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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赶在10月中旬番茄定

植之前，依托苍南设施番茄标准

化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的财政专

项激励政策，温州单个设施蔬菜

规模最大的种植基地——苍南

县直勇阳光农场，升级完成了

更优的番茄种植环境：连片改造

50 多亩宜机化大棚，正在探索

番茄规范化、机械化、智慧化的

种植新路径。

苍南县直勇阳光农场，是浙

江省团队科技特派员番茄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示范基地，种

植面积 400 多亩，去年产值约

1000 万元，带动就业岗位 50 多

个，是当地“会种地”的代表。农

场负责人朱直勇认为，这个产业

若要发挥更大共富作用，得有标

准、优品质、树品牌，而关键就是

在种植环节下功夫。

去年 3月，在省级科技特派

员的指导下，农场小规模试验了

智能种植管理系统，利用视频可

视化、物联网等多项技术，在手

机等移动端上实时显示光照强

度、大气温度、土壤湿度等参数，

通过定时、定量、定位等方式采

集环境数据并上传云端计算处

理，由系统控制每个大棚水肥、

卷膜、给药等环节，实现番茄种

植节本、提质、增效。

“今年，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将

被进一步转化在田间地头，吸引更

多农户深入参与‘科技兴农’。”朱

直勇还有另一个身份——苍南

县番茄产业协会会长，在他看

来，苍南番茄产业还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苍南番茄产业最早始于上

世纪 80 年代末，从农户自发种

植，到政府扶持引导，再到农

户积极转型，现已形成了享誉

全国的越冬番茄生产、销售、

运 输 一 体 化 综 合 基 地 。 2022
年，该产业种植面积约 3.5 万

亩，年产值超 10 亿元，从业人

员 约 7000 人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富民产业”。

近年来，苍南正在作答农业

现代化发展战略提出的新考题：

如何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做大做强番茄产业？从种子种

苗自主化、农业技术智能化、农

业服务精准化等方面入手，该县

建成集约化育苗中心，连续三年

举办全省番茄新品种大会，推出

价格指数保险，新建番茄分拣中

心等，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明年 3月，越冬番茄又会红

了。朱直勇期待，在农业“双强”

行动的带动下，番茄产业的前景

能越来越“红”，番茄农户的日子

能越过越“火”。

如果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那么

产业兴旺的内生动力又源于何

处？苍南作为我省乃至全国设

施番茄的重点产区，产业发展初

具规模、集聚效应初步形成、科

技支撑较为完善，但仍面临经营

主体规模较小、高端产品供给不

足、消费群体定位模糊等问题。

还需要以市场需求、质量要求为

导向优化产业结构，比如通过技

术应用、专家入驻、设施升级等

实现品质保证，通过分析产品去

向、分类产品规格、定位客户需

求等实现精细分级，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抱团提供好货、区域品

牌设计等实现品牌打造。不仅

关注土地，更加关注市场，从而

更进一步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致富。

从业人员约7000人，年产值超10亿元，形成享誉全国的综合基地——

苍南番茄“红”映照共富路

□朱浙萍
65岁还能开出租车。近日，

多地放宽出租车司机入行年龄

限制，引发社会关注。

站在老龄化加速的现实关

口，这一与时俱进的“适老化”举

措，对于拓宽低龄老人就业空

间，构建“老有所为、老有所养”

的全龄友好型职场生态，是一种

积极探索。

可以说，及时调整一些行

业的年龄准入门槛，既是为低

龄老人就业、发挥余热创造外

部条件，也是优化劳动力资源

配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内在要求。

或许有人会担心，出租车行

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安全

驾驶紧密相连，放宽年龄限制是

否会增加安全隐患？其实，放眼

世界，65 岁以上出租车司机占

相当比例。加上现在卫星导航、

辅助驾驶技术的普遍应用，很大

程度上减轻了司机的工作压力，

所以对低龄老人的安全驾驶要

有信心。当然，在放宽准入门槛

的同时，一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需

跟上，比如为超过60岁的“的哥”

“的姐”制定针对性健康检查项

目，将健康检查常态化等。

主动适应老龄化社会，放宽

年龄准入限制，出租车行业率先

做了一些探索，期待这能给其他

行业带来启发。其他行业不妨

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就业实际、

劳动力资源变化，在广泛调研、

听取民意的基础上，适时逐步优

化相关政策法规，让年龄等招录

标准更加科学合理。

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完善就

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

措施，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进行探

索，加强低龄老人劳动权益保

障；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涵养全

社会更为包容的“年龄观”、科学

的用人观，让“老有所养、老有所

为”的美好愿景成为美丽风景，

让各个年龄段人们都可为社会

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为老年就业创造更好条件

本报讯（记者 吴银林 章圣俊）

县政协主席叶信迪率队到桥墩、

莒溪、岱岭等地，调研民族乡村

振兴工作。县政协副主席傅美丹

参加调研。

叶信迪一行先后来到桥墩镇

下垟村、莒溪镇溪东村、岱岭畲族

乡云遮村等地，围绕山区民族乡村

发展主题，全面了解听汇报，深入

基层看实情，并详细了解村集体经

济、产业项目、畲族文化传承等工作

谋划推进情况。

调研中，叶信迪指出，要充分

认识民族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

性，不折不扣落实好新时代党的

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

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要专注产

业发展，认真学习借鉴先进村社

经验做法，积极拓宽增收渠道；

要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探索“农

文旅”融合新路子，蹚出民族乡

村振兴共富路；要做好畲乡文化

传承，积极筹划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浸润式传播畲族文化，赓

续民族文脉。

叶信迪调研
民族乡村振兴工作

精准施策
推进全面振兴

本报讯（记者 吴银林 章圣

俊）10月15日，第134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暨广交会将在广州

开幕。连日来，我县企业积极筹

备，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更多优势

产品出口，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浙江金谷包装印刷有限公

司是此次参展企业之一。该企

业是省内最具规模与实力的包

装印刷、文具笔记本生产企业之

一，研发生产的各类文具产品远

销美国、德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成为我县外贸出口重点企

业。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秋季

广交会，将首次在文具产品上沿

用酒类包装工艺，希望通过设计

新颖的拳头产品，赢得更多客商

青睐。据了解，今年秋季广交会

上，该企业争取到5个展位，将在

二期礼品展和三期文具展亮相。

浙江敦豪斯五金工业有限公

司也是参展企业之一。该企业是

一家专注于闭门器、地弹簧等门

控五金产品制造为主的实体企

业，凭借着欧盟认证的专利知识

产权，在安防门控领域卓有建树，

产品远销欧美、中东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此次广交会，该企业针对

欧盟市场，研发凸轮系列闭门器，

希望借此扩大客群、增加订单。

此次秋季广交会将于 2023
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4日举行，

共计 23天。我县共有 28家企业

参展，展位 37个，主要产品涉及

五金、新材料及化工、家居用品

等9个领域。

28家苍企积极备战广交会

本报讯（苍文）10月 10日，苍

南首部大型原创话剧《诚信老爹》在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用“真实、

简朴、感人”的艺术表现，演绎了一

个“诚信比金贵”的普通百姓故事。

话 剧《诚 信 老 爹》由 市 委 宣

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

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出品，县文化馆制作。该

剧以苍南霞关“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最美浙江人”吴乃宜老人

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 2006
年“桑美”台风让吴老爹痛失三

个儿子，并背负百万债务，但他

始终奉行“人之信大于命”，拖着

古稀之躯迈上“子债父还”漫漫

征途的故事。

据了解，该剧在创作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树立精品意识和高端

意识，创新采用“专业团队＋基层骨

干”模式，先后邀请上海戏剧学院、

温州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的专家教授担任导演、编

剧，苍南县本地文艺骨干、话剧爱

好者深度参与，历时 2年多精心打

造，旨在广泛传播浙江精神文明南

大门的诚信样本，挖掘该剧社会效

益，支撑苍南文化+战略，让苍南原

创话剧走出剧场，走向广大的普通

百姓内心深处。

2022年8月8日第二十一个“温

州诚信日”，《诚信老爹》在温州成功

公演，单场线上直播达30.4万人次，

好评如潮，甚至引起海外华侨的极

大关注，是苍南人用话剧艺术的方

式，打造苍南人形象的一次尝试。

2022年11月，该剧入选浙江文化艺

术基金扶持项目。

接下来，话剧《诚信老爹》将继

续开展巡展演活动。10 月 13 日，

该 剧 将 在 杭 州 金 沙 湖 大 剧院上

演。该话剧还将在苍南各地巡演，

市民群众可以在“家门口”欣赏本地

的原创话剧。

苍南原创话剧
全国巡演
群众将在“家门口”
乐享“文化大餐”

栾树花开，点亮一城秋

色。每年十月前后，灵溪镇渎

浦路、惠达路等街道上，就会下

起“黄金雨”。车辆行驶在街道

上，车窗倒映着的那一排排栾

树，一片苍翠中金色、红色交错

成团，仿佛一幅流金溢彩的画

卷，浪漫无比。据悉，栾树是一

种特别的树，有人称它“一树能

占十月春”。 （灵宣）

栾树花开一城秋栾树花开一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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