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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新华社香港 10 月 4 日电 （记
者 牛琪）“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发
生以来，已对香港社会生活各方面
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连日来，香港
多个政团及专业团体纷纷发表声
明，呼吁尽快停止“占中”。

20 多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4
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3日发生的民
众冲突事件，令关心香港的市民痛
心及忧虑。他们希望珍惜及爱护香
港的人士能够和平冷静，并促请“占
中”人士尽快停止各项占领行动。

声明说，自鼓吹“占领中环”行
动之始，社会各界已提出各种忧虑，
包括对市民造成的滋扰，以及可能
引发的违法及暴力事件。不幸的
是，“占中”发起人执意而行。目前

“占中”持续多日，严重影响市民的
日常生活及生计，并对香港整体利
益造成严重损害。

香港工会联合会向香港打工者
发出“爱香港惜安稳保生计”的公开
信，称安居乐业是香港人的心愿及
奋斗目标，社会安宁和稳定对每位
打工者都很重要——没有稳定的社
会环境，就没有繁荣的基础，就没有
安居的条件，就没有安稳的工作机
会。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认为，“占
中”已被证明无助解决政改的分歧，
对社会和经济活动也带来实际影

响，恳请仍在各区聚集的示威者，尽
快和平散去，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让市民重过正常生活。

经民联副主席林健锋表示，一
些外国投资者因“占中”而搁置了投
资香港的计划，“占中”已影响香港
经济，如果零售市场继续萧条，必然
将影响市场和就业。

香港中华总商会对“占中”行动
引发暴力冲突、造成交通瘫痪深表
遗憾，并忧虑若占领行动持续，不但
导致交通严重瘫痪，银行、金融机构
及其他公司的交易将受阻碍甚至不
能营业，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
更广泛影响。

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也对发起
“占中”的团体和个人表示严厉谴
责，希望示威人士马上撤离占领的
干道，恢复香港的交通运输，停止对
广大市民及打工者的影响，还香港
以平静，令市民都能安居乐业。

香港保险业总工会近日更收到
数十名保险从业员反映，因为“占
中”阻碍交通，影响了他们的业绩，
直接影响其收入。

“希望示威人士能考虑香港的
实际情况，不要罔顾他人生计，影响
大众日常生活。”一位参与反“占中”

“蓝丝带”行动的市民表示，希望他
们能以和平理性的态度，尽快离开
示威场地，让社会恢复秩序。

香港多个政团吁
尽快停止“占中”

据新华社仁川10月4日电 （记
者 张青） 据韩国统一部消息，前来
仁川参加亚运会闭幕式的朝鲜高层
代表团 4 日与韩国官员举行“午餐
会谈”，朝鲜方面同意于今年 10 月
底至 11 月初期间举行第二次南北
高级别会谈。

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朝鲜国防
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
治局长黄炳誓，朝鲜劳动党中央书
记崔龙海、金养建等组成的高层代
表团当天上午抵达仁川。

以此为契机，韩朝双方当天在
仁川的一家餐厅举行“午餐会谈”。

参加会谈的韩方代表是青瓦台国家
安保室室长金宽镇、统一部长官柳
吉在等韩国高层人士。

这是朴槿惠执政以来韩朝举行的
最高级别的会面。韩朝曾于今年2月
举行过高级别会谈，当时韩方代表团
首席代表是次官级（副部长级）官员。

韩国统一部说，会谈上，朝鲜代
表团同意于今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
举行韩国方面此前建议的南北第二
次高级别会谈，并表示将进一步讨
论相关具体事项。朝方还表示，举
行第二次高级别会谈，就是今后要
继续举行南北间对话。

韩方称朝鲜同意
举行高级别会谈

本报苍南 10 月 4 日电 （通讯
员 张炳钩）“你好，不好意思，假期
还麻烦你们，请帮助救援几名被困
的游客。”10 月 3 日晚上 11 时 40 分
左右，苍南壹加壹民防救援总部接
到了一个要求紧急支援的电话。原
来有人哭着打电话向桥墩派出所求
救，称他们 4 人被困在莒溪大峡谷，
电话信号断断续续，可能在比较危
险的地方。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队负责人
深知莒溪大峡谷的危险，立即组织
在苍南桥墩、灵溪、钱库望里、宜山
等地的20名队员赴莒溪搜救。

今日凌晨 1 时 30 分许，壹加壹
民防救援队员陆续赶到莒溪。与派

出所民警、社区干部协商之后，20
名队员分两个小组开始向大峡谷进
发，同时通过短信安抚受困人员，并
再三提醒他们留在原地不要离开。

“我们这一组是负责水路进峡
谷搜救，这几天大峡谷水流也比较
急，我们队员鞋子和裤子基本都湿
掉，连续十几个小时在峡谷里不停
地搜救，队员们体力也消耗非常厉
害，但我们还是一直在峡谷里坚持
搜救。”宜山镇壹加壹民防救援中队
中队长周功凑说。

今日上午 8 时多，另一路的望
里壹加壹民防救援中队终于在大峡
谷的一处险境中找到了被困的 4 名
青年。“他们被困的地方上不去也下

不来，当时个个因为饥饿和恐惧，脸
色已经发青，”队长林元准介绍，“我
们立即将随身带的一些食物给他们
充饥，并带着他们下山。”其中，一名
女青年因为脚抽筋厉害，队员们只
能轮流背着她下山，由于队员们此
时已经连续搜救约 7 个小时，体力
消耗非常厉害，所以带着 4 名人员
下山时，行走比较慢，一直到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才安全到达大峡谷里
的林场。

此时，林场里，桥墩镇壹加壹民
防救援中队的队员和林场工作人员
已经煮好了粥等待他们。下午 5 时
左右，经过约 15 个小时不分昼夜的
救援，队员们成功将 4 名被困人员

带出了莒溪大峡谷。
据了解，4 人是温州市区人，于

10 月 2 日上午到大峡谷游玩，当天
晚上搭帐篷在峡谷里露营。10 月 3
日，他们继续慢慢往峡谷里走，但食
物吃得差不多了，每个人体力也消
耗比较厉害。后来他们跟着一名村
民想走出峡谷，但该村民走得太快，
他们就走丢了。天色已黑，手机信
号没有，肚子也饿得很厉害。后来，
两名女青年留在原地，两名男青年
寻找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求救。终
于手机有了一些信号，他们忙打
110 求救。据他们回忆，在等待救
援时，因为太饿，他们只能用山里的
一些植物和抓蚂蚱充饥。

四青年在苍南莒溪大峡谷遇险

“壹加壹”15小时紧急搜救

不文明陋习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 廖小清 通讯
员 盛相良） 国庆长假，杭州西湖景
区游人如织，风景如画。但随之而
来的是，游人闯红灯、践踏花草、乱
丢烟头等不文明现象也随处可见，
大煞风景。

4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走到保俶
路北山路口，只见交警正站在丁字
路口中间忙着引导汽车单双号行
驶，一些行人却趁交警忙不过来，根
本无视红绿灯，一看到汽车稍微少
一点就见缝插针地横穿马路，让人
捏了一把汗。

断桥、白堤等景区人潮涌动，不
文明现象也更多，随意丢垃圾、踩草
摘花折枝等现象时而有之。记者在
白堤道路两侧的草地上看到，不时
有人跑上去拍照、玩耍。其中有个

三口之家，父亲半蹲在草地上调试
相机，妻子在前方教儿子摆姿势，一
拍就是好几分钟，引来不少游人跟
风走进草地拍照。

乱丢烟头、脱鞋晒脚、随地吐
痰⋯⋯记者在柳浪闻莺景区看到，
一个旅行团队有 13 人在抽烟，只有
5 个人把烟头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其他 8 个人都随手把烟头扔在地
上，火都没有踩熄。

“烟头虽然很小，但危害大，易
引发火灾，还影响景区卫生。小动
作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正在附近
捡垃圾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大
学生志愿者告诉记者，3 日，17 名大
学生志愿者花3个小时捡了3200多
个烟蒂，“比去年好多了，但数目仍
然惊人。”

“我们希望每个游客都能从自身
做起，做讲文明、有素质的人，让景区
更美。”这位大学生志愿者呼吁。

记者走进杭州西湖景区看文明——

这些行为煞风景

本报仙居 10 月 4 日电 （记者
朱海兵 通讯员 朱丹萍 李晓敏）

“长假以来，我们没有发现一起公车
私用现象。”今天早上一到办公室，
仙居县纪委值班干部潘宁斌就打开

“天网”系统，仔细查看前一天各单
位的公车管理使用动态情况，结果
没有发现问题。

8 时 30 分许，假日督查小组来
到台金高速仙居出入口，逐一排查
通过的各种车辆，一个小时下来，
也没有发现公车的踪迹。接着，督
查小组来到白塔镇政府。平时人
来车往的办公大楼，此时分外宁
静。在办公大楼后面的停车棚里，

4 辆公车停放有序，实行了集中封
存。

11 时多，在神仙居风景区停车
场，督查小组发现这里车辆早已停
满，从车牌号上可以看出，这些自驾
游的车辆来自全国各地，没有发现
疑似公车。停车场附近有好几家农
家乐，里边人头攒动，督查小组通过
查阅餐饮票据，也没有发现公款吃
喝的可疑情况。

督查小组先后对 10 多个乡镇、
部门和风景区、农家乐、休闲场所
进行公车使用管理和公款吃喝情
况的明查暗访，发现整体情况良
好。

仙居县纪委明查暗访“四风”问题

节日督查不放松

10月4日傍晚，一轮秋月挂在天空，格外迷人。据杭州市气象局消息，9月30
日至10月4日杭州日平均气温低于22℃，完成夏秋季节转换，进入气象学意义上
的秋季。 本报记者 吴煌 摄

佳节有佳境 月色最迷人

记者 杨振华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轲

王德林的心情，总是很愉
快。这名 50 岁的“村医”，收拾好
药箱，坐进轿车，打开车窗，哼着
小调，驶往几百米外的徐方贵家。

这么短的路也要开车，是不
是太矫情，或者显摆？其实，王德
林并不是每次都开车，这次是特
意为之。因为他要借此与记者分
享一份愉悦：轿车带起风，一路清
新的空气涌进车窗，深呼吸，畅快
淋漓。如果走路，便没有这样强
烈的清新感。

尽管地处山区，但很长一段
时间来，清新空气对王德林所在
的江山市贺村镇耕读村而言，却
是一种奢侈。这样难熬的日子很
长，王德林清晰记得那段让全村
人蒙尘的灰暗日子。

耕读村最初名为埂头，后来
由谐音雅化为耕读。农业社会，
耕读传家是理想的农村生活方
式，耕读村人也一直循此生活，直
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村里突然来
了一群地质勘探专家。

上世纪 50 年代，江山兴起水
泥产业，耕读村周边一些村纷纷
建起水泥厂发展工业，而耕读村
仍然保持传统农耕，成了落后的
穷村。勘探结果显示，大石山底
的山体中，有储量丰富的水泥原
料矿石。得知消息，全村欢腾：终
于也可以洗脚上岸搞工业了！

1983 年，乡镇企业江山环虎
水泥厂在耕读村成立，年产水泥
2.5 万吨。水泥厂需要用工，100
多名村民由农民变成了工人，村
集体经济也因此蓬勃发展。耕读
村如愿以偿踏进“工业社会”，从
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泥村”。

水泥带来的荣耀与喜悦，几
年后开始变成村民的噩梦。踏进
徐方贵家，他现身说法：1991 年
进水泥厂，当了 5 年搬运工，每月
挣回 100 多元，代价是从此染上
尘肺病，一干重体力活就感到呼
吸困难。

以王德林的医疗设备和技
术，当然治不了徐方贵的病，只是
常来看看病情变化。最严重时，
村里有数十人患尘肺病，王德林
从医多年，村民的这一健康变化，

恰好全程目睹。
来串门的村民周文新说，水

泥厂工艺水平低，烟囱日夜浓烟
滚滚，空中粉尘弥漫，家里不敢开
窗，他家菜地距离水泥厂一公里
多，菜叶上那一层灰怎么也洗不
净。在兴奋中翘首期盼迎来工业
的村民，吞下苦果后，无奈黯然出
走，大量村民选择外出务工。

意识到生态重要性的村民，
只能采取“外围补救措施”——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搞绿化。
如今入村路旁两排挺拔的白杨
树，便是当时种下的，选择阔叶
植物，是为了阻拦水泥厂的灰尘
和噪音。

刺破弥漫粉尘的那缕曙光，

出现在2008年。由于生产工艺落
后，水泥厂被整顿关停。而经历过
重污染后，村民对良好的生态环境
表现出更迫切的渴望，村里下大决
心治理各类污染源，顺势也关停了
57家大中型生猪养殖场。

洗去满面尘灰的耕读村，完
成了“灰姑娘”的华丽变身。去
年，秀美的生态环境吸引来总投
资 1.46 亿元的度假村项目，以
120 多亩的湖塘水库为核心，开
发“耕读农场”，种植黄花梨、石
榴、樱桃、杨梅，发展现代休闲观
光农业。

漫步耕读村，绿树掩映间，亭
台楼阁错落有致；农田篱笆内，种
类繁多的水果挂满枝头；碧绿湖水
中，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游人们
有的惬意信步，有的穿梭于果树林
中体验采摘乐趣，有的安然在湖边
垂钓，耕读村已然是一幅令人向往
的秀美山水图。今年前9个月，村
里接待游客人数达8.5万人。

从农业社会的千年沉寂，到
工业社会的粉尘弥漫，再到恢复山
村的宁静秀美；从耕读传家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到牺牲环境发展工
业，再到重享生态红利，耕读村的
发展变化，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王德林开心地说，以前村里
卖水泥，现在卖风景，村里正在申
报 3A 级景区，每日生活在景区
里，心情能不愉快吗？

江山“水泥村”洗去满面尘灰——

又见耕读传佳话

小村如今的湖光山色，让王德林颇为自豪。 杨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