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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为纵深推进塘下镇

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铁腕除患”百日攻坚行

动，提高辖区企业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

防安全技能，营造浓厚的消防月宣传氛围，11

月 6 日，塘下镇结合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月，组

织场桥工作片、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塘下专职

消防队走进场桥小微园开展消防安全进园区

活动。该园区11家企业140多名职工参加活

动。

此次活动分理论知识讲解、消防器材示

范操作和火灾消防演习三个部分。在理论知

识讲解环节，塘下专职消防队队长刘奇详细

阐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火灾

发生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自救和互救。

他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讲解，让企业职

工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随后的消防器材示范操作环节更是将活

动推向高潮。现场，消防队员们展示了灭火

器、消防栓、消防水带等各类消防器材的正确

使用方法。他们一边操作一边讲解，确保每

一名职工都能清晰地看到并理解每一个步

骤。在队员们的指导下，职工们亲身体验了

使用灭火器灭火的过程，进一步巩固了所学

知识。

为更加贴近实际，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模

拟一企业 3 楼车间着火的场景。在模拟演练

中，职业安全员在消防队员的指导下，对初期

火情使用灭火器进行有效灭火操作，并立即

启动安全应急预案，指导员工进行正确疏散，

同时拨打“119”进行求救。随后，消防队员迅

速响应，开着两辆消防车进入厂区，进行火情

侦查、疏散人员、扑灭火源等一系列操作。整

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不仅检验了企业职

工和消防队员的应急反应能力，也让企业职

工直观感受到了火灾的严重性和消防工作的

重要性。

此次消防安全进园区活动受到园区企业

职工的欢迎。他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

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还学到了

很多实用的消防技能。未来，他们将更加重

视消防安全，共同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工作

环境。

塘下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镇将

继续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定期组织消防

安全培训和演练活动，确保消防安全知识深

入人心，为该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徐

鹏环）日前，在挖掘机摇臂的来回作

业下，塘下镇邵宅社区 G 地块城市

有机更新项目内的最后几间民房有

序拆除。“这里东邻塘下大道，南邻学

前路，西邻塘川南街，北临清河，靠近

塘下镇政府，地理位置优越，是塘下的南

大门，听说未来将打造集住宅、养老、商用写

字楼、市场为一体的小型综合体，我们的生

活环境和质量将大幅提升。”看着违章建筑

应声而倒，附近居民开始展望未来的美好景

象。

邵宅社区是塘下镇政府所在地，也是该

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形象的重

要窗口。该地块内的房屋大多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属于老旧危房，其中 16 间房屋曾因

倒塌被拆除，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些老旧

房屋与塘下镇的城市发展格格不入，严重影

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邵宅社区于 2013 年

便开始谋划 G 地块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计划

拆迁范围总用地面积 21415 平方米，拆除总

建筑面积 19759 平方米，涉及住宅 66 间、老

人公寓与三产及文化活动场所 38 幢。然而，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市场临时周转用地未

落实等一系列问题，导致项目一度陷入停

滞，期间，邵宅社区不断寻求妥善的安置方

案，收效甚微。

该项目受到了辖区居民的热切关注，为

此，塘下镇人民政府锚定症结所在，竭力攻

坚，在多部门协商和共同努力下，使得项目

政策处理的问题圆满解决。近日，该地块已

完成拆除“清零”工作，为后续的规划和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邵宅社区 G 地块城

市有机更新项目计划建设 21 层和 24 层的住

宅楼各 1 栋，住宅建筑面积 10764 平方米；17

层标准型、实用性、功能齐全的居家养老中

心 2 栋，建筑面积 16111 平方米；1 个建筑面

积为 8600 平方米的市场和 1 幢建筑面积为

7100 平方米的 11 层商务楼。此外，项目还

将建设 G 地块地下停车库，以解决该区域停

车难问题，改善交通拥堵现状。

该负责人表示，该项目的实施不仅会提

升辖区老年人的生活品味和居住品质，满足

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将消除塘下大道城

市主干道周边团块内的脏乱差现象，为塘下

镇的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塘下邵宅社区G地块
拆除“清零”
计划打造小型综合体

活力塘下
RUI BAO

本报讯（记者 苏梦璐）“温郁金，原来

长这样啊。”近日，位于陶山镇沙洲村的

瑞安市温郁金科普博物馆迎来一批研学

团队，在展馆内温郁金中药材展品前，7

岁的小陈拉着妈妈郑女士好奇地说道。

在一旁的历史溯源展厅，不少小朋友驻

足参观，了解温郁金的种植、发展历史。

据了解，今年5月，浙江省文物局公

布了2024年浙江省第一批乡村博物馆

名单，瑞安市温郁金科普博物馆榜上有

名。

瑞安是温郁金的原产地和主产区，

生产量居全国首位。温郁金作为“浙八

味”之一，是瑞安非常重要的一味道地药

材，陶山沙洲村作为瑞安温郁金的重要

种植区域，种植历史至今已有 1000 多

年。去年8月，陶山镇紧紧围绕“微改造、

精提升”的工作要求，根据现有的资源条

件，通过统筹规划，多角度、全方位挖掘

村庄的个性与特色，将村内一块闲置空

地进行改造提升，于今年4月建成温郁金

科普博物馆。该博物馆展厅占地面积

280平方米，集科普教学、文化休闲、旅游

参观等功能于一体，是“产、学、研、游”基

地。

场馆虽不大，却有着浓郁的中医药

文化氛围。博物馆一楼用于开展中医药

知识小课堂、中草药标本制作等活动；二

楼分为“得天独厚”“应运而生”“卓有成

效”“独树一帜”四个主题展厅，分别介绍

温郁金的历史溯源、种植技术、药理药效

和社会贡献等内容，串联附近的温郁金

实验田和生产线，全面科普温郁金知识、

宣传中医药文化，打响瑞安温郁金品牌，

以中医药文化和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

兴。馆内藏品包括温郁金中药材、莪术

油提取物、温郁金制成的药品和日化品、

中药材工具、文创产品、相关书籍等。此

外，馆内还陈列了种植和加工温郁金的

工具和书籍。

“开馆以来，不少居民、研学团队等

前来参观，了解温郁金产品和中医药文

化的历史演变，收获颇丰。我们还与温

州医科大学专业团队结对，通过开展志

愿服务等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推广中

医药文化。”陶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温郁金科普博物馆展现了当地中药材独

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浓厚的人文历史底

蕴，同时，也让当地的旅游资源得到了进

一步开发。接下来，该镇将进一步挖掘

地方文化资源，宣传本土特色，继续大力

推进“微改造、精提升”行动，灵活运用现

代化技术，让乡村博物馆活起来、红起

来。

做强企业，热心公益

1994 年，远嫁他乡的林连连回到

家乡曹村，创办了美富达公司，从事高

精密铜制工艺品的生产。如今，公司的

产品有鎏金铜佛像、大型人物铜雕塑及

其他各类金属工艺品等。

“我是土生土长的曹村人，虽远嫁

他乡，却还是想把企业办在家乡，因为

我对这里有别样的情结，也希望公司能

浸染曹村优秀的文化。”林连连说。

创业路上困难重重，但林连连咬紧

牙关，都挺了过来。对于美富达公司，

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经过 20 多年的

坚守，如今公司发展走上正轨，在行业

内拥有了话语权。

“办企业不能只关注盈利，更要关

心员工的发展，两者是共生的。”在公司

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林连连不断提升

员工的福利待遇。有着 10 多年工龄的

美富达公司员工小林是曹村本地人，他

很感谢公司让他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工

作，不但吃住方便，还能照顾好家人。

据了解，该公司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

就业岗位，本地员工人数超60%。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后，林连连没有

忘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工作之余，她

是一位热心肠的“慈善达人”。她的慈

善之路，早在 20 多年前就开始了。遇

到弱势群体，她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献

爱心、送温暖。1996 年，在她的企业刚

起步、周转资金还不是很充裕的情况

下，她依然为建造曹村镇中学的校舍资

助了数万元。多年来，每逢中秋、春节，

她都要到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帮他们

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她还长期资助家

境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2017年4月，曹村镇梦想慈善基金

成立，该镇各界爱心人士现场认捐 237

万元，主要用于奖优、助学、敬老、奖孝、

励勇等慈善项目，增进乡情，共同助推

曹村和谐发展。林连连被推选为首届

理事会理事长。自此之后，在各类奖优

助学、敬老奖孝活动现场，林连连忙碌

的身影更为常见了。

多年来，她积极参与各类爱心公益

活动，在家乡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

了乡亲们口中的“连姐”，深得大家信

任，并在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中，高票当选。

扎根基层，为民发声

在当选市人大代表之前，林连连曾

连任四届市政协委员，从“老委员”到

“新代表”，她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思

考和定位。

“角色不同，立足点和关注点是不

一样的。”她说，“当政协委员时，我的建

议主要包括公路建设，经济和地方文化

发展等内容；而人大代表的身份来自选

区群众的信任，我要为他们负责，及时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盼，努力为民解

忧。”

为更好地履行人大代表的使命，她

坚持深入基层，倾听民意。走村入户，

这对在家乡创业的她来说有先天的优

势，得空了就到村里走一走，看到乡邻

们拉个家常，这样听民意，及时又接地

气。同时，她还把握每一次慈善助学、

慰问师生、看望老人等公益活动的机

会，倾听不同群体的心声，为急难愁盼

发声。

林连连清楚地记得第一个建议落

地时的那种欣喜与自豪。在刚当选人

大代表时，她在一次活动中发现一些村

民对木船河十分关注，希望对河道进行

清淤拓宽。她走访调查后发现，该河道

位 于 曹 村 镇 天 井 垟 核 心 区 ，全 长 约

1350米，涉及集镇片5个村。由于原河

岸年久失修，岸边的沙石冲到河床，积

压的淤泥使河床增高，河道狭窄，一到

雨季就河水泛滥，导致周边农田的作物

损失严重，农民苦不堪言。该河的环境

面貌也影响了天井垟田园综合体的景

观，不符合曹村全域旅游发展的要求。

为此，她建议市级有关部门对曹村木船

河进行河道清淤拓宽，在资金方面给予

补助。

建议提交后，市水利局领导高度重

视，前往现场查看指导并落实整治措

施，该意见在当年就完成了办理。林连

连说，这件事虽不大，但切切实实为村

民解决了难题。看到自己提的建议这

么快得到落实，她的成就感满满。

情系家乡，尽职履责

第一个建议的成功落地给了林连

连无限的动力，也明确了她的履职方

向：要为选区群众的呼声呐喊，为他们

解决急难愁盼。

《关于进一步优化提升曹村镇全域

景观设施的建议》《关于提升曹村镇农

村污水处理能力问题的建议》《关于修

建曹村阁老路沿线景观带的建议》⋯⋯

在 3 年的人大代表履职过程中，林连连

提出了 10 个建议，每一个都有“曹村”

印迹。

“希望我的建议能为曹村发展添

彩，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情结。”她说，“我

是曹村人，对家乡有别样的情怀；我是

乡亲们选出来的代表，我更要对他们负

责。”

林连连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

曾有一段时间，林连连的亲友建议企业

外迁，但她坚持在曹村扎根，做强企

业。一路走来，林连连一直心系家乡的

发展。

人大代表和本土企业家的双重身

份赋予林连连更宽广的舞台。为了那

一份乡愁，她尽责出力，用人大代表的

使命温暖群众，用企业家的担当助推经

济发展。

她说，在新的起点上，曹村需要更

高水平的发展，需要在外能人回归家乡

这块热土，为家乡出谋划策，助推全域

景观化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在她的

带动和牵线搭桥下，越来越多在外的曹

村人加入了助推家乡发展的大潮，有的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家乡不断注入活

力；有的回乡投资智慧农业；有的积极

对接、回乡投资民宿产业。

“世界很大，在外走了一圈，还是喜

欢回到家乡。”她说，“美景是天赋，乡愁

是情怀，我觉得在曹村，不管是工作还

是生活，我都是快乐的。我很珍惜人大

代表的身份，会认真履职，尽己之所能

助力曹村实现更好发展。”

心怀“大家”，创业履职显担当
——记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林连连

■记者 苏盈盈

她有不畏困难、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深耕手工艺品行业，带领企业走出了一条渐行渐强之路；她有情

系家乡、热心公益的社会担当，大家都亲切地喊她“连姐”⋯⋯她是瑞安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温州美富达工

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富达公司”）董事长林连连。

“不论是企业主、爱心人士，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觉得这些身份和角色是由一个点串联的，那就

是一份心怀‘大家’的责任感。”她说，作为一个企业的“家长”，心中需要有员工，企业才能长远发展，做公益、

当委员和代表更需要这份社会责任。

【人物名片】
林连连，女，1972 年出生，

无党派人士，高级经营师。温

州美富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瑞安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

瑞安市工商联常委，瑞安慈善

总会曹村梦想慈善基金理事

长，曾任瑞安市第十届、十一

届、十二届、十三届政协常委，

瑞安市台联会第七届会长，获

评瑞安市优秀政协委员等荣

誉。

代表风采
RUI BAO

闲置空地变乡村博物馆

瑞安市温郁金科普博物馆“出圈”

塘下镇以“演”筑“防”
营造“铁腕除患”浓厚氛围

工作中的林连连工作中的林连连（（记者记者 孙凛孙凛 摄摄））

消防演练

拆除现场拆除现场

小型综合体效果图小型综合体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