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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都市圈发展已成为城

市进步的主趋势。近日，瑞安市塘河新城共同

富裕示范项目成功招标，由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中交第三航务

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这标志着“塘河新城”即将迈入正式建设期。

“塘河新城”概念诞生于 2019 年，经过反复

考证设计，于 2022 年完成城市设计方案和规划

修编。“塘河新城”总体城市设计范围东至塘下

大道、温瑞塘河，南至集云山、北至凤渎河、西至

甬台温高速，总用地面积约 10.4 平方公里，涉及

该镇凤渎、陈宅、岑头、上金等多个村社。此次

中标的塘河新城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属于“塘河

新城”启动区，用地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项目建

设总投资约 103 亿元。

“该项目的落地意义重大，这也与其所处的

战略地位密切相关。”塘下镇党委委员、常务副

镇长郑国勇说，随着今年市域铁路 S2 线的通

车，打造温州大都市圈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关键

的一环落在了市域铁路 S3 线上，“塘河新城”就

是市域铁路 S3 线上至关重要的节点，更是温瑞

一体化的桥头堡、温州大都市区南部新区的核

心。

据介绍，塘河新城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其实

就是“塘河新城”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主要分

为八大类、153 个子项目，涉及道路、河道、绿

化、公共服务设施、安置房建设、智慧城市建设

等。项目实施连片开发建设，以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为基础，科学配置空间资源，结合温瑞塘

河水系资源和永嘉文化策划一批引领性项目，

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筑巢

引凤，实现区域价值最大化。

“依托‘央企’进行专业化城市建设运营，采

用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实施，并引

入社会资本，这是塘下推进区域高品质开发建

设，打造都市化圈的一次全新尝试和突破。”郑

国勇说，未来，该镇将把塘河新城作为塘下镇副

中心，在共同富裕示范项目实施的基础上，按照

其城市设计整体方案全速推进，打造塘下现代

化新区标杆，引领区域未来创新跃升。

据悉，本次活动以甘蔗为媒，向全市人

民展现陶山的活力与风采。3天时间，不仅

有广受好评的“甘蔗王”评选活动、甘蔗品

尝、红糖制作现场观摩以及美食品鉴，还有

情绪甘蔗机消除烦恼、甘蔗王国巨物打卡、

多巴胺市集等。每晚不同主题的篝火音乐

会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大家欢聚在大美陶

山，感受人文魅力和乡野活力。

这是一次有关陶山甘蔗的盛会。近年

来，陶山镇坚持用好“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

革这把“金钥匙”，培育“陶山甘蔗”品牌，走出

了一条品牌牵引带动特色农业发展的新路

子。从蔗农单打独斗种植到成立甘蔗专业

合作社“抱团”发展，从农户上街叫卖销售渠

道单一到借住网络直播等新媒介被一抢而

空⋯⋯陶山甘蔗在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中蝶

变“出圈”，并于近日成功获批“瑞安陶山甘

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一步突显陶山甘

蔗的独特性和品质保障。

据介绍，陶山镇甘蔗种植面积稳定在

4500亩，今年亩产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亩产

值可达4万元，总产值超1.2亿元。作为温州

主要的商品果蔗生产基地之一，陶山共有5

家红糖加工厂，年产值约2000万元。近年

来，该镇通过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明晰特

色定位，提升软硬件品质，发展文旅产业，做

好甘蔗品牌的后半篇文章。

该镇启动甘蔗特色产业园建设项目，项

目纳入该镇“甘乐田园、康享蔗乡”乡村振兴

示范带规划，依托丰富的甘蔗农田资源，打

造镇南村（腾斗自然村）核心甘蔗文化产业

园，周边环绕以村庄为单位分区打造甘蔗生

产种植区，形成甘蔗产业基地。核心区打造

甘蔗文化广场、湿地景观休闲带、滨水景观

休闲带、甘蔗种植文化区、甘蔗种植景观区、

甘蔗文化科普区、甘蔗文化体验村、甘蔗大

棚示范区等项目，重点打造滨水休闲景观带

工程与甘蔗田园观光慢行道等工程。包含

以“蔗园水趣”为主题，建成1600米精品美

丽河道，以两纵一横一环绕为布局，建设

2500米美丽彩色步道，沿路点缀瞭望台、甘

蔗迷宫、荷花池等。这一份由甘蔗发展而来

的甜蜜事业，如今也成为一处令人向往的诗

和远方。

镇南村是该镇甘蔗主要种植地之一，也

是每年甘蔗旅游文化节举办的主场地。活

动带来了一大波人气，更是拉动了消费，促

进当地村民增收。

11月26日下午，位于镇南村甘蔗园旁

的腾跃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露露一边忙

着招待客人，一边整理着货柜上的物资，架

子上不少位置已经空了出来。“想不到如此

畅销，红糖供不应求，就剩下你眼前看到的

20多盒。师傅们都在加足马力制作生产。”

她说，每天要卖掉500箱左右甘蔗，300多盒

红糖礼盒，加上红糖麻花、红糖炒米等小零

食，活动前两天销售额共计10万元。

红糖、甘蔗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量大幅

增长，当地村民也从中获益良多。“我们这30

多名员工都是本地人，来自本村或周边村，

人均每月都有近万元的工资收入。”张露露

说。

在甘蔗园入口处摆摊的村民陈大妈坦

言：“早上准备了300根烤肠出摊，下午2点

前就卖完了。刚回去补了一趟货，人多，生

意好着呢！”据她透露，加上摊位上卖的冷

饮、棉花糖等，摆摊一天有近2000元收入。

据悉，活动现场共有20余个美食摊位。

陶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已连续多

年举办以甘蔗为主题的系列节庆活动，与往

年相比，今年活动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游玩者体验感更好。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

激发了蔗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

蔗农们享受丰收的喜悦感，也进一步提升了

陶山甘蔗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当地

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增收，同时传承甘蔗节

庆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前池工业区团块改造项目是该镇众

多团块拆改项目攻坚的难点之一，分 4

期推进，其中二期项目占地面积 54 亩，

涉及征迁民房35间、搬迁企业20多家。

说起该工业点，鲍田片区村民非常熟

悉，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基于当地发展而

建的老工业点，随着时间流逝，工业点内

部违章建筑乱搭、“厂中厂”现象严重，与塘

下小城市环境格格不入。2021年，该镇

谋划启动鲍田片区综合开发（一期）项目，

前池工业团块改造项目作为该项目的工

业安置地块，成为其中一个子项目。

“二期里大部分厂房涉及历史遗留

问题，属于违章建筑，想要让这部分企

业无偿又和谐搬迁，简直比登天还难。”

该镇分管副镇长肖玉彩表示，该团块的

逐步清零，倾注了塘下众多攻坚干部的

心血。“拆改遇上‘硬骨头’，有时候就是

要‘撸起袖子’硬着头皮上。”大家一趟

趟上门与企业主沟通交流，讲项目建设

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未来发展的积

极意义，并全面剖析企业主的社会关

系，集中精力、深入了解，尽一切可能争

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依法、依规

有序推进搬迁工作并于 11 月 26 日实

现拆除清零。

肖玉彩表示，前池工业区团块改造

项目二期的清零，不仅为后续三、四期

项目加速推进奠定了基础，也加速推进

了塘下中心区南拓进程，有效解决工业

企业“出城入园”、环境“脏乱差”等痛点

难点问题，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这是攻坚人员与征迁户的“双向奔赴”
塘下三个重点团块全速推进背后的故事

开栏语：团块拆改、旧村改造是推动城镇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让原本老旧的团块、村庄焕然一新。今年以来，塘下镇锚定“一心两轴三城”城市发展格局，全面启动“万

亩整治、千人作战、百日清零”行动，滚动推进21个重点团块征地拆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今日起，瑞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破立之间展新篇·塘下拆改纪实”栏目，带您深入了解塘下团块拆改、重点交通建设、旧村改造等重点项目以及项目背后的攻坚故事，

感受塘下的历史变迁和人文积淀。

破立之间展新篇破立之间展新篇
塘下拆改纪实塘下拆改纪实①①

■记者 陈异俗

前池工业区团块拆改（二期）拆除清零；后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C地块拆除清零；罗凤西路拆改项目拆除清零⋯⋯连日来，塘下镇各重点团块

拆改、交通建设、旧村改造项目“跑步前进”，3 个团块拆改项目 10 天内实现拆除清零，拆除民房 201 间、非住宅 22 宗，腾空土地 191.5776亩，攻

坚成效显著。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群项目攻坚人的默默付出，他们抢时间、拼速度，走村入户，问百家难、解百家忧，用汗水换取塘下群众的幸福未来。

据悉，今年以来，塘下镇持续锚定“一心两轴三城”发展格局，纵深推进“产业东聚、城市西进、全域和美”，全面启动“万亩整治、千人作战、百日清零”

行动，滚动推进21个重点团块征地拆改工作，掀起了新一轮征迁拆改热潮。目前，该镇上金沙门城中村改造等3个项目完成签约清零，罗凤西路拆改建

等3个项目实现签约、拆除双清零，中心路西二大街至凤锦路段等2个道路建设项目启动建设，邵宅村城中村改造等6个项目进入最后签约攻坚阶段。

“一开始，这里拆除的很多小作坊

企业主看到我们上门要求腾空都不耐

烦，现在大家都成了好朋友。”这是记者

在后朱村城中村改造 C 地块清零现场，

见到后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池康爱时，他对记者说的话。

鲍田片区是塘下镇产业东聚的主

战场和塘下中心区的南拓战场，近年来

建设框架不断拉开，中心路西二大街至

凤锦路段、瑞安大道塘梅公路至振兴路

段等道路加速建设，旧村改造项目逐步

推进。后朱村是塘下中心区南拓规划

上的重要村社之一，该村紧抓瑞安大道

塘梅公路至振兴路段建设工程推进契

机，联动谋划、分步启动城中村改造。

后朱村城中村改造 C 地块是瑞安

大道塘梅公路至振兴路段建设工程以

及后朱村城中村改造的安置地块，占地

面积约 60 亩，涉及 74 户 96 间民房，其

中大多是小作坊企业，攻坚难度大。作

为项目推进的关键人物，池康爱按照改

造计划，与村“两委”协同配合，形成合

力，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项目政策

处理，为启动城中村改造做准备。

池康爱虽然不是征迁线上“老手”，

但他深知——征迁，“征”的是人心。“征迁

工作讲的就是以真心换真情，要把一桩桩

小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自该项目进

入腾空阶段以来，池康爱与村“两委”帮助

困难村民物色合适的住处，帮拆迁企业寻

找搬迁场所，协调企业与生态环境部门做

好新场所环评工作等。他说，村内小作坊

企业妥当搬迁、安置是此次腾空拆除的重

点，也是村庄未来经济发展关键。

11月16日，在村民的见证下，后朱

村城中村改造 C 地块实现拆除清零。

看着居住多年的房子应声倒地，村民们

纷纷开始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三五

年后，我们村就完全融入塘下中心区，

到时候大家的生活会更幸福。”

在前池工业团块改造（二期）完成

拆除的前两天，罗凤西路拆改建项目也

实现了拆除清零。

“签约‘清零’不代表前期政策处理

工作完成，这个项目涉及拆迁的民房建

设年代久远、产权复杂，且不少村民对

老房子有感情，到了真正要拆除的时候

又舍不得了。”作为该团块攻坚组副组

长，罗凤工作片主要负责人蔡海静一直

以恪守原则、刚正不阿的工作作风和雷

厉风行的工作态度，被大家称为“铁面”

攻坚女干部。连日来，她和攻坚组成员

会同凤川村村“两委”深入分析剩余未

腾空住户的实际情况，采用“一户一方

案”精准发力，为他们“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赢得了征迁户的信任和配合。

“虽然因历史等问题，征迁补偿未能

达到心里预期，一家人都觉得有点遗憾，

但能‘圆’罗凤群众 20 多年的断头路打

通之梦，我无条件支持，先拆吧！”在该项

目民房腾空过程中，征迁户的这句话让

蔡海静深受感动。

“罗凤西路拆改建项目和罗凤西路

（凤川段）道路建设工程其实是相辅相

成，只有空间拆出来了才能进行道路建

设，因为要建设道路才有了拆改建项

目。”蔡海静介绍，罗凤西路是一条断头

路，多年来阻碍了罗凤片区的发展，成为

不少村民的心头事。去年 5 月，罗凤西

路（凤川段）建设工程启动后，沿线凤川

村村民欢呼雀跃，签约攻坚指导组与该

村“两委”协同作战，19天完成75户100

间房屋签约，成为塘下攻坚“佳话”之一。

“都说拆改工作是攻坚人员用真心换

征迁户真情，在我看来，是攻坚组和征迁

户‘双向奔赴’的过程。”蔡海静欣慰地说。

故事一：征迁，“征”的是人心

故事二：遇上“硬骨头”，“撸起袖子”硬着头皮上

故事三：拆改也需要“双向奔赴”

3天吸引人流量10万余人次，带动消费近100万元

陶山甘蔗节圆满落幕 市民直呼“明年还来！”

加速温瑞一体化！

“塘河新城”
即将正式建设

■记者 苏梦璐

11月26日晚，陶山镇南村甘蔗园里，随着最后一场篝火音

乐节的收尾，为期三天的“蔗美好·很陶山”陶山甘蔗文化旅游

节活动画上圆满句号。现场，不少人意犹未尽，直呼“活动精

彩，还没尽兴”“明年还来”。活动照片更是刷爆朋友圈，不少游

客在这里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据统计，活动期间，现

场累计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带动当地消费增长近100万元。

后朱村城中村改造后朱村城中村改造CC地块地块 前池工业区拆除后前池工业区拆除后 罗凤西路拆改建项目现场罗凤西路拆改建项目现场

塘河新城效果图

【活力塘下】

“甘蔗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