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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花正好，奋进正当时。刚刚

闭幕的临海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政协临海市第十五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凝聚起上下同心、团

结奋斗的强大力量，激励着全市百万

人民为梦想砥砺前行。我们要认真贯

彻落实市“两会”精神，全面推进“五大

突破”，加速打造“三大示范”，奋力跻

身 GDP 千亿强市，全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和共同富裕示范先行临海新篇

章。

涓涓不塞，是为江河；源源不断，

是为奋斗。大会闭幕，我们已踏上新

的奋斗征程，如何在新一年开好局、起

好步？关键就在于把大会精神融入火

热的实践中去，真正激发全市干部群

众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书写奋进

华章，共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岁月的年轮，刻录着奋斗荣光，标

注着时代方位，预示着光明未来。眼

下，成百上千个攻坚项目正在落地生

根 ，临 海 正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自 信 朝 着

GDP 千亿强市的目标昂首迈进。我们

要坚定不移走产业强市之路，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全面增强产业链整体

实力，再夺省制造业“天工鼎”“科技创

新鼎”；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把抓项目、促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

强抓手，以项目大攻坚引领发展大突

破；要加速激活人才动能、提升改革效

能、点燃消费潜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要把对外开放作为加快临

海发展的最强动能，聚力陆海联动、内

联外拓，全面推动临海经略海洋、逐梦

深蓝，打造充满活力与张力的沿海重

要增长极。

做“热”文化，做“活”赛事，做“火”

旅 游 。 文 旅 一 直 是 临 海 的“ 活 字 招

牌”。当下，临海正以台州府城创成

5A 为突破，重塑文旅发展体系，拓展

文旅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全域旅游示

范区建设，奋力打造宋韵文化、抗倭文

化、户外运动文化三大高地，文化旅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突 飞 猛 进 。 从 启 航

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

首次走出北京在台州府城举办，到新

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密集报

道景区，再到千万粉丝旅行推荐官房

琪的府城特辑、“临海姑娘”李云霄和

许佳琪的倾情推介，临海持续打响品

牌，加快形成“5A 引领、5 星闪耀”旅游

新格局，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

景区和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全市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在长期的接续奋斗中，我们一茬接着

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建设共富高

地的基础越来越厚实。然而，在临海广

袤的土地上，依然存在着人均水平偏低、

发展空间趋紧、城乡发展还不均衡等问

题，如何集众智、聚众力，让“奔向全域幸

福新未来”的愿景变成现实？这道考题，

考验的不仅是市委市政府的执政智慧，

还有所有在位者的为民情怀。全市上下

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加快打通从美

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转

换通道，使“群众富裕、生活富足、社会富

安”的“临海样本”真切地呈现于明天的

图景里。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

无不胜。让我们以日行千里的劲头，

坚定信心、满怀希望，从新的春天启

程，以实干担当书写奋进华章，努力交

出一张高质量发展的“临海答卷”！

从春天启程，以实干担当书写奋进华章
□本报评论员

临海永丰镇始丰溪畔，三月的风掠

过芦苇荡，惊起一行白鹭。这片被杉树

林环抱的土地上，一群“现代匠人”俯身

揉捏泥土，将废弃酒瓶嵌入夯土墙，让老

木料在篝火旁重生。

3月1日至9日，“自然建筑&朴门永

续设计”公益生态工作坊活动在此展开，

吸引全国30 余名建筑师、大学教授、环

保志愿者和乡村创业者等参与。他们以

双手为笔，以大地为纸，书写着乡村振兴

的另一种可能。

生态筑基：
废弃物的“新生哲学”

现场没有机械轰鸣，没有钢筋水泥，

这座正在生长的“水岸户外厨房”，每一

块砖瓦都来自土地的馈赠。参与者用

72小时，将300公斤废旧材料化作“会呼

吸”的建筑。

“真正的建筑不应与自然对抗。”

工作坊发起人、水岸营地项目负责人

许柏军介绍。在这里，建筑不再是钢

筋水泥的冰冷堆砌：溪滩石垒成地基，

竹木编织成框架，稻草与黏土混合成

保温墙，连废弃酒瓶也化作斑斓的透

光花墙。参与者们遵循“零废弃”原

则，将周边 300 公斤废弃材料转化为建

筑语言，搭建起一座兼具功能与美感

的水岸户外厨房。

“ 每 一 寸 墙 体 都 是 与 大 地 的 对

话。”来自天津的建筑师康震抹去额角

的泥土，“传统建筑教育强调标准化，但

在这里，我学会了倾听材料的‘声音’。”

这种“在地营造”理念，正是朴门永续

设计的核心——以最小生态代价满足

人类需求，让建筑成为自然生态的有

机延伸。

人才破局：
跨界共创激活乡村“智”能量
“你看这面墙，竹子的韧性、泥土的

湿度甚至风向都在设计考量中。我们

要做的，是让建筑像植物一样自然生

长。”生态建筑课程导师波波和学员们

分享。每天上午9时，现场都会安排当

日工作计划与重点环节的分析讲解。

随后在爵士音乐的加持下，大家分工有

序，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公益生态工作坊的报名单透露着

多元底色：除了生态建筑师，还有IT工

程师、非遗传承人、民宿主理人。夜间

篝火旁，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张老师分

享了他的思考：“科技与生态并非对立

——我们正尝试用算法优化圆弧结构

的承重模型。”这种跨界碰撞催生出意

想不到的火花。

乡村振兴需要“π型人才”。当前，

永丰镇正在开展“百名青年在乡村”系列

主题活动，本次生态建筑课程为人才赋

能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希望

通过做中学、学中做的模式，回归协作，

回归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为当地留下

一个可持续化的作品。”波波说。

文旅融合：
生态体验赋能乡村魅力新生
“每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与泥土打

交道，敞开心扉、忘却烦恼，在美丽的环

境里享受最基础的快乐。”学员张珅菲开

心地说道。

在永丰镇的生态实践中，文旅不再

是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成为一场沉浸

式的乡土觉醒之旅。工作坊将废弃材料

转化为艺术建筑的场景，本身就成为独

特的旅游吸引物——游客可触摸夯土墙

的温度，观察酒瓶花墙折射的光影剧场，

在溪畔厨房品味用柴火灶烹饪的在地美

食。

参与者亲手制作的艺术作品，未来

将作为永丰镇特色文创产品，串联起“生

态研学+手作体验+营地度假”的文旅链

条。“我们要让每个生态建筑都成为会讲

故事的导游，让游客在建造体验中读懂

土地的语言。”永丰镇宣传委员陈倩表

示，目前，永丰镇正规划以水岸营地为核

心，沿始丰溪打造生态艺术走廊及户外

运动基地，将生态自然理念转化为可触

摸、可参与的文旅新IP。

这场看似“小众”的生态实践，实则

指向乡村振兴的深层命题：当人才带着

敬畏之心回归乡土，当生态智慧与现代

技术共舞，乡村便不再是“逃离”的对象，

而是可持续生活的试验场。正如夯土墙

上深深浅浅的手印所昭示的——每一双

触摸过土地的手，都在参与定义乡村

的未来。 来源：《台州日报》

永丰公益生态工作坊唤醒乡村“共生力”——

用 双 手 编 织 乡 土 未 来
□方晨晔

●3月12日上午，市委书记、

市总林长吴华丁，市委副书记、市

长蔡建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章维青，市政协主席张招金，市

委副书记陈荣世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来到小芝镇大来岙村植树点，

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3月10日下午，全市2025

年上半年定兵工作会议召开。市

委副书记、市长、市征兵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蔡建军，市委常委、市人

武部部长、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程万林出席会议。

●3月13日上午，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消保委主任李强出席会

议。

一群青年在公益生态工作坊现场体验。 永丰镇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