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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刚开学，天台县赤城街
道第二小学，就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
焦点——这个新投入使用的校区，将
200米环形跑道建在了教学楼楼顶。

匪夷所思的创新设计，让外界
惊叹的同时，也引发另一种思考：
如此费尽心思的背后，学校有多少
用地紧张的无奈？对于同样寸土
寸金的省内各地，“立体式”发展的
尝试，有多大借鉴意义？近日，本
报记者来到赤城二小实地调查。

建校舍，还是修跑道
赤城二小是天台数一数二的

历史名校，可溯源至清同治九年
（1870 年）的文明书院，其后七易
其名，遂有如今的规模。老校区位
于天台市区劳动路与工人路交界
处，占地只有 3.8 亩。到了 2012
年，学校已经拥有 24 个班级，1310
名学生。这学期开学，学校增加到
了30个班级，1450名学生。

老校区太拥挤，没有操场、跑
道，学生的活动场所，只有一个不
标准的篮球场、一个排球场，“每天
的课间操，学生站不下，只好分两
批。”任教 12 年的体育老师许法友
说，“别说办运动会，就是正常的体
育课都没法上，学生只能跳跳绳。”

建设新校区迫在眉睫。“2012
年下半年我们拿下这块地，准备整
体搬迁。”校长裘天国说，这个 10.8
亩的地块，原是县委党校所在地，划
给赤城二小建校区是 20 年前就定
下来的，按当时10多个班的规模是
够用了。然而，10.8亩用地，让如今
拥有1400多名学生的赤城二小，陷
入两难：这个面积刚够建一个带
200 米环形跑道的标准操场，或者
建设拥有足够教室的教学楼。“按照
生均用地 10-15 平方米的标准，我
们起码需要20亩地。”裘天国说。

新校区位于赤城路上，正对着
济公故居，仍是天台县城中心黄金
地带，周围都是居民区，向外拓展
的可能性极小。可容纳 36 个班近
1800 名学生正常教学需求、有足
够的体育运动场所、各项指标基本
达到省二类学校要求——新校区
建设向社会公开招投标时，学校提
出了这样的要求。

“零壹城市建筑事务所拿出的
设计方案和模型，让我们耳目一
新。最关键的是把教学楼设计成
椭圆形，楼顶上建环形跑道，不需
要增加用地面积，就能基本达到我
们所有需求。”裘天国说。于是，学
校在去年6月15日正式动工，今年
6月30日，新校区全部完工。

螺蛳壳，怎样做道场
在老师的引领下，记者仔细参

观了这座“神奇”的学校。
赤城二小实际上只有一栋建

筑——椭圆形的 4 层楼房，总建筑
面积为 11265 平方米。学校所在

地块原本是正朝南的一个长方
形。但教学楼的建设，要求朝南偏
东 15 度角。于是，学校将建筑朝
向稍稍“扭”了一下，这一“扭”却刚
巧腾挪出了大量的巧妙空间。

东南角，一片三角形的狭长地
带，正在进行最后的平整，准备建
成跳远、铅球场地。西南角，一片
面积更大的三角形地带，已经安装
了数个木质座椅、一个古筝雕塑，
并留出了不少绿化空地，“这是学
生的‘成长花园’，以及一片‘英语
角’。”裘天国说。东北角，水泥场
地上已经划出 13 个停车位，以及
一片自行车车位。西北角则是大
通道以及学校保安室所在。

走进主体建筑，中间是个椭圆
形的大广场，这是学生集会升旗的
场地。一个室外楼梯蜿蜒着从一
楼通到楼顶，环形建筑内部，还有
另外 3 个室内楼梯，也可以直达楼
顶。“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全都在
一起。”裘天国带着记者参观，“学
生的教室，全都是方方正正的房
间，转弯处都用来做教师办公室、
楼道、卫生间。”

走到楼顶，可见一个红色的塑
胶跑道。与标准跑道不同，这里只
有 5 条跑道，“跑道内圈是 180 米，
而且最长的直道也仅有 80 米，如
果要进行 100 米测试，只能打弯。”
裘天国说。

建在楼顶，最需考虑的就是安
全问题。记者看到，跑道外圈，共
有 3 道防护：靠近跑道是 1.2 米高
的不锈钢防护栏，然后是一圈绿化
隔离带，最外圈则是一堵 1.8 米高
的强化玻璃防护墙。跑道的顶端，
还特地建了楼顶卫生间。楼顶的
东南角有一个标准篮球场，场地四
周架设了 7 米高的防护栏。“安全
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老师们说。

从边上的楼梯往下走可以发
现，篮球场的楼下，3、4两层是一个
可容纳 300 多人的报告厅。二层

则设置了 5 个小型音乐教室，已经
做了吸音处理——赤城二小是个
民乐特色学校，这样的配置必不可
少。不仅如此，这里还专门安排了
一个150多平方米大的舞蹈教室。

待改进，成本和噪音
巧妙的设计，让赤城二小既有

足够教学空间，又有了运动场地。
他们此前只能租用体育馆办运动
会，今年，学校已经在酝酿举办校
内运动会。“短跑、中长跑、跳高、跳
远、铅球、篮球等项目，基本都能满
足。”许法友说，囿于运动场地分
散，“运动会将会办成‘立体式’，楼
上楼下分块进行，可能耗时会相对
长一些。”

校内运动会只是设想，未经实
践检验，但日常的体育课却已经不
存在问题，“四五个班级可以在楼
顶上同时上课，楼下的场地也可以
容纳三四个班一起上课。”

解决难题的同时，赤城二小也
发现了新校区的一些弊端。“围合型
的建筑设计，声音不大容易出去，相
互之间的干扰会相对大一些。”裘天
国说，下课时教学楼内的吵闹声，要
比横直型的建筑更明显。

椭圆形的整体建筑，加上楼顶
运动场的设计，对建筑的承重和抗
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房屋的
局部沉降，很容易会造成建筑开
裂；楼顶操场如果有几个班一起跑
步，共振问题也得考虑。”裘天国
说，在施工时，“我们使用的螺纹钢
比正常的要粗很多，建筑的每平方
造价也比正常建筑贵不少。”不仅
如此，楼顶塑胶跑道下面，每隔 50
厘米，还安装了一个减震弹簧，为
的就是减少噪音和振动。

尽管有些许瑕疵，学校对这一
设计仍表示出极大的满意，“省内
只有 10 多亩地的学校比比皆是，
一旦学生增加，将面临与我们同样
的困境。这个设计处理了建筑与
场地、形态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可
以有效解决用地不足的难题，还是
有借鉴意义的。”

学生多校园小，天台一小学楼顶建跑道

少年，在云中奔跑

本月，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的房顶环形跑道正式启用。 孙金标 摄

楼顶建跑道的设计方案代表中国参加了有“艺术的奥林匹克”之称的“第14
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孙金标 摄

本周，临安市上田村“家家有家训，户户好家风”农民书法作品展走进杭州。此
次展出的“好家风”主题集结了上田村30多位农民的百余幅作品，展现了广大农民
对文化生活的强烈追求，以及上田人对创建美好家园的愿望和信心。

通讯员 张伟星 记者 马悦 摄

追踪

记者 方力 翁浩浩

本报讯 日前，网传“永嘉一官
员被曝开房200余次”在社会上引起
巨大反响，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本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如今事情
过去一个月，真相究竟怎样？

记者 9 月 3 日从永嘉县外宣办
获悉，事件当事人永嘉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王某，于
8 月 3 日凌晨被人发现在福建武夷
山身亡。目前，武夷山铁路警方正
在对王某的死因进行调查。该案的
具体情况，永嘉警方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7 月底，网上有人发帖称永嘉
一官员开房 200 余次。针对网传情
况，7月29日，永嘉县成立了由县纪
委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对相关问题展
开调查。经核实，网传的官员王某
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总
工程师。

7 月 29 日上午，王某主动到县
纪委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次日，
县纪委查阅了王某在瓯北任职期间

的公务报销情况，未发现违规报销
现象。29 日下午，王某来到上塘派
出所报案，称遭到恶意攻击。县公安
局受理报案并展开调查，当天确定民
警缪乙涉嫌泄露王某个人信息，并于
8月1日对其作出停止执行职务接受
调查的决定。8月3日凌晨，王某被
人发现在福建武夷山身亡。

针对王某身亡一事，永嘉立即
成立了工作组，对事实展开具体调
查。8 月 13 日，县公安局对泄露王
某个人信息的涉案民警缪乙作出行
政撤职并辞退的决定。同时确定了
黄某、宋某、缪甲 3 名涉案人员，并
于 8 月 20 日对 3 人以涉嫌非法获取
公民信息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次
日，该县检察院对民警缪乙涉嫌职
务犯罪依法立案侦查。

据涉案人员黄某交代，2013 年
7 月，他和缪甲因合作修建的二手
车市场存在场地纠纷，未通过王某
审批而怀恨在心。2014 年 7 月 27
日，缪甲通过堂弟缪乙非法获取王
某的开房记录，交给黄某，黄某指使
宋某将王某个人开房等相关信息发
布到网络上，引发关注。

该案的具体情况，本报记者将
继续关注。

永嘉“被曝开房200余次”干部身亡
涉案人员被刑拘 一名警察被立案侦查

本报温州 9月 3日电 （见习记
者 陈小向）台湾原住民种植的咖啡
飘香苍南，在海峡两岸民族特色产品
展销会吸引了市民眼光。前来参加
展销的陈濬哲说，咖啡数量不多，但
是品质和口感都很独特，这次来展销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最好的”咖啡。

来自台湾工商团体、产业协会、
企业家代表和大陆台商台企以及在
外苍南籍工商经济界知名人士，举
办两岸经贸交流洽谈活动，宣传推
介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推行两
岸相关产业的合作洽谈，开展招商
引资项目对接，促进两岸经贸合作
的深入发展。

来自台湾中部南投县的县长陈
志清分享发展新理念。陈志清认为，
在 21 世纪，工业产品已经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体验和服务。“产品

别人可以仿造，但是独特的体验和服
务，别人提供不了。”陈志清说，两岸
交流合作，学校、社区、文化、经贸都
能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荣，他也欢
迎苍南客人到南投县做客。

晚会现场，苍南正式被授予国
家级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
基地。苍南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步伐不断加快，两岸合作潜力巨大。
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
的新一轮台湾产业转移，给苍南经济
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600多名苍南企业家前来参加当
天举行的2014海峡两岸经贸交流暨
苍商回归发展大会，其中38名在外经
商的苍南籍企业家被确认为“苍商领
头雁”。会上，当场签约25个内资项
目，协议总投资超过200亿元，涉及农
业、工业、商贸、旅游四大板块。

苍南：海峡两岸经贸交流

本报岱山9月3日电
记者 谢国平 见习记者 翁杰
县委报道组 傅元元

扔一粒花生米到嘴里，反复咀
嚼，咸鲜味越来越浓郁，就像是刚吃
下了一条小海鱼。这样的“海鲜味”
岱山花生，你吃过吗？

这几天，岱山农民乐阿定全家
总动员，到自家地里采收花生，早出
晚归。在岱山县洋沙村，几乎家家
户户都种有花生。每到 8 月底 9 月
初，花生成熟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忙
碌起来。为了采收花生，一家人往
往要在地里忙碌大半个月。

因为在滩涂沙地上种植，加工
方法特殊，舟山市岱山县的特产沙
地花生有着一种天然的咸鲜味，细
细品味就像是海鲜的味道。近几
年，舟山市岱山县成立多家专业花
生生产加工合作社，形成生产、加

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结束了岱山
花生种植户“各自为战”的历史。随
着，岱山沙地花生逐渐走出“家门”，
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闲暇时的美味零
食，花生也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经济作物。

不同于普通花生先炒后晒的加
工方法，岱山花生是先煮后晒。“和
海鲜一样，沙地花生也要趁新鲜马
上加工。”已经种植花生 30 多年的
曹亚明对加工沙地花生很有一套，
她在沙地旁架起一口大铁锅，将刚
刚收下来的 100 斤花生和 3 斤海盐
倒进去，添满水，用大火煮上半个小
时，然后再在自家庭院里将花生铺
开，晾晒 3 至 4 天。这样，岱山花生
的初加工就完成了。这时的花生富
有嚼劲，后味鲜美。

当曹亚明将两车花生拉到花生
加工合作社时，已有不少农户在那
里过磅称重。2010 年，金国万成立

岱山县新希望果蔬农民专业合作
社，开始以每斤 10 元左右的价格收
购花生。在此之前，农民自销花生
的价格每斤只有 7 至 8 元，即便如
此，农民还往往因为销路不畅，导致
大量花生卖不掉。“现在，合作社收
购价格高，咱们农民的花生销路不
愁，更有赚头。”曹亚明说，去年她家
6亩多地的花生卖了2.4万元。

随着送来的花生越来越多，“新
希望”合作社的大院里堆起了一座
座小山。工人们正忙碌地对花生进
行按级分拣，坏的、个小的都被剔除
出来。“为了保证岱山花生的品质，
合作社对花生的筛选非常严格。”金
国万说，农民送来的花生，平均 50
斤中就有3至4斤要报废，而大小均
匀、果肉饱满、壳上无黑斑的精品花
生更是少之又少，每 100 斤只能选
出近5斤。

经过分拣，花生根据不同等级

被包装成袋装和罐头装，打上合
作社统一商标，袋装的花生两斤
售价是 35 元，而罐装的精品花生
能买出两斤 80 元的高价。“有了统
一品牌，岱山花生的名气就渐渐
打响了，岱山花生的销路就能不
断扩展。”去年，仅金国万的新希
望果蔬农民合作社就销售岱山花
生达 6 万斤以上。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岱山花生的
鲜美，岱山县政府不仅引导当地花
生加工企业统一品牌、规范包装，更
支持他们发展网络营销，上网“吆
喝”自己。今年的花生收购才刚开
始，金国万的淘宝店就早早地开张
了。他专门聘请了两名大学生帮助
自己经营网店，进行微信、微博营
销。“才几天工夫，我已经在网上卖
出了几千元的岱山花生。”金国万看
着淘宝买家给岱山花生留言点赞，
笑得合不拢嘴。

做足“海味”特色 每斤卖到四十元

一粒花生的生意经

本报杭州 9 月 3 日讯 （记者
丁谨之 通讯员 王海霞）今天，省、
杭州市总工会联合启动“五水共
治”职工志愿服务活动，号召全省
职工和志愿者积极投身“五水共
治”。

省总工会将组织 100 支“五水
共治”职工志愿服务队，各级工会充

分发挥群众工作、技能人才和劳模
引领等优势，组织职工志愿者参与
治污、全民节水和“清三河”集中整
治等行动；组织志愿者进企业、进车
间、进社区、进治水工地，开展职工
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技术服务、倡
导节水等活动，引导更多职工群众
参与治水。

我省职工争当治水先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小向 通
讯员 陈璇） 用相机定格古文化，用
图片讲述古风美。近日，温州市龙
湾区邀请全国摄影爱好者，走进永
中街道，“走进永昌堡”全国摄影大
赛即日启动。

此次大赛主题是邀请全国摄影
师来发现龙湾区永中、永昌堡境内的
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名胜古迹、民俗
风情、建设新貌等。龙湾历史悠久，
自古风物鼎盛。尤其是永中街道，古
迹众多，至今还保存着晋代古刹天柱

寺、明代古堡永昌堡、明代内阁首辅
张璁宗祠等多处历史文化地标。
2001 年，永昌堡被中国国务院列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龙湾一张重要的文化活招牌。

龙湾区宣传部部长王人杰介绍
说，此次“走进永昌堡”全国摄影大
赛，不仅是“美丽永中”建设的良好
载体，更是促进龙湾文化事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希望摄影家的传神镜
头，可以为龙湾留下许多美好的瞬
间。

龙湾：相机定格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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