供应

商。

由于产品品质过硬，除了 2018 年登

上“雪龙号”南极科考船外，瑞安蔬菜还分

别在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1 月端上了

“南极餐桌”。

瑞安蔬菜三度端上了“南极餐桌”，带

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的蔬菜名气越

来越响，合作客户越来越多，覆盖范围也

越来越广。”雷大锋说。

为十八家面馆等餐饮店供应蔬菜，给

一鸣食品等温州企业配送食材，通过第三

方进入了山姆超市等网红终端，还摆上了

万象城、华润万家 ole 超市等大型连锁超

市的货架，目前正在对接盒马鲜生等新零

售。目前，合作社产品已定点配送全国

31个市场。

正说着，工作人员拿来一个正冒着气

的袋子，里边装有玉米。“第贰道蔡，烹饪

何止简单”几个字印制在袋子显目位置。

“这是我们研发的预制菜，微波炉热一下

就能吃，非常方便。”雷大锋说。

抢占预制菜产业风口，进一步拓宽销

路。有 8 年净菜加工经验，依托合作社高

品质的蔬菜，他们于 2021 年上半年启动

预制菜的研发，如今已有 30 多款蔬菜类

预制菜，并注册了预制菜商标“第贰道

蔡”。

预制菜为合作社的蔬菜销售开辟了

一片新天地。随之，他们加大了硬件投

入，总投资 6000 万元、面积 1.3 万平方米

的农产品加工中心，正进入验收阶段，计

划下个月装修，之后便投用。“该中心建成

后，我们将发力‘鲜食化’短跑产品，投产

后产值预计破亿元大关。”雷大锋说。

梅屿蔬菜只是我市与时俱进，强抓风

口，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近年

来，我市坚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

牌化发展，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强筋壮骨

计划、特色优势产业龙头培育计划、村域

合作社试点开路计划等“三大计划”，建设

全国首家“三位一体+MAP”现代农业服

务中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通过国

家验收认定，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等

荣誉称号，发展农村电商等工作获国务院

督查激励，省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县市，

乡村振兴等工作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记者 严小章）

近日，在位于滨海工业园区的力诺新

厂房生产车间内，各类设备有条不紊地运

转着。去年，力诺产值首次超10亿元。

据悉，力诺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

流体控制设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该公司

逐鹿资本市场，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产

品质量，打响国产控制阀品牌，走在行业

前列。

2012 年、2013 年，力诺的产值一直

徘徊在 2.7 亿元，3 亿元似乎成了力诺一

个难以跨越的魔咒。“或许，资本市场能给

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力诺董事长陈晓宇

说，当时力诺与创业板上市还有较大距

离，而那时新三板比较热门，何不先通过

新三板，让企业发展过渡一下。

2014 年 9 月 16 日，力诺赴京敲响新

三板上市钟，成为瑞安首个新三板上市企

业。“从递交申请报告到获批挂牌，再到正

式挂牌，仅用了 3 个多月。”陈晓宇说，次

年，力诺定向增发，成功融资到了1000多

万元。

新三板上市荣耀的背后意味着企业

透明化、规范化发展。自此，力诺不断构

建起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同时也开始向多

元 化 发 展 ，制 浆 造 纸 行 业 占 比 下 降 到

30%，能源、化工、生化、环保、煤化工和矿

山等行业的比例稳步提升。在2017年到

2018 年，力诺业绩增长出现了小高潮，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 3.01 亿元和 4.5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4.57%和51.22%。

信息化管理是力诺一直以来的特

色。“其实早在 2008 年，公司就开始引入

ERP 管理系统，而随着新三板上市，企业

对信息化管理愈加重视。”陈晓宇说，公司

利用PDM系统，让产品研发实现信息化，

设计实现规范化，将标准和工艺贯穿整个

生产的过程。

走进力诺组装车间，墙上的实时数据

分析看板十分醒目，上面清晰地显示着组

装生产数据、附件总装生产数据等信息。

而这些数据都“产自”力诺智能数据中心

这个企业“大脑”。

陈晓宇说，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经验式

的管理模式，用更科学的方式让大家真正

了解企业整体制造、运营过程中的状况，

更好更及时地采取优化措施，加强与企业

上下游的互动，打造一个真正以企业为中

心的力诺流体工业互联网运营平台。

当然，挂牌新三板只是力诺踏入资本

市场的第一步，随着企业不断发展，2020

年 6 月，力诺成功在创业板上市。自此，

力诺驶入发展的“快车道”。2021 年实现

营业收入 68835.95 万元；2022 年实现营

业 收 入 101282.8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7.14%，第一次进入十亿级企业的行列。

一直以来，力诺十分注重产品创新与

品质，而随着先后在新三板、A股上市，企

业对于创新发展有了更远大的追求。近

年来，力诺瞄准“卡脖子”领域和创新型技

术，不断推出“从 0 到 1”的原创性科技成

果，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进口替代”的

高端制造之路。目前，公司已获得 116 项

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

“如果说上市前是做‘加法’的话，那

么上市后企业则是借力使力做‘乘法’，在

规范化经营中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陈晓宇说，上市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并

不是最终目的。

去年，随着力诺搬入新厂房，力诺对

未来更加憧憬——将公司打造成一个产

业多元化发展的平台。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企业上

市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城市营商

环境的风向标，实施“凤凰行动”计划，迭

代升级最优的政策体系，定额高额的奖励

力度，为拟上市挂牌企业给予土地、人才

等要素方面的全方位支持，并成立温州首

家深交所工作站，营造企业竞相上市的浓

厚氛围。目前，我市在 A 股上市企业 3

家、过会企业 1 家、报会企业 2 家、辅导企

业3家、新三板挂牌企业9家、上市挂牌签

约企业15家。

（记者 潘敏洁）

“木活字看上去小小的，很不起眼，但

是它通过排版、印刷，承载人类的智慧，推

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今年 5 月 2

日，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中国活字印刷术”

学术专员、瑞安市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

院长吴小淮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文字艺

术与设计研究中心副教授刘钊，走近位于

平阳坑的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通过视

频形式，在英国雷丁大学“字道——汉字

设计的现代之路”展览开幕式上介绍中国

木活字印刷术，吸引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

注。

木活字印刷术被重新发现 20 多年

里，吴小淮全程参与了木活字印刷术的保

护和传承工作，见证了木活字印刷术的发

展历程。他说：“如今，木活字印刷术在传

承保护上取得了突破，松散的谱师群体有

了一个‘家’，传承人队伍进一步扩大。”

2009 年 6 月，瑞安市活字印刷协会

成立，给谱师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技艺

展示、沟通协调的平台，引导传承人以老

带新、传技授艺，推动木活字印刷术实现

常态化传承和发扬。同时，这也使得这支

100多人的谱师队伍对未来充满了自信，

他们普遍从不能放弃祖传手艺的自觉，上

升到了对非遗项目的文化自信上来。

近年来，东源王氏家族第二十三代

木活字印刷技术传承人王法炉用木活字

的方式翻印了《三字经》《弟子规》《千字

文》等启蒙读本，以及《谢灵运永嘉诗录》

《证道歌》《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古籍

善本。传承人王钏巧、王志仁还编印《中

国木活字印刷》教材，应邀在学校开设木

活字印刷公开课和实践活动，传播木活

字文化。

今年 2 月，有 5 位木活字印刷从业人

员通过考核，正式被市非遗保护中心认定

为木活字印刷术的传承人。吴小淮说：

“这 5 位传承人都 40 多岁，将有效缓解木

活字印刷术传承断代的问题。”

2018 年，平阳坑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新馆建设和布展完成，2020 年经中宣部

批准，成为中国印刷博物馆分馆。木活字

印刷展示馆老馆被批准为体验研学基地，

打造成国内首家以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

馆为核心，集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东

源非遗文化创意园。今年4月，中央美院

汉字设计、美术设计专业的 20 多个师生

在东源非遗文化创意园参加了 3 天的木

活字印刷研学体验活动。

4 月 25 日，瑞安木活字印刷术亮相

杭州亚运会代表团团长大会，向亚洲 45

个国家（地区）的奥委会代表展示中国文

化、讲述瑞安故事。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

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杭州亚运会中国

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与木活字印刷术

传承人王法万交流并体验了木活字印刷

技术，带走了自己亲自印刷的“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作品。

6 月 10 日，瑞安木活字印刷田野教

学基地入选全国首批 5 个非遗学田野教

学基地，成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

究院的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著名作家、

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

院院长冯骥才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木活字

印刷术的喜爱：“字活更能传万千文，我崇

拜瑞安木活字。”

此外，瑞安木活字印刷还走进央视

《非遗公开课》《我有传家宝》《中国影像方

志——瑞安篇》等知名节目和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视频《木活字印刷术

的前世今生》，参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

广 环 球 英 语 Facebook 网 络 直 播 、

“young 朋友 in 温州”海外传播采风团打

卡瑞安等网络直播活动，亮相澳大利亚的

“中国活字印刷与当代汉字水墨艺术的多

元互动”专题展、印度的“天工遗风浙江非

遗展”，向世界呈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独

特魅力，展现瑞安文化自信。

近年来，瑞安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现有152项瑞安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其中中国活

字印刷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

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活字印刷

技术、温州鼓词、藤牌舞、蓝夹缬技艺等 4

项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13 项列入

浙江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记者 林长凯）

山旮旯里的老手艺走向世界
木活字展现瑞安文化自信

【新闻回顾】

2001 年 11 月 30 日，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千年古文明还在我们

身边——东源村再现木刻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新闻，首次披露濒临失

传的木活字印刷技术竟还流传民间的消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的大型木活字表演，让瑞安木活字印刷技术名声大振；2010年11

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以瑞安木活字印刷技术为载体的“中国

活字印刷术”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此后，瑞安山

旮旯里的老手艺开始走出瑞安、走向世界。

近日，记者采访了木活字印刷术的学者、专家，了解瑞安如何将

木活字文化发扬光大。

三 十 年 栉 风 沐

雨 ，三 十 年 携 手 同

行。在一万多个日子

里，《瑞安日报》始终

与时代同行，与民同

心，忠实记录了瑞安

发展的每一个步履，

每一份精彩。农业提

质增效、工业转型升

级、文化传承发展.....

站在“三十而立”的节

点上，记者回访4名见

证者，聆听发展变化，

以他们的角度述说时

代变迁。

三次端上“南极餐桌”
瑞安蔬菜发力“鲜食化”短跑赛道

—
—亲历者说时代发展

夏季热浪滚滚，近日，在陈岙九龙游

泳中心，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正在水中游

玩、嬉戏，5 个游泳池里挤满了前来避暑

的游客，他们在游泳赛道比拼、在学员培

训池学习、在儿童戏水池玩着滑梯等，乐

不思蜀。

九龙游泳中心是陈岙村第一个旅游

项目，位于陈岙溪中游，占地面积 10 亩，

旅游商店、更衣室、冲淋房等相关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并且实现免费 WiFi 全覆

盖。值得一提的是，泳池全部采用天然生

态活水，凸显生态环保理念。“陈岙‘靠水

吃水’，仅游泳中心就解决了村里80多人

的就业问题，更为村集体带来200多万元

年收入。”陈岙村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陈

众芳说。

在“水”上初尝甜头后，陈岙村便持续

开发水游玩项目，一发不可收。2014年9

月 1 日，陈岙垂钓中心开业，山清水秀的

环境吸引了一波波远道而来的钓客；同年

底，陈岙“九龙生态庄园”开业，吸引了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次年，引进皮划艇项

目，吸引了塘下乃至温州地区的市民前去

游玩。

来到九龙峡谷激情漂流项目现场，

随着一声声尖叫，只见橡皮艇“唰”地一

下从溪中的深瀑中一倾而下。九龙的

漂流项目也是特色乡村旅游项目，全长

1.8 千米，落差高达 168 米，全程约 45 分

钟，是浙江省境内极为少见的峡谷激情

漂流之一。建成开放后，陈岙村每年迎

来游客几万人次，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经

济。

依托山水资源优势，陈岙村“嗅到了”

更多旅游发展契机，于是风情摄影基地、

登山健身步道、科普文化公园、露营基地

等旅游项目应运而生。在风情摄影基地，

游人们穿上民族服饰，在摄影师指挥下顾

影弄姿，拍照留念，水面涟漪道道，偶或漾

起一片女子甜美笑声；沿着登山健步道，

锻炼身体之余，欣赏沿途九龙采石场遗

址、叮咚泉、狮子口、十八档等自然人文景

观⋯⋯乘势而上编织“旅游致富梦”的陈

岙村，如今旅游年营业收入达3500万元。

全国文明村、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浙江魅力新

农村、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陈岙，

在绿水青山间打响旅游品牌，先后获得十

余张国字号、省字号“金名片”。

陈岙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如破竹，近

年来，该村将目光投向了乡村旅游“升级

版”。“简单说，就是将数字化融入乡村旅

游和生活。”陈众芳说，陈岙村正加快数字

化改革，着力打造未来乡村“数字驾驶

舱”，全面提升乡村游览环境和数字化水

平。未来，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通过手

机、互联网查询陈岙村旅游项目以及区域

定位等情况。

靠绿水青山发家致富的陈岙村，在发

展旅游产业时，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不动摇，近年来正加速从

环境整治到生态系统构建，争创国家级

4A级景区。

陈岙村将以“山水罗阳，共富陈岙”为

定位，融合山、林、水、田、居等优势资源，

依托九龙溪联动发展轴，串联山林登高览

胜区、生态溪谷游乐区、康体运动度假区、

美丽田园体验区、艺术文化创意区、美丽

村居展示区六个功能片区，打造未来邻

里、教育、健康、低碳、生产、建筑、交通、智

慧、治理九大场景。

陈岙村旅游只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

的缩影。近年来，我市聚焦全面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坚持生态化、产业化、共享化

导向，依托乡村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以飞云江为纽带，谋大、谋强西部乡村文

旅产业项目，通过深入挖掘当地文旅资

源、特色民俗，串联我市西部10个重要乡

镇，精心谋划打造“云江悠境”“陶泉福地”

两条旅游精品带，将美丽环境转变为美丽

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资

源禀赋转化为发展财富。去年，我市乡村

旅 游 总 人 次 达 88.67 万 ，同 比 增 长

70.53%；总收入达 4.17 亿元，同比增长

5.22%。

（记者 林翔翔）

【新闻回顾】

2018 年 11 月 2 日，瑞安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蔬菜登上“雪龙

号”极地考察船，这是我市农产品首次登上“雪龙号”科考人员的餐

桌。据了解，梅屿合作社提供毛芋、山药、苦瓜、番茄等七八种蔬菜，

总供应量近1万公斤。

一晃近 5 年过去了，登上“雪龙号”，给瑞安蔬菜发展带来了哪些

影响？近日，记者再次来到瑞安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温州万科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回访，看瑞安蔬菜如何闯荡江湖，打开销路，打响

品牌。

力诺去年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

瑞企借力上市的“乘法效应”

【新闻回顾】

2014年9月16日，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力诺”）挂牌新三板的钟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敲响。至此，瑞安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突破了“零”，力诺也成为首批

在新三板挂牌的温州企业之一。2022年6月，力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正式鸣钟上市，成为我市第 2 家 A 股上市公司，也是温州首家登陆 A

股市场的阀门企业。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力诺，看力诺如何借力上市带来的“乘法效

应”，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回顾】

2014年初，陈岙村以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形式，专门组

建了九龙旅游观光有限公司。同年 8 月 9 日，本报以《九龙游泳中心

开门迎客 陈岙编织“旅游致富梦”》为题，报道了该村第一个旅游项目

——九龙游泳中心对外营业，为市民增添体验夏日凉爽的好地方。

借助本报 30 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陈岙村，看陈岙如何编织

“旅游致富梦”。

陈岙旅游年营业收入达3500万元

瑞安农村打造绿色“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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