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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快递

本报景宁 10 月 14 日电 （见
习记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叶
尚蓉） 斜阳照在千峡湖库区，粼
粼波光中，一艘编号为“浙景宁渡
0069”的 两 层 渡 船 正 在 缓 缓 前
行。甲板上，65 岁的村民柳蓝土
坐在他的三轮小卡车驾驶室内，
开着车窗，和准备上山伐木的叶
师傅聊着天。小卡车边上，放着
叶师傅的一担行李。

2008 年，千峡湖水库开始蓄
水，柳蓝土作为库区移民，举家迁
到了龙泉。但是，他在老家的山
头还有十几亩竹林。“当时我还担
心，山头的竹子可能没法运出来
了，或者我自己要去弄条船了。没
想到，县里给我们搞了个渡口。而
且渡船这么大，连小汽车都可以
装。”柳蓝土比划着他刚才把车开
上船的情形，“很稳，很方便。我的
竹子也不愁运不出去了。”

“我们现在有 4 个人在那里
帮人砍竹子、砍木头。每周回家
一次，挑点粮食，换些衣服。每次
坐的都是这趟渡轮。已经有 4 年
多了。”伐木工叶师傅边说边指了
下渡船前行方向的一片山林，“原
来的渡船是归乡里管的，现在由
县里统一管了，还跟县里过来的
公交班车接上了头。我家在县城
边上，现在坐公交过来，基本不用
等太长时间，就能坐上渡船了。”

在渡船二层一间两三平方米

的驾驶舱内，记者见到了正在专
心开船的船长赵美锦。自码头建
立起来后，老赵就在这里开船，至
今已有 5 年。老赵证实了叶师傅
的话：“库区的码头原来一直是各
个乡镇管的，有些地方管理不到
位。像救生衣等东西乱放，垃圾
也不及时清扫。今年 7 月 1 日开
始，县里成立了水上公交公司，对
整个库区的码头、渡船、船员进行
统一管理，船员重新选聘上岗。
现在我们每天航班结束，都要花
半小时左右时间，把渡船清理干
净。自己看着舒服，来坐船的乡
亲也高兴。”

千峡湖库区是浙江第二大水
库。景宁段新增水域面积 36.72
平方公里，涉及九龙乡、渤海镇、
红星街道3个乡镇（街道）共65个
行政村 399 个自然村，共有 3.26
万名库区群众靠水路出行。为方
便库区群众，景宁县陆续开设了
12 个渡口，购买渡船，免费接送
沿线群众。

“每个渡口有三四个码头，根
据群众居住分布情况设置；渡船
在码头间轮转过渡。客流量大的

地方，我们就设立对江渡，直接对
开。每个码头都有固定的航班时
刻表，现在还与路过各码头的城
乡公交班车结合起来。”记者电话
联系了景宁县港航管理所所长李
火林。据他介绍，水上公交公司
根据各码头客流情况，购买了人、
车都可以载的“二车渡”渡船 6
条、载人为主的 30 个客位的客渡
船 9 条。现在，水上公交公司有
在运渡船 15 艘，渡工 38 人，年渡
运群众可达到 89 万人次，车辆 24
万辆次。所有群众都是免费过
渡。景宁县财政每年特别拨付
300 万元，用于渡船维护、渡工工
资等相关费用。

老赵他们的码头如今负责 3
个行政村、9 个自然村，大约 3000
名群众的出行。渡工们从早上 6
时到晚上 6 时几乎都在船上。中
午有一个小时回到渡工宿舍做
饭。“我们这个码头有8个人，4人
一班，一星期一换。由于条件不具
备，晚上一般禁止开船。但如果碰
到群众有急事，我们接到电话后，
就会起来开船。”老赵说。现在，库
区沿岸各村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

都有各村渡口船长的手机号码。
若晚上有突发情况，群众可以通过
他们联系各位船长开船。老赵印
象特深的是，一个多月前，有个村
子一位老人病危，在外的家人匆匆
赶回来见最后一面。“电话打来的
时候已经凌晨了。但是，不管白天
晚上，只要有一个人有急事要过
渡，我们就开船。”

说话间，四格村村民任周庠
来到驾驶舱看他的“老朋友”老
赵。老任从2008年开始在村里养
羊。老赵的渡船载过他的羊羔、
成羊、柴米油盐，以及两个月前从
广州买来的太阳能发电机。“你刚
开始只有 80 多只羊吧？”“现在已
经有 210 只羊了！哪天有空来我
家吃羊肉。”两人笑着约定。

一刻钟后，渡船靠岸，柳蓝土
按了下汽车喇叭，稳稳地把车开
下了渡船。叶师傅和 3 个伐木的
同伴挑起行李担，和老任一起，健
步走上码头。老赵目送他们消失
在码头拐角的公路上，回过头来
指指码头不远处、树枝掩映中的
几间白色简易小房子，说：“瞧，那
是我们的宿舍。我今天值夜班。”

景宁千峡湖库区开通免费水上公交

渡在青山绿水间
【编者按】“比来出看江

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金
秋十月，正是天朗气清，橙
黄橘绿之时。秋游赏景的
车流穿行乡间地头，丰收在
望的货车涌入大城小镇。
金秋出行路，承载着出行的
惬意、丰收的喜悦，更是对
幸福和谐生活的渴望。今
起，本报推出“金秋季，出行
路”栏目，一起把目光投向
城乡交通，看各地如何解决
百姓出行难。

金秋季 出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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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江山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杨振华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
轲） 眼前的场景，令人惊叹：800 多
亩的荒坡上，漫山遍野“披”着 9 万
多块太阳能光伏面板，迎着太阳熠
熠生辉。一块块光伏面板，尽情地
吸收着阳光，转化成电能；面板之
下，一株株挂着饱满豆荚的大豆，正
静待成熟收获。

这里是江山市凤林镇株树村，
浙江同景科技有限公司 30 兆瓦大
型农光互补地面电站。当传统农业
与光伏新能源产业跨界相遇，披上

“光伏铠甲”的黄土地，实现的是“阴
阳”各自转化带来的两份收成。

向太阳，看我“最摇摆”
上午10时30分左右，我们正远

眺山野间的光伏面板时，感觉眼睛
一花，其中一片地上的面板，齐刷刷
摆向了一边。定睛再看，却又发现
是停止的。

“没看花眼，刚刚是摆动了一
下。”负责电站安装的郑华荣笑着解
释道，“日升日落，太阳的光照角度
不断变化，面板也要像向日葵一样，
跟着太阳摆动。支架上的面板，向
东和向西，都可以倾斜25度。”

光伏面板为什么要跟着太阳摆
动？这是为了提高发电效率：始终
保持太阳的光线垂直照射在电池组
件上，可以减少光的折射损耗，大幅
提高光伏电池组件的发电效率，最
大限度利用太阳能。为了能让面板
精准地跟着太阳摇摆，同景科技投
入巨额经费，自主研发了高精度智
能联动跟踪系统，随着太阳光照角

度的变化，控制面板东西两向摇摆，
尽可能与太阳运行保持一致。

“太阳下山后，面板会回摆。晚
上面板是平的，早上太阳升起时，向东
倾斜，然后慢慢向西倾斜。”郑华荣介
绍，因为面板支架所处坡度等环境不
同，电站分成 18 个区域，各自调控。
与传统固定式光伏电站相比，“摇摆”
时的发电量大约可以提高20%。

从 9 月 10 日并网发电以来，电
站已发电超过 280 万度。“目前安装
了 4460 个支架，每个支架上拼接 21
块面板，装机容量是 23.4 兆瓦。二
期还有约四五十亩地，正等着安
装。”

背阴地，等我“慢生长”
大豆，其实并不是光伏面板下

生长的真正“主人”。它们的任务，
是改善贫瘠土壤的土质。株树村党
支部书记徐小军介绍，电站所在的

地，原来大部分是荒坡，刚刚翻耕。
有一个农业团队，专门负责面

板下阴地的开发。记者在山坡泥道
间，正好碰到农业团队负责人老郑，
带人查看地里作物：大豆 200 多亩，
萝卜 200 多亩，豇豆 100 多亩，以及
种着 3 个品种水稻、三叶青的几块

“小试验田”。
“光伏面板用钢架支撑，离地在

1.5 米到 3 米之间，并不妨碍农作物
的生长。但光照受影响，作物生长
会变慢，产量可能降低。所以，现在
种植主要是尝试、比较。”老郑说，土
地整理改造还在继续，包括泥道的
美化绿化、边坡地的利用等。

来到一小片三叶青试种地里，
老郑乐滋滋地说：“三叶青用了覆膜
和不覆膜两种方式，现在看来覆膜
长得更好。”未来，喜阴的药用植物
三叶青和白芨，将成为这片土地的
主角。它们长得慢，周期数年，但根

据目前市场行情，其亩产值可高达
10万元以上。

一片土地，两份收成。凤林镇
对这样的光伏发电项目给予大力支
持。眼下，规模更大的正泰 200 兆
瓦林农光伏发电项目已开工建设，

“阴阳”转化还将在凤林另外 5605
亩土地上进行。

江山尝试传统农业与新能源跨界融合

荒坡披上“金铠甲”

民情同期声

梁国瑞

几天前，杭州举行阶梯水价听
证会。不管按哪种方案计算，今后
的水价都可能在目前 1.85 元/吨的
基础上，上涨至少1元/吨。

杭州水价为何上涨？相关部门
给出的理由是：杭州水价已经 10 年
未调整、目前水价在全国 36 个大中
城市中列倒数第二、水务集团常年
亏损。水价可以涨，现场 20 名听证
代表也给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有
18 人投了赞同票。但几乎所有听
证代表都提出了涨价以外的要求：
水价可涨，水质须优。

自来水、成品油、天然气都是直
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必需品，
每次的价格涨跌，都会牵动公众眼
球。如今，杭州水价“涨势”已定，我
们最有必要思考和探讨的就是，涨
价之后，服务质量能跟上么？

服务质量无保证，则价格上涨
欠缺理由。事实上，就杭州自来水
而言，群众关心水质远远超过在乎
水价。每个月多花几元、几十元水
费并不伤筋动骨，但频频发生的水
质事故，却让我们难以安心。

回顾过去的一年，杭州自来水就
曾四度出现异味。尽管最后查实是
企业偷排引起，但自来水公司没有

“把好最后一道关”，送入千家万户的
水，不能让我们放心饮用，已是既成

事实。而就在今年6月，杭州部分城
区自来水再度出现异味，环保巡查也
没有发现企业非正常排污。

因此，在关注水价涨跌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向关注水质。
水价涨跌需要听证，水质好差也应
有公共监管。正如听证代表所说，

“希望涨价的水费能做到专款专用，
用于改进制水工艺、管网改造”、“希
望能够定期公开水质情况，可引入
第三方检测机构，让群众对水价上
涨心服口服。”

诚然，自来水具有商品属性，其
定价不能脱离市场规律，此次调价
给出的最大理由也是“成本高于售
价，水务集团亏损严重”，基于这一
点，民众认同其涨价。但我们也应
看到，供水更是一种公共服务、是最
基本的民生保障，应该更加注重质
量，而非片面看重成本。今年我省
全面推进的“五水共治”中，其中一
项内容就是“保供水”——保的就是
群众能够喝上放心水。

近年来，涉及公共利益的商品
价格调整频频引起公众关注，但更
多时候，是民众被迫接受“涨价”的
事实，却无力督促其服务质量的提
升。如今，全省上下正在打造“服务
型政府”，把民生关切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上。由此我们希望，公共必
需品，在涨价之后，其质量能得到更
有效保障，更有力的监督。

水价可涨，水质须优

本报杭州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马悦） 今天上午，由中华文化促进
会、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主办的

“2014两岸人文对话”走进杭州师范
大学。两岸学者围绕“中华文化对当
代教育的意义”展开对话，500 余名
杭城各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与会人士指出，两岸同族同
源，有共同文化传统，因政治体制
不同产生文化上的差异，通过两
岸人文对话的交流探讨，可有助

探 求 两 岸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伦 理 道
德、提升民族文化与企业精神文
明，培养人的理想与价值观念等，
以期激发新的思想火花，追求双
赢、共谋发展。

据了解，中华文化促进会由海
内外成就杰出的文艺家、学者、企
业家和文化活动家组成，目前已
创立国内地方级海外文促会组织
43 个，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文化 NGO（非政府组织）。

杭州 举行两岸人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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