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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亂彈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它比越劇還要
早，是台州所特有的、唯一的地方劇種。台州亂
彈起源於明末清初，唱腔奔流激盪、柔中帶剛、
剛中寓柔，表演粗獷豪放、文戲武作、武戲文

唱，有耍牙、抱瓶滑雪、一馬雙鞍等特色絕技，
是全國318個地方劇種中唯一一個以亂彈命名的
劇種，被稱為「中國戲劇活化石」。
然而隨㠥歷史變遷，1989年後，台州亂彈漸

漸隱沒，藝人們大都改
行另謀生計。如今，台
州亂彈藝人們年齡最小
的也已年過半百，真正
懂得亂彈傳統唱腔的人
越來越少。
為搶救台州亂彈，

2005年，台州市、椒江
區兩級政府和三家企業
共同出資成立了台州海
東方亂彈劇團。多年
來，劇團在人財物緊缺
的情況下，復排和演出
台州亂彈劇目，排演了
《拾兒記》、《借妻》、

《新龍鳳鎖》等十幾部大戲以及《三岔口》、
《虹霓關》等二十多出折子戲，先後獲得省「五
個一工程」作品入選獎、省藝術節表演金獎、
省傳統劇目展演特別獎、全國梅花獎等。
2010年，劇團應邀赴德國參加第27屆國際文化

戲劇節。這是歐洲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戲
劇節。台州亂彈的到來，不僅打破了這個戲劇
節舞台上沒有中國演出團隊的紀錄，還打破了
戲劇節團隊演出門票的最高紀錄。一般票價在3
歐元左右，最貴的也才7歐元，而台州亂彈的票
價賣到了12歐元。
「台州亂彈確實不一樣。」特別獎，一個專為
台州亂彈而設的最高獎誕生。頒獎禮上，大賽
主評委特意用中文稱呼演員為「來自中國的藝
術家們」。
2011年，劇團再次應邀赴海外演出。9天19

場，在新西蘭的元宵燈會上，台州亂彈大放異
采，30萬觀眾為之傾倒，就連新西蘭總理約
翰．基也不例外。為保留原有地域性，提升劇
團層次，2012年3月16日，台州海東方亂彈劇團
正式更名為浙江台州亂彈劇團。這是一個嶄新
的啟程。

假日裡，穿行於浙江台州城區的廣場、街
道，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城市雕塑嵌入城市的各
個角落，使原本單調的公共空地活躍、生動起
來，常引得行人駐足、遐想。這些雕塑的誕
生，得益於台州市委、市政府倡導實施的「百
分之一文化計劃」。
2005年年底，台州市出台了全國首創的公共

文化藝術設施建設改革性文件—《關於實施百
分之一文化計劃活動的通知》。「百分之一文化
計劃」是指總投資額在3000萬元以上的公共建築
項目建設投資總額中提取1%的資金用於公共文
化設施建設，而且要求所建設的公共文化設施
必須是能使公眾免費享受或者參與的項目。這
一舉措是台州在借鑒發達國家「公共藝術百分
比」經驗的基礎上，從政策法規層面發動社會
力量辦文化的一個創舉。
自「百分之一文化計劃」開展以來，一件件

鮮活的城市雕塑，借助民間資本「東風」，不斷
嵌入台州的每個角落，給城市增添了亮點和藝
術之美。

2006年，台州市推出第一批11個示範項目，催
生了《玻璃之路》、《雲水長和》、《彩虹》等14
座雕塑，1個文化長廊，8座景觀涼亭，2個網球
場以及環藝景觀、體育場等公共文化設施。共
吸引社會資金8000多萬元，基本彌補公共財政投
入不足的窘境。

2007年，台州市抗擊「雲娜」颱風紀念雕塑
《史冊》，被評為浙江省首屆十大城市雕塑之
一。同年，「百分之一文化計劃」被浙江省委
宣傳部列入全省20個「三貼近示範項目」之
一。2008年年初，該做法還被國家住房與城鄉建
設部作為典型向全國推介。
在台州，有許多民營企業在做大做強之後，往

往都會反哺社會、回報社會和服務社會，如設立
企業基金，幫助貧困學生、孤寡老人和社會弱勢

群體等。自從台州開始實施「百分
之一文化計劃」以後，一些企業主
動報名，把「百分之一文化計劃」
視為反哺社會、回報社會、服務社
會的另一個新途徑。
點點文化星火，播撒希望的種

子。「百分之一文化計劃」既動
員了社會力量參與城市文化建
設，也引導㠥企業加大文化投
入、增強文化內涵、積極回報社
會的舉措，同時還是城市建設適
應當前宏觀環境，花錢少、見效
快、群眾滿意的民生工程的現實
選擇。

「『三農』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
題，更是重要的政治問題。建設惠及全市人民
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在
談到新農村建設工作的重要性時，市委副秘書
長、市農辦主任王維龍坦言。
「十一五」期間，台州市共投入資金38.89億
元，完成2520個村莊整治任務，建成全面小康
建設示範村288個，其中省級示範村117個，全
市村莊整治覆蓋率達58.4%。從市三屆一次黨
代會至今，短短7年，台州農村發生了天翻地
覆的變化。在台州路橋，有一個全國聞名的小
康村——方林村。
改革開放前的台州方林村，和大多數浙江農

村一樣，可謂是「一窮二白」，被人們稱為
「石路窟」。1981年，村集體除了一座僅能解決
部分勞動力就業的輪窯廠，就是背負的15萬元
債務，人均收入不足200元。
20多年後的今天，方林人走出了一條以市場

興村、全民創業、共同致富的創業創新之路。
如今，漫步在方林，小橋、流水、遊魚，和一
幢幢村民別墅構成了一幅新農村的美好畫卷。

家家住別墅、戶戶生態園，方林村的村民們實
現了祖祖輩輩的夢想。
為了進一步推進魅力鄉村建設，2010年4

月，台州開展了「清潔家園」活動，三年來全
市共清理存量垃圾40多萬噸，疏浚河道700多
公里，栽植喬木500多萬株。「方林村為了保
護環境，下了很大的力氣，前些年關閉並遷走
了一批污染和噪音企業，才有今天村民們如此
優美的居住環境。」方林村大學生村官林勤介
紹說，2005年村裡關閉了4家污染企業，包括
效益很好的磚瓦廠和高利潤的印染廠，還遷移
了9家噪音企業，如今村民別墅小區的綠化率
達到60%。林勤說，有一次，村民還發現有燕
子居然把窩做在了別墅的空調外機上，可見這
裡的生態環境之好，人和鳥和諧相處。
伴隨㠥集體經濟的發展，方林村讓每一個村

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了一套「吃糧有保證、
上學獎學金、看病能報銷、養老有保障」等多
達16項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而方林村的改
變，也是整個台州市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個
縮影。 據統計，截止到2011年12月底，台州

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925590人，
比上年新增18 1 1 6 2人，完成全年指標的
151%，新農合參保率已達97.58%；全市共完
成參合農民住院補償31.05萬人次，住院補償
金額達10.82億元，統籌區域政策範圍內住院
補償率達到60.4%，比上年提高了12個百分
點。2012年，台州市再次上調新農合政策範圍
內住院報銷比例，達70%。自2004年新農合的
推出，廣大農民告別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
夢魘。
除了提高醫療水平，使農民看病便宜了，台

州市政府在讓農民看病方便的各項措施上也下
足了功夫。以前看病，市民得自己先墊付錢，
無法直接刷卡結報醫療費。隨後，還得拿㠥一
㜫清單、發票等材料，去參保地報銷。2011年
初，台州市政府承諾市民，將實現浙江省內基
本醫療保險異地就醫聯網結算「一卡通」。而
2011年年底，台州市各縣均已開始發卡，其
中，36萬張社會保障市民卡已經發到了臨海市
民手中。今後，拿㠥「一卡通」，台州市民看
病可以直接刷卡。
一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所助、傷

有所保、育有所補」的大社保藍圖，已經基本
繪就。

新農村建設：喜看山海換新顏

台州是環綠心組合式城市。撤地建市18年來，
台州歷屆黨委政府都高度重視市區的發展，始終
堅持「做強龍頭、帶動全市」，中心城市面貌
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十一五」以來，台
州中心城市的發展被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2012年10月召開的市區發展大會上，台州市

市委書記陳鐵雄指出：「台州市區發展現在到
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到了提速突破的重要
階段，全市上下都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加快
市區發展上來，強化『大台州』意識，將『做
強龍頭』作為全市共同的目標和責任，進一步
形成共識，凝聚合力，舉全市之力加以推進。」
在今後一個時期，台州加快市區發展的總

體思路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順應「兩
化」加速融合發展的大趨勢，深入實施城市
群構建戰略，大力推進市區相向發展，融合
發展，提升城市能級，塑造城市品質，構建
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平台，努力使市區成為
國家沿海戰略發展帶的重要產業基地，長三

角與海西區的現代港口城市，山海秀麗富裕
和諧的生態宜居家園。
城市群是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是走新型

城市化道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舉
措。台州城市群構建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
項長遠任務。這幾年，台州對新型城市化和
「兩化」互動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城市群規劃體
系、核心區建設、發展品質、協調發展等方面
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實踐。
截至2011年年底，台州市編制完成了《台州

城市群規劃》並通過了省建設廳和市政府的聯
合評審。台州市域總體規劃、沿海產業帶發展
戰略規劃、沿江發展軸戰略規劃、台州灣循環
經濟產業集聚區總體規劃、各縣（市）域總體
規劃，以及城市交通、電力設施佈局等近30項
專項規劃通過評審或報市政府批准實施，城市
群規劃體系逐步完善。
在台州構建城市群、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

理念推進下，建設城市綜合體、提升區域品

位、激發區域活力，已經不僅是台州中心城
區的「專利」。從中心城市到縣域城市，再
到中心鎮和中心村，城鄉一體化步伐加快。
目前，台州市共有省級中心鎮19個，市級中
心鎮6個，其中杜橋、澤國和楚門是全省首
批小城市試點鎮培育對象，全市計劃到2015
年培育6個現代新型小城市。
現在，台州市作為一個城市的概念已不再是

「點」的概念，而是城市群、城市帶的姿態，在
現代理念審視下，台州開始了新型城市化之路。

城市群構建：打響「大台州」城市品牌

海洋是台州的港灣，是母親，是懷抱。藍色
的大海，是台州人民奮鬥不息的動力之源，是
台州人民永遠的信念和夢想。如今，隨㠥浙江
海洋經濟示範區的批設成立，台州大地正吹響
㠥「主攻沿海、創新轉型」的號角，放飛㠥藍
色經濟的夢想。
2005年開始，台州掀開了沿海產業帶建設的

大幕。在此後的歷次黨代會報告中，儘管每年
的經濟形勢有所變化，報告主題有所不同，工
作重點各有側重，但對「沿海開發」始終濃墨
重彩，對戰略的實施無不一以貫之。
期間，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接踵而至：路網、

水網、能源網、信息網、防災網等重大基礎設
施建設有序展開，汽摩、醫化、能源、船舶等
一批優勢產業在此集聚，產業、城市和港口互

動發展成效初步顯現⋯⋯
台州人勇於在海洋經濟管理方面的體制機制

上創新、突破，建立「統分結合」的管理體
制，實行市、區以「土地+貨幣」方式入股，
組建成立有限公司。他們成立的台州循環經
濟發展有限公司，對市區東部9萬多畝新圍墾
區塊實行聯合開發建設；由省交投集團、 台
州市政府、臨海市政府出資，組建的浙江省
頭門港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更是加快了頭門
港區開發。
作為浙江省「十二五」期間重點建設的14個

產業集聚區之一，位於台州市椒江口兩岸及溫
黃平原東部的台州灣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由
北向南涉及臨海市、椒江區、台州經濟開發
區、路橋區和溫嶺市，是台州發展海洋經濟的
主戰場，也是台州沿海產業帶的核心區，集聚
區的建成將推動台州經濟的又一次騰飛。
目前，集聚區在建基礎設施共65項，總投

資250億元，今年1-9月份完成基礎設施投資
34.54億元。台州東部新區第一批工程，規劃
館、行政商務中心、第一期填碴工程在去年9
月28日開工。「『十二五』期間，集聚區內將
重點建設『四位一體』的綜合交通體系。目
前，包括沿海快速工程、台州港臨海頭門港
區跨海大橋、頭門港區一期作業工程均已開
工，新機場的遷建手續也已在審批過程中。」
台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規劃局集聚區規劃處
副主任林立近告訴記者。

據統計，集聚區目前在建產業項目共121
個，總投資261.5億元。今年1-9月份，全區已
入園42家，引進項目協議投資額82.11億元，完
成工業性投入50.97億元。「集聚區將圍繞『構
建大循環，發展大產業，提供大配套』的主線
謀劃產業發展，重點構建大石化、大靜脈、大
裝備、大醫化、港口物流、物流增值加工、現
代觀光農業等七大產業，同時積極培育發展新
能源、新材料兩類新興產業，力求構建較為完
善的產業鏈。」
以民營企業、傳統製造業為主要支撐的浙江

省，正迎來新的「藍色」增長引擎，海洋經濟
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拉升效應逐漸顯現。台州位
於浙江省東部，海洋資源豐富。近年來，台州
深入實施「主攻沿海、創新轉型」戰略，堅持
「以港興工、海陸聯動、拓展空間、合理開
發」，海洋經濟發展必將推動台州經濟邁向發
展的新時代。

醫化產業是台州最具實力、競爭力的產業集
群。醫藥化工本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當地
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和稅收、有力地推動當地
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環境
污染等問題。作為浙江省、乃至全國的一個重
要的醫化產業基地，台州市多年來一直在對醫
化企業造成的污染進行整治。
位於台州主城區椒江東北部的醫藥化工園

區，通過這些年的逐步整改，園區企業已從原
來的100多家減少到33家。可以說，這33家經大
浪淘沙存活下來的大中型企業都屬於實實在在
具有較強實力的醫化骨幹企業。2011年起，園區
內的33家醫化企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轉型升
級，只留下科技含量高、產品結構優化、生產
佈局合理、生態環境協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成品藥和製劑研發、銷售的企業，從而把園區
打造成企業總部基地。
為促進企業升級，在台州市政府的大力推動

下，椒江區委、區政府出台了《台州市椒江區醫
化產業轉型升級扶持辦法》，從專項資金補助、
稅收、土地、規劃、獎勵等方面給予扶持。經
貿、環保等有關部門也都紛紛行動，採取措施，
主動服務醫化企業的此次轉型升級行動。
作為台州市最大的醫藥企業，浙江海正藥業

曾與多數企業一樣，走過了一條以污染創效益
的路徑，而在這次的醫化整治中，海正藥業配
合台州市政府進行了產業的轉型升級。目前，
海正藥業已建成7條製劑生產線，使企業真正從
化工或醫藥中間體產業，向高端成品藥轉型。
而同樣屬於台州四大醫藥骨幹企業的九洲藥業
通過此次整治，走出了一條環保型、潔淨型發
展之路。為了將污染降到最低，九州藥業投入
300多萬元建造了ROT系統，對生產廢氣進行
集中有效處理，整合企業的研發力量、高新技
術產品等，加快推動自身的轉型升級，現在的
九洲藥業川南廠區成為台州醫化行業轉型升級
樣板 。
此次的醫化行業轉型使得台州市內醫藥企業

從原來的2000多家減少到180多家。數量下去
了，但是在整治過程中，許多企業涅槃重生，
通過發展高附加值的「綠色」產業，走出了一
條和環保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在龍頭企業的帶領下，藉㠥轉型升級的機

會，整個台州醫化產業以劈波斬浪的姿態，揚
帆起航。

台州是中國現代股份合作制經濟的發祥地，
中國第一家經工商註冊的股份合作企業、

第一個支持股份合作企業發展的政策文件均源
於台州。市場經濟的沃土培育出吉利、蘇泊
爾、飛躍、海正等一批批知名企業，講述㠥中
國製造業的傳奇。在台州，規模上百億的塊狀
經濟有20多個，78個工業品市場佔有率居全國同
行業第一，28個國家級產品基地也已落戶台
州。近年來，台州重點推動民營企業產權制度
改革，加快推進企業股份化改造和上市工作。
目前台州有上市企業29家，中小板上市企業數
量已躍居全國地級市第二。「十二五」期間，
台州預計上市公司總數將達到50家，累計融資
400億元。
改革開放30年來，台州走出了一條以民營經

濟為主要特色的發展之路，創造了享譽全球的
以「民營經濟+政府推動」為主要特徵的「台州
現象」，台州經濟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飛躍集團是中國

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從1981年的一個家庭
作坊起步，飛躍用了近30年的時間讓中國的縫
紉機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大放異采，成為了
中國的民族品牌。
然而2008年3月，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作

為外向型企業的飛躍集團首當其衝，發生了因
資金鏈斷裂引發的財務危機。十個月後，在
省、市、區三級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
飛躍集團積極努力擺脫困境，最終實現核心業
務重組，轉「危」為「機」。如今，經重組的新
飛躍股份有限公司㠥力推進轉型升級，在繼續

做精做優縫製設備產業、引領行業的同時，在
高端製造和節能環保兩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實
現重大突破並取得成效。通過轉型升級，飛躍
產業鏈更長了，產業面更寬了，產業層次更高
了，產業競爭力更強了，為打造百年企業和世
界名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民生建設篇 文化建設篇

經濟發展篇

山 海 秀 麗 富 裕 和 諧

當晨鐘敲醒，台州—這座古老而新興的「海上仙子國」正向

我們走來。沐浴㠥中國大陸的第一縷陽光，即使世事變遷，滄

海桑田，我們依然能品味到杜甫筆下「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

長和島嶼青」的意境。

在這裡，我們見證㠥經濟的騰飛，感受㠥老百姓安居樂業的

美好願景。在這裡，我們呼吸㠥大海的氣息，聆聽㠥轉型升級

的號角，綻放出閃爍的光芒。

正是這樣一座城市，以她獨有的人文精神、經濟內涵，在山

海間馳騁翱翔。用她最誠摯的心、最包容的態度、最昂揚的激

情，走向世界，邁向新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忠成、俞晝

構築「藍海經濟」的台州模式

台州亂彈 中國戲劇的活化石

你的百分之一 我的百分之百

民營製造 活力台商

醫化整治 轉型升級

海洋經濟 藍色夢想

■飛躍集團工業園區大門

■三門核電廠鳥瞰效果圖

■大麥嶼港 應利民攝

■百分之一城市雕塑

■台州城市新貌

■市民廣場全景圖

■台州亂彈

■東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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