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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薛若

丹 李斌）今年5月20日是第26个世界

计量日。近日，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

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局等部门，

在瑞安水产城开展以“计量顺时代之

需，应民生之盼”为主题的世界计量日

惠民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维度的宣传服务

活动，为市民送上贴心的“用电管家”

服务，切实保障民生计量精准透明。

活动现场，电力计量服务咨询台前

摆放的计量表及校验工具吸引了不少

群众驻足观看。针对水产城摊主提出

的“电表计量疑虑”，国网瑞安市供电公

司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耐心讲解了电能

表申请校验的全流程，并引导市民通过

“网上国网”App、95598热线及营业厅

等渠道便捷申请校验。工作人员特别

强调，法定机构将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

权威的“体检报告”，确保计量结果公正

透明。这种“即申即检、阳光处理”的服

务模式赢得了现场市民的一致好评。

除了解答计量疑问，国网瑞安市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还通过实物展示与

数据测算，向市民普及家庭待机能耗

知识。现场测算显示，机顶盒长期待

机每年可浪费36千瓦时电能，而台式

电脑、充电器等设备的待机耗电同样

不容忽视。工作人员倡导市民养成

“随手断电”的节能习惯，减少不必要

的电费支出。同时，工作人员还手把

手指导市民使用“网上国网”App，实

时查询每日用电量、电费构成等信息，

帮助用户更清晰地掌握自身用电情

况，优化用电习惯。

计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标尺，更

是民生福祉的保障。国网瑞安市供电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

增强了公众对电力计量工作的了解和

信任，也为构建和谐供用电环境奠定

了坚实基础。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

深化“惠民计量”服务体系，通过开展

计量设备定期巡检等长效措施，确保

电力计量工作的精准与透明，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每一度电都清清楚楚，每

一分钱都明明白白”。

首夺“天工”

破解瑞安制造业夺“鼎”奥秘
（上接第1版）

2024年，瑞安机械装备小微园获省

级财政专项激励，汽车传感器产业等多个

特色产业集群和产业链项目入选省级试

点，“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产值增速位居

全省前三，瑞安经济开发区成功升级并创

成国家级绿色园区……这些成果的取得，

为瑞安制造业发展构筑起坚实的平台支

撑。

2024年，瑞安发布全国首个《汽车零

部件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浙

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

悬架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成功入选省级

重点工业互联网项目，博泰车联网获温州

产业领域历史最高补助中央预算9615万

元。新增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项

目4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个、省级生

产制造方式转型示范项目4个，数量均居

温州第一。

2024年，瑞安联动推进工业全域治

理提升集成改革、“三万”行动、重点项目

提速攻坚，完成工业用地（用海）供应

2638亩，创新“数据得地”土地供应机制，

完成供地1572.5亩，均创历史新高；选派

1574名干部结对1613家企业，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助企服务；“引才专列”全年开

往福建、广东等12省20多个地区，2024

年引进大学生20230人，为瑞企发展织密

人才保障网；成立瑞安市云江新质生产力

发展研究院，举办全国首个县级境外专馆

汽配展等高规格展会……从政策扶持到

人才引育，从助企服务到平台搭建，瑞安

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天工鼎”是浙江省制造业领域的最

高荣誉，是对全省各地制造业整体实力的

全方位检阅，此次入选不仅是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与使命。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站在新的起点上，瑞安将以此次获奖为契

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

神，持续完善工业经济发展体系，培育新质

生产力，奋力书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向着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市的目标阔

步迈进。

本报讯（记者 林晓）近日，第二十一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

办，来自瑞安的文化创意成果惊艳亮相，

一副承载着“四千精神”的货担子，成为文

博会上亮眼的文化名片，向世界展示瑞安

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

“这个‘大家伙’货担子是怎么运过来

的？”文博会上，浙江展区的“云江风物”展

示区人气爆棚，一副复刻自元朝瑞安籍画家

王振鹏《货郎图》的巨型货担子，吸引了各国

客商与观众驻足围观。

“原来古画里的货郎担子长这样，二维

的古画变成三维的实物，让人的体验更具象

化了，仿佛能听到百年前的叫卖声！”在展

区，高2.4米的仿古货担以榫卯结构重现宋

元商贾风韵，担架上错落悬挂着瑞安瓯窑茶

器、蓝夹缬布艺等35件文创产品，印证了传

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市场潜力。

“团队历时半年攻克古法工艺，将《货

郎图》中的货品符号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现

代设计。”云江风物工作室主理人王晓洁

介绍，作为浙江文化产业代表，瑞安市品

牌创意工程有限公司运营的“云江风物”

文创品牌以瑞安唯一代表的身份亮相文

博会浙江展区。

开展当天，馆内还来了很多对国旗教

育馆印章感兴趣的国外友人，他们表达了

对中国文创的喜爱。开展一个小时后，观

众参与集章和互动打卡活动的热度攀升，

大家纷纷排队抢购甲骨文日历、国旗教育

馆冰箱贴等“旗迹文创”产品。

与此同时，浙江版权馆展区还以瑞安

巨型活字墙为视觉焦点，融合木活字、蓝

夹缬等民间文艺元素，让观众近距离感受

千年瑞安的非遗魅力。

据悉，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该文博会已连续21年见证行业变迁，推动

中 华 文 化“ 走 出

去”，此次参展展项

“云江风物——祖

师爷传承下来的货

担子”承载着对瑞

安“四千精神”的探

索，书写文化产业

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金冬冬 蔡自祥）林川镇

溪坦村是远近闻名的中国工艺品生产基

地，每年从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节日装

饰礼品有上千种。每年5月到9月是工艺

礼品生产的旺季，村里家家户户都投入到

世界各地订单的赶制中。

近日，记者来到溪坦村工艺礼品文化

创意街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节日氛围

的童话世界。在这条千余米长的“工艺

路”上，几乎每家每户都在紧锣密鼓地手

工制作圣诞彩球、挂件等工艺礼品，家门

口摆放着一箱箱等待发货的成品。村民

们日夜赶工，确保在9月底前能发往国外。

据了解，溪坦村有工艺礼品加工企业

40多家，家庭作坊200多户，主要生产节

日礼品、智力玩具等产品，共有1500多个

品种，产品远销北美、南美、西欧等地区的

10多个国家，如今全村工艺礼品年产值近

9亿元。

“溪坦村生产工艺礼品的历史源远流

长，产业根基深厚，生产基地就设在村里，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溪坦村党支部书

记王学涛说，全村90%以上的人都从事工

艺品行业，这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预

计平均每户年收入20万元”。

温州万伽祥工艺品有限公司是当地工

艺礼品生产与销售的龙头企业之一，拥有

丰富的产品线和高效的生产能力，90%以

上产品远销海外。尽管今年国际贸易环境

面临诸多挑战，但该企业积极开拓欧洲市

场，订单量稳步增长。

“今年我们迎来了好几个欧洲新客

户。”该企业总经理王国文介绍，在今年的

广州交易会上，海外客户对他们的手工艺

品产生了浓厚兴趣，主动询问工厂位置，

要来实地考察。“林川镇完整的手工艺品

生产链和丰富的产品种类，在国际市场上

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他说。

王国文介绍，虽然企业根据国外市场

需求，每年都会设计推出200多个新产品，

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比如该

企业的“丝印果冻胶窗贴”，研发花费了半

年多时间，攻克了玻璃密度不足导致图案

印不上去、时间不够胶水无法发挥作用等

问题。但成果也很令人高兴——这款丝

印果胶窗贴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每年

的国外订单交易额达到1500万元。

“订单批量较大的产品，几乎都集中

在这类复杂工艺的产品上，这就是我们的

核心竞争力。”王国文说。

该企业还引入半自动机器，将生产效

率提高了10倍以上，过去需要10个人手

工操作，现在一台机器就能轻松搞定。现

代化的机器通过数字化管理，能够精准地

掌控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不仅降低了生

产成本，还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近年来，林川镇的工艺礼品产业在创

新、升级和市场拓展上持续发力。目前，

该镇以工业全域治理为契机，成功推进宏

展、永丰等老旧厂房改造项目，充分激发

企业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助力低效企业

“腾笼换鸟”，助推工业礼品产业升级，进

一步促进工业用地配置效率和集约利用

水平。此外，该镇正在规划溪坦村工业小

园区和版权中心，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园

区建设，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

古老商韵焕发新生
这副承载着“四千精神”的货担子成了深圳文博会亮点

扫一扫，看视频

拓展欧洲市场 研发新产品

林川镇小小工艺品“闯”出国际大市场

精准计量守护万家灯火
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开展世界计量日惠民行动

本报讯（记者 陈峥 特约记者 方孔

德）五月时值初夏，到了枇杷成熟季。位

于马屿镇梅屿社区的乐康合作社枇杷种

植基地里，金黄饱满的枇杷挂满枝头，迎

来了全年最佳品鉴季，也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采摘。

近日，记者走进枇杷种植园，枝头上

黄澄澄的枇杷犹如一盏盏小灯笼，轻轻

掀开树叶，饱满圆润、金黄透亮的果实便

映入眼帘，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

在枇杷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情享

受着这份初夏的甜蜜与乐趣，欢声笑语

回荡在整个果园。“很好，吃起来味道很

清新，水分足。”一位现场采摘的游客一

边吃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乐康合作社枇杷种植基地负责人

林国良介绍，他们种植了桃、瓯柑等多

种水果，总面积达 100 多亩。其中，

2022年1月种下的60亩白沙品种的枇

杷，经过精心培育管理，终于迎来了头

年盛果期。“今年枇杷预计能增收十几

万元，明年开始产量会逐步增加。这个

品种的枇杷口感好，接下来计划扩大种

植面积，将现在的60亩扩到100多亩。”

林国良说。

据了解，白沙枇杷虽然个头较小，但

甜度高，口感更胜一筹。马屿优越的自

然地理条件，为枇杷生长提供了绝佳环

境。这里气候适宜，光照、降水充足，土

壤肥沃且富含多种矿物质，产出的枇杷

皮薄肉厚、柔软多汁、味道甜美。随着我

市露天枇杷进入盛产期，该基地迎来了

采摘热潮，目前采摘价格为每公斤40

元。

据介绍，枇杷素有“初夏第一果”的

美誉，果期持续一个来月，有兴趣的市民

不妨来感受下采摘的乐趣，品尝这份大

自然的甜蜜馈赠。

本地枇杷上市

初夏“甜蜜经济”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