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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常山9月4日电
见习记者 何双伶
县委报道组 胡江平

9 月 3 日 6 时 30 分，常山县城
区出现大范围停水。盛夏的暑气
还未消褪，这场突然来袭的停水
事件，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为了将影响降至最小，常山
从政府到市民全城总动员。本报
记者赶赴现场，亲历停水的数十
小时，与常山人一起经历这场不
期而至的“水危机”。

故障，突如其来

“原因找到了，启动闸门的
‘葫芦’坏了。”9 月 4 日上午 7 时

40 分左右，记者赶到常山县芙蓉
水库自来水进水口调流阀抢修
现场，一名身着厚重潜水服的潜
水员刚刚脱下头盔，迫不及待地
说。

9 月 2 日 23 时，常山县箬岭
水厂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进
水口进水量异常，经细致排查，发
现系芙蓉水库进水口调流阀过滤
网异物堵塞，导致箬岭水厂无法
进水。常山县住建局、水务公司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抢修。9 月 3 日，城区出现停
水，但抢修作业却突发意外，进水
口闸板阀门无法提起。召集专家
等多方论证，故障需专业潜水员
水下作业，而又因县后坊备用水
厂提标改造无法供水，导致停水
时间进一步延长。

“这些潜水员是我们从江苏
连夜请过来的。”常山水务公司经
理余连荣相告，问题出现时已是
晚上，他们当即联系了江苏一家
相关企业，但他们表示要等第二
天才能派人过来。夏日炎炎，停
水给群众带来诸多不便，怎么能
等？余连荣与对方磨起嘴皮，最
终两名潜水员连夜出发，4 日早
晨5时便赶到了抢修现场。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几名专
家聚在一起，现场讨论，抢修方案
随即给出：下水在阀门上安装钢
丝，采用滑轮吊装方式吊起阀门。

而此时，刚上岸的潜水员满
脸淌汗，神情疲惫，顶替他下水的
另一名潜水员也是每隔十多分钟
就露头喘口气。一夜奔波、厚重
的潜水服以及深达 38 米处的水
压都严重消耗着他们的体力。这
样下去势必会影响抢修进度，正
在现场“督战”的常山县委主要领
导当即决定加派人手。中午 11
时左右，从金华紧急赶来的第二
批潜水员到达现场，潜水员数量
增加到5名，抢修再次提速。

截至 22 时记者发稿时，抢修
仍在进行中。同时另找水源的工
作也已启动，抢修人员将搭建一
条通往箬岭水库的临时管道，争
取尽快恢复供水。

政府，快速反应

“手术目前都已经正常开
展。”4 日清晨，常山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陈兆俊告诉记者。

3 日凌晨，常山县委、县政府
召集住建、水利、公安、消防大队、
街道等单位召开应急处置会议，
制定处置措施。在衢州市委、市
政府及市消防支队的支持下，全
市范围内紧急调集 7 辆消防重型
水罐车、4 辆洒水车用以保障常
山县医疗、居民饮用水等应急之
需。

11 辆供水车中，有两辆是专
门供医院使用，从早上 6 时就开
始向县人民医院运水。由于前一
天医院已经把原有的 40 吨储备
水用完，一早消防车就给医院送

了 7 车次的水。陈兆俊告诉记
者，目前除了口腔科、肠镜、胃镜
这三块工作暂停之外，医院的其
它部门都运转良好。

9 辆供水车还不停地往返于
水源地和各社区，保证居民们的
用水需求。16 时左右，处于城中
心的塔山公园门口围满了前来取
水的民众。“我刚出门就看见消防
车了，所以赶紧拿水桶下来取
水。昨天热水壶里的水还可以凑
合着泡碗面，今天一点水也没有
了。这水送得真及时。”家住附近
的市民袁修一告诉记者。

由于供水有限，城区中、小学
（幼儿园）今天全部放假一天。三
年级的小学生王欣悦也拎着水桶
和妈妈一起来取水。“昨天吃完晚
饭，家里的水就用完了。”王欣悦
说道。妈妈王小君告诉记者，之
前从邻居家那里要来了一些水，
现在邻居家的水也用完了，所以
大家一起过来排队。

文峰社区主任郑怡告诉记
者，社区的工作人员正通过上门

喊话、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取水
信息。今天，供水车已经来社区
3 次，最早一次是清晨 6 时许在西
门菜场，第二次是 10 时许在社
区大门口，这次则是在塔山公
园。“这些供水车会轮流上门，我
们 也 正 在 努 力 通 知 更 多 的 住
户。”郑怡表示。

截至目前，11 辆车已经向市
区共送水约 700 余吨。与此同
时，政府还要求城区各大商场、超
市也加大饮用水供应量；各工业
园区内涉及安全用水企业全面停
止生产。

市民，暖心互助

9 月“秋老虎”，这两天常山
县的最高气温都达到 30 摄氏度
以上。高温之下，面临无水可用
的困境，市民们暖心互助，从容面
对“断水”之后的生活。

郑余海在渡口小区经营茶
室已经有十余年。小区里的住
户一有空就会去他那里拉家常，
一来二去，他的店面成了小区居
民的“联络点”。由于大家都知
道店里挖了井，并配有水泵，所
以停水后，小区居民们“不约而
同”地都想到了郑余海，纷纷拿
着水桶、脸盆来他的店里取水。
自昨天早上 6 时起一直到晚上
11 时，店里的水泵就一直免费供
小区居民使用。今天一早，老板
娘吴凤香更是在清晨 5 时就把店
门打开。

“我真是要感谢他们！从今
天到昨天，我都打了几十桶水了，
吃饭洗脸都靠它们。郑老板真是
好啊，对我们就像亲人一样。他
这里的电费是按商业用电算的，
一块多一度呢。水泵开这么久很
费电的。”渡口小区的居民余冬凤
动情地说。坐在一旁的郑翠花婆
婆也表示赞同：“是啊，这小区里
住户不少，来的人至少都有一两
百号。这两天，我洗脸、烧饭都靠
这店里的水。”

停水之后，不少市民都选择
去小饭店吃饭，各家餐馆纷纷自
寻水源以渡“难关”。市民汪小
凤在人民路上经营了一家名叫

“白龙酒楼”的小餐馆。“昨天一
早我就发现停水了，于是联系了
住在城南的阿姨，到她那里接
水，她家附近有个地下井。”汪小
凤告诉记者，虽然目前仍然不知
道水何时会来，但她很淡定，“昨
晚很多市民都和我一样收到短
信，政府部门正在积极组织抢
修。我们相信，水一定会有的。
只要大家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
克服。”

加班加点排故障 干群携手渡难关

常山直面停水考验

梁国瑞

开学季，各类关于学校和学生
的新闻纷呈报端。祥和欢快的气氛
中，也有一些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

在台州临海，13 岁的史晶红，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身患残疾，为了
照顾母亲并兼顾学业，不得不“带着
母亲去上学”；在山东肥城，刚考上
大学的男孩，也是“背”起母亲进校
园。当地媒体采访发现，他从高中
就开始“背”母亲上学了；在江苏淮
安，15 岁的夏倩倩，父亲病逝母亲
出走，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她就带着
奶奶上学⋯⋯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马无欺母之心。“仁、爱、孝、悌”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孩子们对父母不
离不弃的孝行更加令人感动。但这
种“尽孝”方式，却值得全社会反思。

孩子们的这般尽孝，让我们不
由得想起一个经典案例。1935 年，
一位老太太为喂养几个饿着肚子的

孙子被迫去偷面包，被法官判罚 10
美元。审判结束后，纽约市长拉古
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帽子
并放进 10 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
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 50 美
分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
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
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
市与社区。

事有国界而情理相似。如今，
生活在一个需要“孩子背着父母长辈
上学”的城市，我们是否也该汗颜？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
些新闻见诸报端以后，社会各界纷纷
伸出援手，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也尽可
能地给予了帮助。但更该反思的是，
社会保障体系除了低保普惠之外，还
能给予这些“寒门”哪些帮助和温暖？
除了让他们达到最基本的“吃饱饭”、

“有书读”之外，能否再考虑到家庭的
其他困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希望今后，悲情尽孝的新闻不再
出现，所有寒门学子得以安心入学。

让孝不再沉重

常山居民排队接水。 见习记者 何双伶 摄

民情同期声

记者 陈普阳

本报讯 在老楼里破墙开店，既
危害了房屋质量，也让居民“心惊胆
战”。本报报道了宁波江东区一些
老居民楼破墙开店后，引起当地相
关部门及省“三改一拆”督查组的高
度重视，成为本轮督查的重点内容
之一。

近日，记者再次跟随省“三改
一拆”第 22 督查组来到宁波江东
区。看到白鹤街道宋家巷、明楼
街道徐家社区等原本破墙开店的

“重灾区”，一些利用底层和车库

所改建的“小店”已经被取缔，绿
化 和 墙 面 也 恢 复 了 原 貌 。 居 民
说 ，看 到 墙 体 恢 复 ，心 里 踏 实 多
了。

“房屋安全一直是我们关注的
焦点，也是老小区涉及改造的重要
方面。”江东区“三改一拆”办公室副
主任罗世忠说，为此，当地还专门成
立了区破墙开门（窗）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据了解，截至 7 月底，江
东区已经累计完成封门（窗）158
户。“发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

为巩固治理成效，目前江东区
已经建立举报、巡查、监管为一体的
长效管理机制，杜绝破墙开门（窗）
出现反弹。

老楼不再破墙开店

宁波江东老居民楼恢复原貌

本报温州9月4日电 （记者 徐
齐） 近日，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
温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装备研
发项目正式列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示范线工程。这标志着温州市域铁
路S1线一期工程从“先行先试”工程
升格为国家示范工程，其技术规范
有望成为国家市域铁路行业标准。

市域铁路 S1 线一期工程是被
列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示
范线工程的第一条轨道交通项目，
也是温州市首个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示范项目。其示范内容包括：自主
化市域铁路动车组、点式 ATC 信
号、同相供电和基于 TD-LTE 通信
技术的运营维护，建设期为三年。

温州 建设市域铁路工程

本报杭州 9月 4日讯 （通讯员
陈晶晶 记者 马悦） 中秋节即将来
临，杭州市地铁集团对地铁1号线的
末班车时间和高峰时段行车间隔作
出调整。9月8日中秋节当天，地铁
1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末班车
发车延迟至 23：00。当天地铁 1 号

线高峰时段（9：00 至 19：00）的行车
间隔也将进一步缩短，主城段由原
来的 4 分钟缩短至 3 分 30 秒，下沙
段、临平段由原来的8分钟缩短至7
分钟。此外，地铁 1 号线将在 9 月 5
日（周五）的部分非高峰时段加密班
次。

杭州 中秋地铁延长运营

本报嵊州 9月 4日电 （通讯员
袁维霞 屠力 见习记者 陈佳莹）
昨日，嵊州市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
的“越乡十姐妹”牌越乡龙井茶在东
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挂牌上市，这
是中国茶叶之乡——嵊州首个实现

现货交易的茶叶品牌。
嵊 州 市 每 年 生 产 越 乡 龙 井

6000 多吨，茶产值达 11 亿元。“越乡
龙井”如能搭上电商快车道，对其品
牌发展、价格定制和茶农增收等方
面，都将有很大益处。

嵊州 越乡龙井“线上”飘香

9月4日上午，宁海黄坛村110千伏青竹线改造现场，宁波供电公司首次运用无
人机架设引线成功。 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王幕宾 解葆青 摄

海宁日报记者 朱文

本报讯 以前在海宁市许村镇
塘桥村的田野里，一排排低矮的温
室甲鱼棚随处可见，该村是许村镇
温室甲鱼养殖最多的村，被称为“甲
鱼村”。全村温室甲鱼户达到 555
户，养殖面积 58 万多平方米。但是
最近，这些温室甲鱼棚正在不断消
失。

9 月 3 日中午，顶着炙热的阳
光，几名工人拿着榔头，爬在塘桥村
19 组蒋建堂的甲鱼棚棚顶，对钢筋
顶梁敲敲打打，发出“叮叮当当”声
响。蒋建堂搭了两间甲鱼棚，总占
地约 1300 平方米。半天时间，一间
甲鱼棚已被先行拆除。

拆除现场，蒋建堂不在，全由塘
桥村村民姚伟良带领的拆棚队全权
负责。姚伟良介绍，蒋建堂是去年
投下的甲鱼苗，今年全村甲鱼退养，
他逐步卖掉甲鱼，几天前全部清退
完毕，开始拆除。

事实上，姚伟良也养殖过甲鱼：
“以前大家造棚养殖，那我也跟着造
了一间，面积大概 530 平方米。”姚

伟良在前不久把自家甲鱼棚拆除
后，成了一名专业拆棚人，帮人拆养
殖棚。

“我几乎每天都要拆四到五间
甲鱼棚。”姚伟良说，塘桥村的甲鱼
棚正在大面积拆除，像他这样专门
从事拆除工作的，全村有七八人。

甲鱼养殖曾经是当地农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村民方兴法算
是最早的一批养殖户，10 年前他已
盖棚养殖。“我养殖的那时候，村里
养殖的人还少，当时行情好，利润
高。”方兴法说，可后来养殖的人越
来越多，结合多种因素，行情每况
愈下。

“越到后来利润越薄，行情也不
好，但还是有人造棚养殖，我觉得一
部分原因也是听人家说养甲鱼好，
自己心血来潮，其实养殖的人冷暖
自知。”方兴法很早便退养，把甲鱼
棚拆除，“说句心里话，甲鱼棚拆除
了，环境变好了。养殖时，傍晚烟囱
里放出来的烟，味道是很呛人的，对
人的身体也不好。”

“温室甲鱼棚退养转产工作，最
终是复耕、复绿，村民安居乐业。”塘

桥村党总支书记朱金法说，该村是
许村镇最大的温室甲鱼养殖村。目
前，全村已拆除温室甲鱼棚 433 户，
面积 45 万平方米，已完成 78%，推
进速度很快。

今年，塘桥村针对温室甲鱼棚
拆除，倒排时间，明确8月底完成40
户，9 月底完成 62 户，10 月底完成
58户的目标。

对此，塘桥村的村干部动足了脑
筋，除了利用各种村民会议宣传动员
外，更创新工作方法，如对带头拆、组
建拆棚队伍的村民组长，在村民组长
岗位责任制百分考核中给予加分，在
评选百佳村民组长时也作为评比的
其中一项条件，以此鼓励组长引导、
劝导养殖户加快拆除进度。

同时，把村干部、联村干部分成
四个片区，每个片长负责一份甲鱼
棚计划拆除名单，落实责任，做到对
自己片区养殖户拆除情况一目了
然，对签约即将到期的提早 15 至 20
天通知养殖户。

在做好养殖户在拆除过程中的
相关服务工作同时，该村也积极向
养殖户提供就业信息，鼓励养殖户

自谋职业，并且对转产效益好、有一
定示范作用养殖户，村筹集一定资
金给予奖励。

村民陆关友原先的甲鱼棚占地
1035 平方米。今年，他不仅带头拆
掉了甲鱼棚，而且在复垦的土地上
种植了柚子树。“甲鱼行情不好，污
染环境。在政府号召下，我第一个
拆，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一些养殖户
一起拆。”陆关友说道。

据了解，塘桥村拆除的温室甲
鱼棚中，目前复垦的已有 278 户，面
积约 27 万平方米。很多养殖户在
复垦土地后转产种上了蔬菜，转产
占复垦的93%。

“考虑到塘桥村甲鱼棚数量多，
如果不重视复垦，会对今后工作带
来一定难度。”朱金法说，为此在复
垦工作中，该村也有一套自主长效
管理方法。

塘桥村把联村干部、村班子成
员、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巡防队员综
合成立了四个组，分别是通报组、拍
照组、督查组、验收组，对发现存在问
题的养殖户进行督促整改，整改后再
次验收，验收通过后予以上报。

海宁：全力拆除温室甲鱼棚
“甲鱼村”一半以上土地复垦转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