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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浙江人

本报讯 （记者 丁谨之）“我
家的南美白对虾成批死亡，到底出
了什么问题？”近日，平湖市 12316
为农服务中心的电话响起，传来独
山港镇建中村养殖大户朱士军焦
急的声音。一个小时后，为农服务
中心的党员专家潘亚均就赶到了
朱士军的养殖塘边。

“你看，虾壳上有白色斑纹，头
胸甲容易剥离，这应该是‘南美白
对虾白斑综合症’。”潘亚均仔细翻
看剥了壳的虾身，开出一张“处
方”：发病塘排塘，用每亩 75 公斤
的生石灰消毒⋯⋯

茄子无端萎蔫如何处理，西瓜
上市却无人问津，稻田养鱼该留多
大间距⋯⋯如今，平湖农民若是碰
到这些烦恼，可直接拨打 12316 求
助咨询。

成立于2010年的平湖市12316
为农服务中心，是全省首个农业信
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团队包
括15名农技专家（其中党员12名）
组成的座席服务团队，78 名党员
组成的农技党员服务品牌团队，还
有粮油、林业经作、农机、畜牧兽医
等 7 支分工明确的党员志愿者品
牌团队。依托高素质的服务团队，
中心在农业技术、产销对接、农资

需求等方面，为农户开展全方位、
全程化、全天候服务。

敞亮的服务大厅犹如医院门
诊部，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都
有 1 名党员农技专家在窗口“坐
诊”，以现场解答或电话答疑的方
式，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如“坐诊”专家遇到
非自己专业领域的疑难问题，可以

“转诊”，转由相关专家解决。专家
还可以随时“出诊”，到田间地头

“望闻问切”。
在党员农技专家帮助下，金观

果蔬专业合作社的30亩疑似“白腐
病”的杜瓜获救；曹桥街道章桥村
叶金观治好了大棚茄子得的“青枯
病”；曹桥街道石龙村赵金强的 15
亩葡萄园，摆脱生长不良困境⋯⋯

粮油服务队队长宋仿根隔三
差五下乡送技术，清瘦的面庞晒得
黝黑。“最近忙着推广根据本地土壤
结构配置的定制肥，它成本低，产量
却高出10%，还能减少农村面源污
染。”在宋仿根努力下，平湖市的“配
方肥”推广率达80%以上。

该中心成立至今，农技专家下
乡指导 3576 人次，党员志愿者下
乡服务 17150 人次，解决各类问题
12791余件。

田间地头望闻问切
平湖农技专家全天候为农服务

本报记者 吕玥
区委报道组 袁伟江

在上虞区道墟镇肖金村，阮炳
炎家的房子很“醒目”。

在一片别墅小楼的簇拥下，阮
家饱经风霜的两层木楼默默伫立，
一起坚守的还有两间有些年岁的大
瓦房——这是全省第一支农村家庭
义务消防队的基地。

瓦房里依次排列着5台不同年代
的民间消防车和水泵，有的已经“退
休”，有的还在“当班”，它们是现年69
岁农民阮炳炎这么多年义务救火经
历的见证。近日，他荣获“全国见义
勇为英雄”称号。盛誉的背后，老人
朴素的信念和平凡的坚守让人动容。

血汗全扔火里面
“我小的时候看到过18次大火

灾，烧死 3 个人。我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决定有钱就去买消防泵，为
民办实事。” ——摘自阮炳炎手记

从上虞主城区驱车前往道墟
镇，大约有25公里路，再从道墟镇前
往绍兴城区，也是 25 公里路。阮炳
炎所在的肖金村就处在上虞和绍兴
的中间地带。

以前，肖金村一带一旦发生火
灾，等绍兴或上虞的消防车赶到，火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阮炳炎清晰记得
这种无能为力带来的焦灼和无奈。

“我亲眼看到一场大火活生生
毁了一个家。小孩哭得在地上打
滚，大人哭得呼天抢地⋯⋯”于是，
很小的时候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有钱了一定要花钱买消防水
泵，组建一支农村家庭消防队，为乡
亲们义务救火。

上世纪 80 年代，依靠国家政策
和自己的勤劳苦干，阮炳炎一家凭
借摆地摊卖百货和一手石匠手艺，
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街
坊邻里都认为阮家该过好日子了，
可时至今日，他们还没有住上新房，
老屋里也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全家
人仍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

原来，1989 年，阮炳炎用辛苦攒
下的约 5000 元钱，换回了一台 10 马
力的手抬泵，并拉上村里两名退伍
军人、自家 3 个儿子、老婆，开始组
建、培训消防队。当时，阮炳炎80多
岁的老母亲也自告奋勇加入进来，
做些守电话、拉警铃的活。

别小看这支家庭消防队。20多年
里，这支队伍承担起道墟镇及周边乡
村大量火灾的扑救和消防宣传工作，
阮炳炎也为之倾注了极大心血——

2007 年，他举债数十万元买了
一台汽吊，用于登高救火；3 年后，
又用养牛攒下的 6500 元钱换了一
辆三轮摩托车用于救火；2011 年，
阮炳炎卖掉田里榨菜凑了两万多元
买了一辆新车和两台消防机动泵，
还出资 8000 元为队员买了人身意
外保险⋯⋯多年来，阮炳炎每年花
在这些设备上的维修费和油费至少
在 5000 元以上，且没有任何专项补
助。但老人说他不后悔，这些付出
换回的可是乡亲们的钱和命。

每次救火冲在前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活有多

忙，闻火警必须立即出动。”
——摘自组队“约法三章”

自开展义务救火以来，阮炳炎
心中一直有个信念：水火无情，救火
绝不能讲价钱。

1991 年农历大年初一清晨，他
刚换上一套新衣，正在家里听越
剧。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
来。“张炎家着火啦！”他顾不上换衣
服，立刻带着“家伙”赶去。

浓烟，烈火⋯⋯阮炳炎丝毫不
惧，踩着一位救火者的肩膀就翻上了
房顶。下面有人喊：“上房救火太危
险了，阿三（阮炳炎在家排行老三）你
不要命啦！”但他始终手握水带，头也
不回一直坚持到大火被扑灭。

事后，有好心人劝他：“大年初
一弄得一身泥浆，又没有一分辛苦
钱，何必呢！”阮炳炎一下子拉高了
声音：“这话怎么讲？救火这种要紧
事，怎么能讲价钱！”

25 年来，每一次，他都谨记自己
组队时立下的“约法三章”，闻警必
动。他把这些经历都详细记在自己
的一本救火日记里。翻开这本厚厚
的日记，仿佛能看到阮炳炎在一次
次烈火中冲锋陷阵的身影：

1996 年，道墟镇联浦村 13 户人
家着火，连成一片火海，阮炳炎和队
员们整整救了一天一夜；

2000 年，道墟镇韩滨村谢老太
家发生火灾，阮炳炎跳入火海，寻找
灭火的最佳位置，突然一声巨响，一
根烧焦的房梁倒了下来。他躲闪不
及，肩膀被砸中，顾不得身上的伤痛，
他坚持扑救，直到火势得到控制；

2007 年，冬桑村旗杆自然村村

民华刚家起火。他家后面有个蜡油
仓库，一旦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年过六旬的阮炳炎敲碎窗玻璃，一
个人纵身跳入火海，手上、脸上划得
全是口子。两个小时后，大火被完
全扑灭，蜡油仓库也安然无恙⋯⋯

25 年来，阮炳炎义务救火超过
200 场，救出 16 人，为乡亲们挽回经
济损失800多万元。谈到这些，老人
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无怨无悔做“傻”事
“只要机器还能拉得动，水枪

还能扛得动，我就要一直做下去。”
——阮炳炎心声

“行善是我们阮家世世代代传
下来的美德，我不能丢。”阮炳炎告
诉记者，清朝道光年间，他的先祖阮
华玉就买过水龙、救火锣、四人摇的
救火船，组织过救火队，“传到我这
里，算是第六代。”

由于把钱都扔进了“火”里，阮
炳炎至今仍住在破旧的祖屋里，家
里最值钱的东西无疑是满屋的消防
器材和 5 辆车子，他甚至没有给 3 个
儿子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对此，
老伴陈菊花并不是没有怨言，但每
次火警响起，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
又毫无怨言地给老伴打下手。

在父亲的影响下，老阮的3个儿
子也从小帮忙参与救火。三儿子阮
立法 13 岁就跟着老爸出去救火，长
大后，他当了一名消防兵。他说，父
亲一辈子都在义务救火，自己有责
任将父亲坚持的这件事做下去。

越来越多的邻里街坊也加入进
来。“喏，隔壁做电工的阿强，做泥水
工的阿兴，都是我一叫就跟着去救火
的。”说到这么多人都来支持自己的
救火事业，阮炳炎的脸上不无得意。

现在，他已经收了 28 个徒弟。
但他自己还是闻警必动，冲锋在前。

“很多人说我‘傻’，可我乐意做
这样的‘傻子’。我不是为自己做
事，是帮别人减少痛苦和损失，做这
些事情意义不一样，我要给子孙和
其他人树个样子。”阮炳炎说，自己
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他将继续救
火，护佑一方平安。

上虞农民阮炳炎义务救火廿五载

烈火中走来“救火阿三”
本报讯 （记者 黄宏 通讯员

朱伟） 省政府常务会议日前通过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对加强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作出严格规定。

草案规定，国家明令禁止使用
的农业投入品，不得使用；不能超
范围、超标准使用农业投入品；农
业投入品使用时，通常有安全间隔
期或休药期，不能违反规定收获、
屠宰、捕捞农产品；对农产品生产、
清洗、保鲜、储存时，不能使用人用
药品、原料药或者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

为杜绝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草案规定，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
要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使用进
行抽查，根据抽查情况，向农产品
生产者发出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

警示。经营农业投入品的商家要
建立购销台账，至少要保存两年。

草案还规定，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
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在销售
农产品前，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情
况进行检测。

大多数的农产品通过农产品
批发市场、零售市场销售。草案规
定，举办者要对市场销售的农产品
抽查检测，把检测结果上传到当地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平台。

草案明确农产品质量追溯制
度，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销
售企业和批发商，要附加标签、标
识牌、标识带，对生产、销售的农产
品附加标识；散装的农产品也不能
例外，标识可以直接标在农产品
上，也可以挂牌。

我省严把农产品安全关

规范生产销售 建立追溯制度

阮炳炎和公安部奖励给他的消防车。

本报讯 （记者 斯信忠 通讯
员 黄曼影 高再娇） 说起临海市
纪委对企业的帮助，台州台鹰电动
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昌伟深有
感触地说：“要不是他们的支持，公
司不可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内，顺利
地使纯电动汽车下线。”今年 2 月，
该公司需要对电力设施重新进行
布局，按常规，从图纸设计、物资采
购到安装施工约需 6 个月。市纪
委有关负责人得知消息后，马上约
请电力等部门现场考察，仅用 3 个
多月时间，就按公司要求完成电力
设施施工。

发展经济，就要为企业做好优
质服务，当好企业“保姆”，这已成
为临海市各部门党员干部的共
识。该市党员干部走进企业，千方
百计为企业解决难题。

台州市中冠模业有限公司是
家从黄岩引进的企业，负责人林苍
建刚来时人生地不熟，负责与该项
目对接的市经信局干部为他提供
全程服务，从签订厂区转让协议到
办理土地证、办理工商执照，都热
心提供帮助。该企业仅用 5 个月
时间就实现投产，比原计划提前半
年。

临海党员干部进企解难

连日来，记者走进嘉兴恒锋工具股份公司、加西贝拉压缩机公司和海利循环产业园等企业，看到不少
车间里，机器人唱起了主角，工人数量减少了，生产效率却大大提高。 本报记者 黄曙林 摄机器人 增效率

记者 徐贤飞
通讯员 胡鹏 潘雄芳

本报讯 永康市今年开展市管
干部廉情分析制度，对一些群众反
映轻微违纪或线索笼统无法核实的

市管干部，按照党风廉政建设“一岗
双责”的要求，由分管的市委常委对
当事人进行提醒约谈，以敦促市管
干部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

祸患常积于忽微。永康实行市
管领导干部廉情分析制度，对市管
领导干部和市管后备干部党风廉政
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廉情信息
进行实时监控、收集、分析、研判、反

馈、应用，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市
管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抓早抓小
抓苗头。

廉情分析制度是永康市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8 项制度中的
一项。今年 6 月，永康市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制度的意见

（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纪

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工作
制度的意见（试行）》，分别给党委落
实主体责任、纪委落实监督责任各
设定 8 项工作制度。在党委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永康市
围绕选好用好干部、纠正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等5个方面，制订责任清
单制度、定期报告制度、监督检查制
度、用人监管制度、廉情分析制度、
警示教育制度、权力制约制度、考核
问责制度等8项制度。

另外，永康市还制订了纪委监
督同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纪委常
委约谈制度、签字背书制度、党员干
部问题线索和案件查办报告制度、

“一案双查”和责任倒查制度等 8 项
制度。

抓早抓小抓苗头
永康对干部苗头性问题提醒约谈

抓党风 促廉政
（上接第一版）
会议还针对海上船只避风保

安、城市防洪排涝和防风、人员转移
避险、水利工程保安、山洪与地质灾
害防范等重点工作再次作出部署，
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防汛防台体
系和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
作用，各类责任人要及时进岗到位，
加强巡查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

预警并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截至21日16时，宁波、温州、台

州、舟山共转移 157553 人（陆上转
移 20223 人，船上人员回港及上岸
137330 人），其中宁波 27004 人、温
州 44718 人、舟山 35731 人、台州
50100人。回（在）港避风船只及处
于安全区的船只总数达到 30079
艘。

全省总动员严防秋台风

本报讯 （记者 金敖生） 医务
人员做微创手术时，为防辐射需要
穿上重约 15 公斤的铅衣，被称为

“铅衣战士”。最近，绍兴市人民医
院发明了两款新型医用铅衣，使用
时不是穿着而是将身体套在里面，
从而能让医生轻松地做手术。

做微创介入诊疗，医生和护士
都需穿上铅衣。绍兴市人民医院教
授郭航运说：“介入手术差不多需要
一个小时，复杂的需五六个小时。
在X射线照射下连续工作四五个小
时，若不穿铅衣，就相当于连续拍了
近千张X光片。若穿上铅衣，会让

你累得浑身湿透，双腿疲软，久而久
之脊柱、膝部都会产生问题。”

他和同事们经过苦心琢磨，终
于研制出减压的两款新型铅衣。
一款是可移动式，铅衣外有 3 个金
属支架，支架下安装滑轮，铅衣的
重量全部压到支架上；一款是悬挂
式，有个金属管从屋顶挂下来，悬
挂的金属件承受铅衣的重量。这
两款防辐射服还可根据医生的身
高灵活调节高度。一名医生高兴
地对记者说：“这种铅衣的重量全
让金属支架代劳，做手术真的比以
前轻松多了。”

绍兴医生发明新型铅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