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9月11日讯
记者 马悦
通讯员 封文龙 盛雪添

“哗哗”，围墙边随意搭设的
铁皮屋顶一片片被拆下；一旁违
法搭建的小卖部清空了桌椅，等
待拆除⋯⋯上午 9 时，杭州下城区
长庆街道联合城管、工商等相关
职能部门对环北市场周边的池塘
巷 2 号和林司后 52 号一带进行整
治，现场拆除了“破”居民楼围墙
开店、无照经营商户的近 500 平方
米违法建筑。

位于凤起路南面的环北小商品
市场是杭州知名市场。近年来，随
着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占道经营、

“破围墙”开店、噪音污染等问题日
趋严重，给消防、交通以及居民生活
造成诸多安全隐患。住在周围的居
民写下了一首生动的打油诗：“螺蛳

壳里做道场，占道经营生意忙，路人
车行走不畅，油烟扰民噪音响。”

从池塘巷的东面往西走，快递
打包、小菜场、早点摊等 14 家商铺
从居民楼的外围墙中“探出头来”，
占道经营、改变原住房结构、擅自扩
大经营场所、侵占道路等情况比比
皆是。周边居民说，位于环北市场
南门的池塘巷，从凌晨 4 时开始就

“热闹”起来了，卖菜的、吃早点的、
打包卸货的声音此起彼伏。

据了解，今年以来，长庆街道结
合“三改一拆”行动，主动约谈了相
关业主，街道干部、社工反复上门做
工作。同时，街道还在辖区范围内
聘任了 78 名议事员担任社会监督
员出谋划策。

“我们心头的痛拆除了。”拆违
现场的居民无不拍手称快。长庆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明华介绍，违建
拆除后，长庆街道将对沿街的经营

用房实施封闭，砌起围墙，恢复居住
功能，还居民一个安静、整洁、有序
的居住环境。

除了油烟、噪音，大量的人流、
物流也让附近本来就不宽阔的小巷
更加拥堵。自从凤起路开始地铁施
工以来，珠冠巷垃圾中转站旁、池塘
巷一带的经营户仓库门口就成了卸
货点，宽不过 7 米的狭小道路变得
更加水泄不通，阻碍重重。

据介绍，9 月初，杭州市交警庆

春中队在珠冠巷小区内设置了道
闸，并规定了单行线。另外，池塘
巷内的 12 个停车位还将全部取消，
新设机动车、非机动车隔离带，并
对环北市场周围区域采取单向通
行、限制通行等管制措施，对违停
车辆、随意占用道路打包货物的行
为进行严查严管。下一步，长庆街
道还将对十五家园社区主干道、环
北丝绸服装城周边秩序等突出问
题进行整治。

杭州重拳整治环北市场周边环境——

螺蛳壳里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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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访札记

本报苍南9月11日电
记者 王益敏 县委报道组 蔡运近

午后，在阳光直射下，气温飙升
至30℃以上；到了傍晚，突然电闪雷
鸣、大雨倾泻。连着一个多星期，温
州市苍南县第二大水库——吴家园
水库区域，持续着这样的天气。

寄生在水库里的蓝藻孢子，遇
上了一年中最适合它们繁殖的温度
和湿度。它们大规模爆发，在水库
表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绿色。

怎么控制它们？苍南县有关部
门只得请来“救兵”。昨天，来自江
苏吴江的 16 多吨鲢鱼，游进了水
库，加上前一天已“进驻”的 8 吨“同
伴”，联合起来净化水质。记者从苍
南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至下周初，吴
家园水库将陆续投放 40 吨鲢鱼，

“以鱼养水，保障水质安全。”
陈奇志是苍南县水利局吴家园

水库管理所所长。这几天，看着 91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的水库，大部分
被蓝藻覆盖，他忧心忡忡。他说，吴
家园水库位于苍南县藻溪镇，是苍
南龙港、金乡、钱库等平原地区 60
多万人的大水缸。

“这里的环境一直很不错的。”
陈奇志说，“之所以叫藻溪镇，是因
为这里水质干净，在很多河水、溪流
里，都能清澈地看到底下的藻类。
然而，令陈奇志没想到的是，从 8 月
26 日开始，水库方面就发现蓝藻大
规模爆发。

陈奇志说，以前很少出现这样
的情况，这次蓝藻大爆发，可能有四
大原因。首先，有污染物带入水库，
导致了水体富营养化。其次，当地
最近高温高湿的天气，适宜蓝藻大
量繁殖。另外，这个水库还承担着
防洪的作用。下游藻溪等乡镇住着
约 30 万人，还有 3 万多亩农田及甬

台温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目前仍
处于汛期，水库 2100 多万立方米的
库容量只装了 1100 多万立方米。

“目前水库水位只有38.5米，低于正
常水位44.5米，水长期没有流动，增
加了蓝藻繁殖的机会。”以前每年水
库都会受台风影响，今年没有台风，
蓝藻繁殖又少了一大天敌。

苍南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副站
长章岳蓬说，由于蓝藻影响，在对水
库水样的 PH 值、氨氮、溶解氧、总
氮等常规项目检测中发现，酸碱度
失去平衡，水体偏碱性，水体总氮超
标。“超标的项目均与蓝藻有关。幸
好，对饮用水安全影响不大。”章岳
蓬说，蓝藻只有在大量繁殖死亡后，
才会产生藻毒素，给饮用水带来安

全隐患。
未雨绸缪。为了控制蓝藻繁

殖，苍南县水利、环保等部门多方考
虑，最后决定调运爱吃藻类的鲢鱼
来吃掉蓝藻。这是一种生态无污染
的处理方法。

苍南桥墩水库管理处的吴钦华
是这次鲢鱼投放的技术顾问。他
说，鲢鱼能控制蓝藻的原因，主要是
鲢鱼是生活在水面上游的鱼类，而
且以浮游植物为主要食物。“增加蓝
藻的天敌，就能在短期内控制蓝藻
数量。”吴钦华说。

虽说这是简单地改变食物链，
从而达到进化水质的方法，但实际
操作起来，难度并不小。为了避免
鱼碰伤后感染细菌，水库工作人员

花了好几个小时将这些鱼消毒，才
投放到水库里。由于近日天气闷
热，鲢鱼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率较
高。因此，原本一车能装 10 吨鲢
鱼，他们减少数量只运 8 吨多。目
前，运抵的鲢鱼存活率在 95%以
上。

吴钦华告诉记者，为了能尽快
恢复水质，他们对鲢鱼进行了“精挑
细选”。比如，每条鲢鱼的重量最好
在 0.5 公斤左右，鱼龄在 1 年左右。

“这样的鲢鱼处于成长期，摄食量
大，能吃大量蓝藻。”吴钦华说。据
苍南县相关单位初步估算，投放的
这 40 吨鲢鱼，可以在一个多月时间
里消灭一部分蓝藻，并控制蓝藻再
次大规模爆发。

苍南60万人的“大水缸”遭遇蓝藻爆发——

40吨鲢鱼当“救兵”

鲢鱼被投放到水库中。 钱鹏鹤 摄

梁国瑞

近日，记者跟随省督查组在温
州平阳督查，与当地党政干部交流
颇多。他们关于城乡发展的思考，
令督查组成员眼前一亮：“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顺利推进以后，空
间腾出来了，生态治理好了，城乡的
未来，该如何长远规划设计？

我们常说，既要埋头苦干，也要
抬头看路，只有看清方向，才不会走
弯路、回老路。在“三改一拆”、“五
水共治”推进过程中，全省各个县

（市、区）都在不折不扣推进工作，扎
实努力完成指标。但我们也发现，
有些地方对省委省政府推进这两项
工作的深意，仍然认识不足、思考不
够，对城乡的未来，更缺乏清醒、睿
智的顶层设计。

平阳的思考路径值得借鉴。

不久前，平阳制定出台了《农村
“一户多宅”认定与处置暂行办法》、
《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这
两个文件，一个是解决历史问题，一
个是关乎未来设计。”县委书记王中
毅阐述这套思路时说，“后一个文件
尤其重要。农村违建众多，重要原
因就是农民建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违建就没法

‘断根’。”
平阳现有户籍人口 80 多万人，

去年出生 9000 多人，死亡 4000 多
人，加上外来人口，全县年增加人口
约1万人。按此计算，到2030年，平
阳总人口将达 100 万人，届时城市
化率也将达到 70%－75%，那么就
有20万－30万人仍留在农村。

“平阳有 600 个行政村，若按这
个格局，每个村平均就只有五六百
人，公共配套根本没法铺开。”王中
毅分析说，村庄人数太少，公共服务
无法配套；人数太庞大，又不利于群

众生产生活。“因此，我们计划重点
打造 100 个中心村，通过公共配套、
政策引领，将农村人口慢慢集聚到
这 100 个村，每个村 2000-3000 人，
大小适中，既能有科学的规划设计，
又能有完善的公共配套。”

他们的设想是，今后，非中心村
的年轻人提出建房申请后，本村不
再批地，但在附近的中心村，可以给
建房指标，甚至有住房补贴，引导他
们集聚到中心村。至于村里的老
人，前期调查发现，他们离村的意愿
普遍不强，就让他们继续留在本
村。“这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但我
们决不能逼迫、强制村民集聚。”王
中毅说。

而这一系列思路，在当前制定
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时，就得考

虑进去。目前，平阳已经完成了其
中 39 个中心村的规划设计，年内将
完成所有100个中心村的规划设计。

城乡发展的规划管理，就像一
局棋，走一步要先算五步、十步，否
则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当前，“三改一拆”工作深入推
进，在全省范围内取得了瞩目成
绩。后“三改一拆”时代，是我省城
乡发展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时候，做
好顶层设计至关重要。把城乡发展
放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范
畴内，如何通盘考虑，做好规划和布
局，各地执政者应该多费思量。

重整旧山河，布局新蓝图，唯有
这样，我们才能不重蹈旧辙，走出一
条全新的、高效有序的城乡发展新
路。

城乡未来应有顶层设计

治水拆违大查访 

本报松阳9月11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孙丽雅

早上 7 时，松阳县赤寿乡卯山
后村的一栋百年老屋中，68 岁的毛
传法正在给81岁的麻关通挂盐水。

这栋五间的老屋，三间被分别
改造成了诊室、治疗室和药房。唯
一一个空调装在药房里。“有的药品
要低温保存，当然需要装空调。我
们么扇子扇扇就可以了。”毛大爷
说。

18 岁开始自学，19 岁成为“赤
脚医生”，36 岁取得行医资格，就是
为了让村民能在家门口看上病，毛
大爷在这里已经行医 50 年。前几
天，同村村民曾樟宝不到一周岁的
外孙凌晨突发高烧，毛大爷接到电
话后，立即穿衣起床出诊。诊完回
家已是凌晨 5 时。遂昌县濂竹乡横
坑村的潘远亨特地从家赶来请毛大
爷去看病。只因四年前，他的老伴
身体不适，毛大爷当场对症下药。
当晚，病人就能睡好觉了⋯⋯

简明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口皆
碑的医德，50 年来，毛大爷成了卯
山后村、黄坑口村和附近村庄的“活
病历本”：哪家住在什么地方，几口
人，病人的病情和病史，他都清楚。

每个村民都有他的联系方式。“村里
人的生老病死，我都负责；谁家生孩
子，我都得上报乡政府！”毛大爷自
豪地说。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小有名气”
的医生，60 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
后，需要补品却买不起，只能依靠亲
戚、儿女帮忙。

“有时候我真的很气，比他晚做
医生的都造了小洋房。”老伴麻仁美
说，因为看病太忙，他们只好把一半
多的地白送给别人种。现在靠剩下
的三亩地种茶叶和柑橘维持生计。
有时正忙着采茶，病人来了，毛大爷
就扔下活去看病。

“挂号费1块钱，检查费1块钱，
药费按照我批发来的价格给。针
灸、推拿不收钱。”毛大爷说出了他
的“收费标准”，“也有病人打电话过
来的，出诊费5块钱。”

麻仁美阿姨坐不住了：“县里规
定可以收 20 元，他却收 5 块。常常
一个人打电话，让他出诊给几个人
看病，他就只收一个人的钱。你呀，
你就是傻。”

毛大爷笑笑说：“我们这边人家
里也都不富裕。我现在每个月有
300 多元的补贴，加上杂七杂八的，
也有2000多块钱，过得去了。”

行医50年，乡村医生毛传法成为——

村里人的“活病历”

百姓故事

本报衢州9月11日电
见习记者 何双伶
通讯员 徐建中 蓝晨

“村干部砍光了我家的橘树，都
没告诉过我，连土地也没量！这可
让我怎么办啊！”一大清早，柯城区
万田乡政府二楼的调解室就“闹”开
了锅。下蒋村村民徐荣妹边哭边向

“老娘舅”余国昌“告状”，情绪相当
激动。

“先别哭！我是乡里的‘老娘舅’，
专门帮农民讲话。你把事情讲给我
听，我一定努力帮你解决。”余国昌
耐心镇定，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每周六天，余国昌和其他两位
“老娘舅”都会轮流值班，在乡里的
调解室接待各村村民。这三位 6 月
中旬才上岗的万田“老娘舅”至今已
经解决了40多起纠纷，其中有10多
起是“历史遗留问题”。

前段时间下蒋村进行土地整
理，砍了徐荣妹家里 14 棵橘树。徐
荣妹表示，没接到任何通知，所以要
求村里赔偿青苗费和土地整理费。
负责该项工作的村支书则表示，徐
荣妹的叔叔在整理现场，村里和她

叔叔沟通过；至于青苗费，村里一直
折进土地整理费清算，不可能单独
赔偿。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余国昌开
始耐心劝导。他在电话里交代村
支书再组织一次测量工作，邀请徐
荣妹参加；又为徐荣妹详细解释了
村里土地整理的赔偿政策。“这次
村里的做法确实不妥当，放心吧，
他们会请你一起再量一次的。”几
十分钟的劝解，终于让徐荣妹破涕
为笑。待徐荣妹走后，余国昌又给
村支书追加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丈
量土地时，皮尺拉得松一些，不要
激化矛盾。

据介绍，三名“老娘舅”是乡里
的“老娘舅 PK 赛”选出来的。比赛
挑选了 6 个有难度的纠纷，6 位报
名的村民只有 3 人通过筛选。“赛出
来的‘老娘舅’实战能力很强，工作
细致、到位。”万田司法所所长毛
水龙表示，“农村的纠纷很复杂，涉
及老人赡养、土地纠纷、情感等各
方面问题，而‘老娘舅’的民间身份
独具亲和力。现在，不仅新纠纷很
快得到处理，遗留下来的纠纷也能
解决。”

万田“老娘舅”化解“千千结”

本报讯 （区委报道组 沈鑫 吴
怡之 记者 李茸） 清溪、绿树、凉
亭、小鱼，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桃园
里”。近日，记者在秀洲区王店镇凤
珍村一个自然村落寻访到一个村民
自己动手打造的“世外桃源”。

桃园里自然村现有 100 多户农
户，环绕凉亭的一汪碧水叫桃园浜。
去年，这里还是一片水草丛生的荒
地。今年3月，52岁的杨建林、59岁
的陈全全和54岁的李寿昌三位村民
一合计，自掏腰包筹集了25万元，决
定给荒地大“整容”。

聘请工人打捞水草、清理淤泥、
栽树修桥、搭建“钓鱼台”⋯⋯经过几

个月的精心改造，占地约40亩的“桃
花源”诞生了。凉亭四周郁郁葱葱，
和“桃园里”这个名字十分匹配。三
人又专门跑到嘉兴和杭州的水产市
场，购买了青鱼、草鱼、鲢鱼和鲤鱼，
投放进桃园浜里，让这条河成为村民
们的钓鱼乐园。“虽然每 6 小时收取
100元，我们可没指望靠这个赚钱。”
陈全全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现在，每到傍晚就有几十位附
近的村民前来散步、钓鱼、赏景。未
来，三人还有新的规划。杨建林指
着凉亭对岸的3亩地告诉记者，他们
打算请人平整土地，改建成文化活
动广场，让村民在广场上尽情歌舞。

嘉兴三村民 打造“桃花源”

在海盐县永兴村农耕文明展览馆里，一幅幅原汁原味的灶头画向游客们“讲述”
当地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历程。 记者 叶寒青 县委报道组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