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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雅婷 陈豪 施明海 吴佳妍

9月下旬，瑞安公交推出的“菜农专线”广受关注，赢得了市民的纷纷点赞。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高楼

菜农在瑞安市区菜市场缺乏稳定的销售点，难以安心进行蔬菜售卖。这一问题随即引起了相关镇街和部门的关

注。经过实地调研与协商，11月中旬，高楼菜农领到了首批“特色农产品销售证”。11月29日，安阳街道在十八

家农贸市场和望江菜市场特别设立了“菜农专区”，并正式对外开放。至此，高楼菜农结束了在街头流动卖菜的

“游击”生活，在市区菜市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摊位。

本报讯（记者 张彤瑶）近日，浙江省

经信厅、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公布了

2024年省级绿色低碳工厂名单，我市3

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浙江瑞星机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迅达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相关管理办法、评价导则，全

省共确定10个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

100家省级绿色低碳工厂。

据悉，绿色低碳工厂是指优势产业

领域工作基础好、代表性强的骨干企业，

是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

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为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绿色低碳工厂

评选旨在提升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质量

和水平，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和先进制造业建设，率先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任务目标。

本报讯（记者 叶晨 吴佳妍）随着我市

甘蔗采收季步入尾声，制糖工作也拉开了

序幕，近日，记者来到陶山“腾跃农业”糖

厂，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新鲜甘蔗，

师傅们正在用古法工艺把甘蔗制成甜甜

蜜蜜的红糖。

在制糖车间内，师傅们各司其职，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压榨机将甘蔗中的甜

蜜汁液充分榨取出来，再通过地下管道，

经历4层沉淀、过滤工序后，再输送到连环

锅中。

走进成品糖制作车间，一股浓郁的甜

香扑鼻而来，仿佛连空气都是甜的。负责

九连环锅的4位师傅凭借多年练就的“火

眼金睛”，精准控制每口锅的火候，让甘蔗

汁在他们操控下流转。一位师傅告诉记

者，这些甘蔗汁至少要熬煮2个小时，9口

大锅就像接力赛一样，层层递进。

记者观察到，在熬煮过程中，师傅们

不仅要根据甘蔗汁的黏稠程度进行调整，

还要不停搅拌，确保每一滴甘蔗汁都能均

匀受热，凝结成色泽诱人、香气四溢的糊

状红糖，然后倒入木盒中，由另一位师傅

不停搅拌进行冷却，慢慢变成粉状的红

糖，过筛后就是最终的红糖成品了。

在销售大厅，记者看到这里的货架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糖产品，从传统的红

糖块到创新的红糖小吃，应有尽有。糖厂

销售经理张露露告诉记者，最近红糖产品

销售情况非常好，尤其是红糖小吃推出之

后，短短两三个月就卖出了6000多份，销

售额接近20万元。

张露露说，古法红糖之所以受欢迎，

不仅因为其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工艺，更因

为他们的红糖都是自家糖厂生产的，从地

里收割到成品，每一步都严格把控，确保

品质。

据了解，今年我市陶山镇甘蔗种

植面积5000多亩。陶山甘蔗大丰

收，新鲜甘蔗销路看好，而古法制

糖是甘蔗的深加工，延伸了甘蔗

产业链，增加了蔗农的“甜蜜”收

入。

本报讯（记者 林晓）“要精准对接上

海市场，开展多电商平台合作，实现服务

对接与资源共享。”近日，上海市瑞安商

会一行回到家乡瑞安，开展交流合作，该

商会会长林国伟说。

近年来，随着我市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推进，上海市瑞安商会充分发挥“商

会+”作用，利用上海的资源优势制定了

一系列助农举措与行动计划，帮助我市

农特产品“出圈”，带领当地农民进入更

广阔的销售市场。

在高楼镇为农服务中心，林国伟表

示，双方共同探索实施乡村振兴、农业现

代化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推动两地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在人才共育、项目共推与

文化共融方面，开展相关推广活动，给农

民带来更多的销售机会和收入。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该商会的企业

家们还帮高楼镇为农服务中心分析生产

经营中遇到的难题，探讨未来发展的方

向。活动讨论热烈，大家献计献策，同时

签约了采购的农产品，商议来沪推广展销

事宜。

据了解，此次上海市瑞安商会回乡

交流合作期间，该商会与瑞安农行开展

“廉洁共建，携手前行”党建联建活动，将

特色工作融入商会党建，推进红色根脉

强基工程，并围绕商会管理方式和金融

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资源对接。

11月29日清晨，天还蒙蒙亮，高楼

镇公交站站台已经人声鼎沸，菜农们挑

着自家种的蔬菜纷纷前来，等待开往市

区的“菜农专线”公交车。

当高楼菜农乘坐公交车陆续到达市

区时，高楼镇工作人员在站点引导他们

前往十八家农贸市场和望江菜市场“助

农专区”。

在两家菜市场“助农专区”，高楼菜农

们各自摊位上，芥菜、萝卜、包菜、芋头等

新鲜蔬菜或农产品堆放得整整齐齐，新鲜

欲滴。菜农们挂上“特色农产品销售证”

开始叫卖，热情推销自家的农产品：“瞧！

这芋头，自家种的，新鲜得很！”“这芥菜，

你看这颜色，绿绿的，多好！”很多市民被

吆喝声吸引过来，挑选这些新鲜的有机蔬

菜，“助农专区”里人头攒动，很是热闹。

据悉，高楼菜农群体中，六七十岁的

老人占据了大多数。他们种植的蔬菜常

常面临本地市场饱和、数量不足以吸引批

发商的销售困境。因此，许多菜农在每天

黎明前便前往田间采摘蔬菜，随后搭乘公

交车前往40公里外的市区进行销售。为

了缓解这一难题，瑞安公交在今年9月特

别开通了“菜农专线”，方便高楼菜农将新

鲜蔬菜运送到市区。然而，由于经营规模

较小，租赁市区菜市场的固定摊位对这些

菜农而言并不划算，所以他们经常在菜市

场外摆摊叫卖。为彻底解决他们的“卖菜

难”问题，前段时间我市相关部门、镇街专

门召开了调研座谈会，10月19日高楼镇

与安阳街道经过政协民生议事协调，决定

在市区十八家农贸市场和望江菜市场开

设“助农专区”，为菜农提供免费固定摊

位。高楼镇统战委员刘洁表示：“我们前

期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能实施落地，内心

其实很有成就感。”

高楼蔬菜新鲜、品质好，很快得到市

民的青睐。“这菜真新鲜，价格还实惠，我

得多买些！”一位大妈一边挑选蔬菜，一

边对旁边的朋友说。菜农们忙得不亦乐

乎，有了“助农专区”，他们现在不再担心

城管执法人员的检查管理，可以安心在

这里摆摊卖菜。很多菜农不熟悉二维码

支付，“助农专区”旁边的经营户还帮助

他们兑换零钱。

菜农朱岳凤非常高兴，她说以前山

区蔬菜很难卖出去，现在有了助农好政

策，帮他们解决了大难题，以后会经常在

这里摆摊。她的儿子也赶到“助农专

区”，送来早餐表示支持。

另一位菜农周王美告诉记者，现在有

了固定摊位，卖菜不仅安心，售卖速度也

比以前快了很多。不少市民也表示，设置

“助农专区”挺好的，是件实实在在为农服

务的大好事，而他们也获知这里有高楼蔬

菜和特色农产品，摊位好找，非常方便。

随着时间的推移，“助农专区”里的

蔬菜陆续被市民买走，当天上午10点多

就销售一空。随后菜农们乘坐公交车返

回高楼镇，大家的脸上满是笑容。

“助农专区”开放第一天，十八家经合

社党支部书记李忠荣、三圣门经合社党支

部书记胡少中还特地到现场检查助农落

实情况，他们表示接下来会做好摊位设置

和交通疏导等问题，为菜农提供更好的经

营场地，让更多菜农有卖菜一席之地。

目前，瑞安助农惠农公交专线已服务

高楼当地农民1500余人次。高楼镇已给

菜农发证118个，第二批菜农也已经陆续

报名。从“助农专线”到“助农专区”，高楼

菜农现在运输有专线、卖菜有专区，不仅

解决了山区菜农卖菜难问题，也为城市居

民买菜带来了方便。这一举措是城乡融

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

重视和关怀，让城乡居民在更精准、更暖

心的服务中感受到政策为民的温度。

接力高楼“菜农专线”

市区“助农专区”首次开放 售卖火爆

省级绿色低碳工厂名单出炉

我市3家企业上榜

开展服务对接资源共享

上海市瑞安商会回乡交流合作

陶山古法制糖
增加蔗农“甜蜜”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