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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11月10日—11月15日天气预报

戚建卫 制图

记者 李建新 谢晔

本报讯 在全省各地决战全
年发展目标的关键时刻，宁波市
传来喜讯：到第三季度末，28 个
省重点建设项目、93 个市级重点
工程已实际开工，年底前还有 31
个重点工程箭在弦上、引弓待
发。至此，宁波提前两个月完成
全年重点工程实际开工目标，预
计全年完成重点工程投资 1300
亿元。

宁波今年重点工程推进呈现
出“快、好、稳”态势。一批重大战

略平台实施“快”：宁波“三年行动
计划”中的“五水共治”、现代产业
培育、城市功能提升、民生福祉改
善、发展基础强化等“五大工程”，
及投资超百亿元的华强—中华
复兴园、美高梅“中国假期”、上海
大众后续项目等推进迅速。一批
重大项目开工情况“好”：余姚高
端模具园一期、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宁波科技园、镇海职教园等省
重点项目，国际栎社机场等市重
点工程如期开工。一批重大续建
项目推进“稳”：宁波轨道交通 1
号线二期、2 号线一期、城市快速

路等续建项目有序推进。
宁波重点工程步步为营、稳

稳推进，得益于抓得早、夯得实、
创新多。2 月 8 日，宁波就召开全
市领导干部大会，部署动员宁波
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吹响了重大项目会战攻坚
的 号 角 。 随 后 ，从“ 一 站 式 审
批”、“保姆式服务”到项目推进
中的重大项目督查组、重大项目

代办经理人制度，宁波不断创新
推进项目建设，尤其是一套重点
工 程 实 时 监 管 系 统 及 配 套 的

“红、黄、绿灯”管理制度，将全市
重点工程所有节点、人员包罗在
内，工程细节一览无余。同时系
统与移动通信运营商合作，黄灯
亮起或有其他“异动”情况，相关
责任人就会接到短信警示，极大
提高了管理效率。

抓得早 夯得实 创新多

宁波提前完成重点工程开工目标
本报讯（记者 丁谨之 通讯员

汪斌）日前，由国家档案局、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国务院法制办组成的
档案行政执法检查组对我省《档案
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国家档案局
局长杨冬权，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一
德出席汇报会、反馈会并讲话。

以建设法治档案、智慧档案、民
生档案、平安档案、活力档案为主抓
手的浙江档案工作“升级版”谋划，
以及我省档案为民服务的多项创新
举措得到检查组肯定。近年来，我
省档案工作始终坚持依法治档，坚
持以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
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为根本任务，馆
藏档案数显著增长。截至去年底，

全省共有馆藏全宗 19608 个，档案
15350667卷、7341526件，资料1794548
册，归档电子文件 16958554 件。同
时，建成涵盖 96 个区域的浙江方言
音档总库、全省“三重一特”（重要人
物、重点建设、重大活动、地方特色）
档案数据库 1017 个，共抢救与保护
重点档案265818卷、256215件。

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近3年，全省共接待档案利用120万
余人次，调阅案卷 330 万余卷，各级
档案馆还建立近 390 个民生档案专
题数据库，并推出“异地查档、跨馆服
务”。电子档案的规范管理已成为各
级档案馆、各机关单位的新常态。档
案实体和信息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提高档案公共服务能力

本报杭州 11 月 9 日讯 （记者
余勤 通讯员 徐洋 于军） 本月起，
如果高速公路起雾，杭州高速交警
将在杭甬高速彭埠收费站预留出开
往机场车辆的通道，统一由警车开
道前往机场。

据介绍，随着机场高速封闭施
工，杭甬高速已成为进出萧山国际
机场的主要通道。根据路面流量和
机场航班运行实际情况，杭州高速
交警将在雾天路面能见度小于 100

米时，对杭甬高速采取分时段管
控。具体为：22 时后至次日凌晨 5
时前，主线两端进行分流，收费站关
闭，其中彭埠收费站进口车流卡在
与艮山路连接的匝道口处，预留出
放行开往机场车辆的通道；5 时，开
始甄别进机场的车辆，卡口处采取
情报板提示、指路引导及逐车检查
放行，封闭彭埠到上海方向的匝
道。进机场的车辆在预留通道等
候，6时开始带路通行。

杭州高速在彭埠收费站实施新举措

雾天去机场 警车来带路

记者 廖小清 通讯员 凌文丹 董皓

本报杭州 11月 9日讯 电话突
然响起，接起来一听却是骚扰电
话⋯⋯119 接警员每天要面对上千
个电话，其中大部分是骚扰电话，
但他们仍然要耐心接听，只因为生
怕错过一个重要电话。

今天是“119”消防宣传日，记
者走进杭州消防支队 119 指挥中
心，体验接警员的工作。从上午 8
时至 17 时，指挥中心共接警 122
次，其中火警、抢险救援、社会救助
等有效警仅为 9 个，不到总数的十
分之一。

为当好接警员，记者先“拜师

学艺”。有 11 年接警经验的值班员
孙桂告诉记者，接警最起码的要求
是电话铃声响两声就要接起来，而
且要集中精力听对方讲话，并记录
下来，这样才能实现快速准确处
警。一般情况下，接警员从接警到
派单，不能超过1分钟，中队接到警
情单后，1分钟内也要完成出警。

随后，记者尝试接警，连续接
了4个报警电话，然而都是无效警，
有些电话刚接通，对方就挂断了。

“这样的电话大多是骚扰电话，或
者有人不小心按错了。”孙桂说，这
么多年的接警经验告诉他，在有效
警中，一般手机报警是比较紧急的
求援电话，固定电话报警多为普通

的社会求助。无效警则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有醉酒、失恋、搞恶作
剧、心情不好等。

“无效警、报假警，占用了报警
热线，还可能严重浪费警力。”说到
这里，孙桂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
告诉记者，11 月 6 日 21 时许，指挥
中心接到一起报警：在萧山区某路
段，有一名5岁小孩在家失火，被困
在房内。附近的市北消防中队与当
地两个专职队及辖区民警立即前去
救援。出警途中，消防官兵一直与
对方保持联系，当得知有人被困在
8 楼后，又调派 53 米高喷车火速增
援。结果，消防官兵和警方一直找
到 23 时许，都没有在报警电话所说

的路段发现火情。后来，经警方定
位，发现该号码是山东聊城的，报警
位置也在外地，从而推断为假警，大
家这才放心归队。经调查，这是一
名大人冒充小孩报假警。

“这样的行为太不应该，但消
防部门又不得不出警，因为万一是
真的，救援一刻也不能耽误。”对
此，孙桂希望社会各界更多了解
119 报警电话的重要性，为保障报
警电话畅通、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
失，不要随意拨打火警电话，更不
要恶意骚扰。同时，对谎报险情、
警情等恶劣行为，警方和消防部门
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消防法
进行处罚。

杭州119昨天接警上百次，有效警仅9个——

生命热线 岂能乱拨

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刘勇 宣浩峰

本 报 讯 日 前 ，中 海 油 大
榭石化三期项目首件超大设
备 ——2 号 丙 烯 塔 成 功 卸 船
上 岸 ，标 志 着 该 项 目 完 成 前
期 基 础 施 工 ，进 入 设 备 安 装
阶段。

据 了 解 ，该 设 备 长 约 85
米，外径 7.7 米，壁厚 6 厘米，总
重达 1102 吨，是目前为止中海
油大榭石化项目中最重、最长
的设备。该项目共有大件设备
80 余件，有数件重量超千吨，经
海路和陆路转运，运输工作难
度大。大榭开发区为此专门兴
建上岸平台，确保设备运输安
全。

中海油大榭石化三期项目
是宁波市重点项目，由馏分油
综合利用及仓储项目等组成，
总投资 134 亿元，计划于明年
10 月底前实现试运行。

“巨无霸”卸船上岸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金春华）
11 月 8 日，“浙江新闻”移动客户端
来到丽水学院进行推广。

8 日，在 18 位青年志愿者帮助
下，在丽水学院校门口和多个食堂
门口等人流密集处都摆放了“浙江
新闻”移动客户端的宣传摊位。早
上 9 时，在丽水学院生命与健康学
院报告厅，由省体育局、浙报集团、
团省委等联合举办的省首届电子竞
技大赛（丽水站）正在举行，在大门
口不少同学纷纷扫描二维码，下载
安装“浙江新闻”移动客户端。

丽水学院大三学生凌珊珊是志
愿者之一。为方便宣传，她先在自
己手机上下载安装了移动客户端。

她觉得服务页卡中的“快递查询”对
同学们很有帮助：“我们学生网上购
物很多，以前查快递需要在电脑上
查，现在装了移动客户端，查询快递
就十分方便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江帆 县委
报道组 李刚） 连日来，海盐县委报
道组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工作人员
来到海盐圣南服饰有限公司、浙江
恒洋热电有限公司、浙江欣兴工具
有限公司等企业，推广“浙江新闻”
移动客户端。

移动客户端很受这些企业员工
欢迎。不少员工表示，下载安装“浙
江新闻”移动客户端不仅可以免费
看新闻，还能参与抽奖，一举两得。

“浙江新闻”走进丽水高校海盐企业

祝梅

今明两天，全省云系较多，今天白
天仍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气温将
逐步回升。浙南和沿海地区今天清晨
最低气温为13℃到15℃，最高气温为
17℃到 19℃，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为
11℃到13℃，最高气温为15℃到17℃。

本周全省多云和阴天唱主角。
其中11日夜间到12日，受冷空气影
响，云系将有所散去，全省从 12 日

夜间起多云转晴，13 日到 14 日也以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 日全省多云
到阴，16日转阴有小雨。

冷空气会带来新一轮小幅降
温，尤其 13 日、14 日清晨气温较低，
浙北地区尤为明显，杭城本周最高
气温难攀 20℃大关，多在 18℃上下
浮动，13 日最高气温可能降至 14℃
上下，最低气温将跌至个位数，浙南
地区本周最高气温为 21℃到 23℃，
最低气温多在12℃到15℃。虽然还
未迈入冬季，但寒意正步步逼近，大
家还要多注意添衣保暖。

本周多云阴天唱主角
寒意渐浓，注意添衣

本报杭州 11月 9日讯 由求是
《小康》杂志社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浙江）全面小康
论坛暨颁奖典礼今天在杭州举行。
本届论坛以“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两
美浙江”为主题，旨在解读浙江社会
治理创新方面涌现出的典型样本，
为建设“两美”浙江提供参考范式。
近200人出席论坛暨颁奖典礼。

论坛共揭晓浙江全面小康十大
示范县（市、区），生态、人居、休闲、
平安、信用、人文、公共服务等七大
单项奖，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十大
民生决策奖，和谐幸福企业，特别贡
献人物等六大类十二大奖项，共有
57 个单位和个人获奖。其中，柯桥
区、拱墅区、滨江区、鄞州区、余姚

市、乐清市、东阳市、海宁市、德清
县、普陀区等 10 个县（市、区）荣获

“2014 中国（浙江）全面小康十大示
范县（市、区）”。2014 中国（浙江）
全面小康 7 个单项奖分别为新昌县
荣获“生态奖”、遂昌县荣获“人居
奖”、淳安县荣获“休闲奖”、余杭区
荣获“平安奖”、义乌市荣获“信用
奖”、上虞区荣获“人文奖”、兰溪市
荣获“公共服务奖”。

本届论坛今年 7 月初启动以
来，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经过社
会推荐和单位自荐、调研组实地考
察、候选单位公示、公众投票以及推
选委员会初审、终审，最终推选出公
众投票票数名列前茅、各项评价指
标及口碑均上乘的获奖名单。

求是《小康》杂志社和浙报集团联手

中国(浙江)全面小康论坛在杭举行

天时

记者 何苏鸣 通讯员 李军

本报讯 只要你留心，每天下
午 4 时左右，总能在仙居县盂溪岸
边看到一位老人的身影。每天风
雨无阻地健步走上十几公里，是 89
岁的李成义今天依旧精神矍铄的
秘密。

老人身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的秘密：从 1951 年毫不犹豫地把工
作 3 年结余下来的 50 元全部捐给
抗美援朝前线开始，老人已经与慈
善结缘 63 年，累计向慈善总会、困
难群众和各种公益事业捐款 40 余
万元。

“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我
知道缺钱的滋味。现在有能力了，
能帮总该帮人家一把。”老人说。

1926 年，李成义出生在仙居县
田市镇潘岩坦村。十几岁时，李成
义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岩
农校，可因为凑不出路费，他最终

还是放弃了。这一段特殊的辛酸
经历，让一颗梦想的种子在李成义
心中生根发芽：尽自己的努力，让
贫困的孩子也能读书，帮助有困难
的人改善生活。

如果时间倒回到 52 年前，李成
义说，他还是会把那 1380 元钱捐出
去。1962 年，李成义的爱人在仙居
县城最繁华的解放街地段挑好两
间半门面房，并与房主约定第二天
晚上付款。可第二天，李成义听说
县城石牛堰要开工建设的消息，想
都没想就捐了 300 元。“当时，我爱
人是一名医生，十几年前已病故。
那时候，对于我的决定，她非常赞
同。”待到晚上想起房子的事，李成
义才忐忑起来，没想到得到妻子坚
定的支持。

这之后，李成义为公共事业捐
款一发不可收：对山修公路，捐 200
元；长加坑修建水库电站，捐 200
元；峡岭水库建设，捐 200 元；括苍
水库建设，捐 200 元；下华治溪，再
捐 180 元⋯⋯不到两年，李成义把

1380 元买房钱捐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钱都去了最需要它们的地
方，值！”

在仙居县慈善总会，“义琴”是
一个红人。可工作人员一直到两
年前才知道，这其实是两个人。

2004 年，仙居县慈善总会成
立。当时已经 79 岁高龄的李成义
和现在的老伴张素琴，从各自的名
字中取了一字，凑成“义琴”二字，
向县慈善总会捐款。“自己找人结
对帮扶，很多人都想着回报，无形
之中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把钱捐
给 慈 善 总 会 ，谁 有 需 要 ，就 帮 助
谁。”李成义这样解释与慈善总会
结缘的初衷。

从 2004 年第一笔 2000 元捐款
起，李老夫妇每年都会向仙居县慈
善总会捐出至少 1 万元，用于帮助
困难群众和贫困学子。至今，他们
已向县慈善总会累计捐献善款 11
万元。

“在我的有生之年，每年都会
向总会捐款至少 1 万元，尽我的一

份心意。”老人说，现在，家里的儿
孙辈都对慈善事业热情又上心，而
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份心意，“其实
捐多捐少，不需要强求，难得的就
是有心。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很容
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记仙居慈善老人李成义

李成义老人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