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要闻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庆丽 联系电话：0571-85312025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庆丽 联系电话：0571-853120254

本报讯 记者 马悦
通讯员 何芳芳 赵国青

最近，楼彬、楼飞飞、楼栋三兄
弟和富阳大源镇虹赤村村委会签下
了一份沉甸甸的协议书——根据父
亲楼俊生前遗嘱，捐资 1200 万元设
立虹赤村尊老扶幼创业基金。

1200 万元，对于一个村庄来
说，是笔不小的慈善基金，然而，虹
赤村的村民们对此并不惊讶。楼家
三兄弟的生意做得如鱼得水，对于
村民的关怀也是源源不绝，全村至
少有一半人得到过楼家的帮扶，近
5年累计捐助36.4万元。

10 月 28 日，楼俊突发脑溢血病
逝。“父亲生前，希望我们把对村里
的捐助延续下去，建立一个基金会，
每一年相对固定支出用于助老、助
学、创业，这也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
心愿。”楼栋说。

走进虹赤村，一提起楼家，村民
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满怀感激。村
民李川英说：“去年腿摔断了，楼家送
来 1000 元钱看我，比自己子女还贴
心！”年初，困难户梁有莲独自拉扯两
个幼女，茫然无措之际，楼家送上
5000元善款，解了她燃眉之急⋯⋯

“多年来，楼家为村里的助老、助
学等民生事业做了很多努力，还形成
了固定的资助方案，全村的老年人、

困难户都是受益者。”村民孔万定格
外感慨。每年过年，楼家给 70 周岁
以上的老人发放 800 元以上的慰问
金，重阳节组织60至70周岁的老人
外出旅游；制定“希望之星”奖学金方
案，奖励虹赤村内品学兼优的学生。
去年，楼家还花费3万元买来一套儿
童游乐设施放置在村篮球场边。

老楼走了，但设立慈善基金的
想法一直在三兄弟心中，他们计划
用40年时间，每年拿出30万用于改
善村里老年人生活、奖励优秀学生
以及扶持年轻人创业项目。

基金成立后，楼家三兄弟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老人送一台
电子血压检测仪，“其实很多老人都
因为脑溢血去世，父亲走后，我们不
约而同地想到这一点。”虹赤村现有
60 周岁以上老人 306 人，仅这一项
就需捐资近10万元。

第二件事也在计划中，楼栋说，
村里还没有老年食堂，打算明年开
建，让孤寡老人和生活不便的老人
吃得好一点、健康一点。

另外，村里凡是提出创业项目
的年轻人，经专家评估后具有可行
性的，都将无偿获得一定的启动资
金。楼栋说，关于扶持年轻人创业
项目，也是父亲生前的意愿，“村里
真正要富起来还得靠年轻人，要多
给他们创造机会。”

富阳三兄弟出资设尊老扶幼基金

慈善脚步不停歇

本报德清11月17日电
记者 陆遥 通讯员 赵方正

乡愁牵动乡情，乡情凝聚乡贤。
德清县雷甸镇洋北村的茶农潘

建华，在丽水经营着 500 亩茶园。
事业虽已起步，但还存在着技术、知
识方面的软肋，在销售和发展方面
也有不少难题。同村人仲建平在德
清县林业局工作了 10 多年，对茶叶
技术熟门熟路。看到老乡有烦恼，
仲建平主动提出和他结对。

“老潘，秋季气候偏干燥，要保
持土壤湿润。茶苗最好在每天下午
或傍晚浇一次水，同时要做好排水
工作。”仲建平说，一直想用自己的
技术，回报村里的父老乡亲，帮大家
发家致富。老潘连连道谢：“多亏村
里的‘乡贤参事会’，为我们搭建了
沟通、交流的平台，让我们在外创业
更有信心了。”

一个月前，德清县雷甸镇洋北
村成立了一支“乡贤参事会”。47
名从村里走出去的党员干部、教师、
民间艺人、企业家成为乡贤参事会
首批成员。本着“村事民议、村事民
治”的宗旨，协助推动群众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建设，

“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幸福家园。
据了解，洋北村在 2009 年经历

了整体拆迁，2011 年年底搬至东
港。走进现在的洋北村，别致整齐
的小楼，干净美观的居住环境，还有
配套的锻炼器材、老年中心、村民食
堂，俨然一个高档城市社区的范
本。洋北村党总支书记潘正华说：

“现在的洋北村已经不是传统农耕
文化中的农业村模样，正在逐步向
新农村社区转型。洋北村成了大洋
北，这里不仅有老洋北人，也有新洋
北人，人多了，情况复杂了，管理难
度也提高了。‘乡贤参事会’能让各
个领域中的精英在基层社会中发挥

作用，协助管理村务，效果显著。”
“成立参事会，为的是共叙故土

情谊，共襄发展大计，我们希望尽自
己所能，为转型中的家乡贡献力
量。”参事会名誉会长，德清县妇联
主席姚国丽表示，“我们会及时了解
民情民意，为村‘两委’提供决策咨
询，当好村里的‘军师’。”

“不仅要当好智囊团，更要为村
里做贡献。”参事会副会长谢金卫在
本地经营建材，发家后，总想着回报
家乡，多年来，他在民间设奖，表彰
村里的正能量。最近，他联系几个
村里在外经商的老板一起出资办了
一场“千叟宴”，邀请村里所有 60 周
岁以上的老人都来参加，还赠送了
小礼品。60 多桌的宴席让大家其
乐融融，一派和美之风。

为更好地服务乡里，参事会还

根据成员自身特长，组建了四个别
具特色的服务队，有“德清嫂”美丽
家园行动队、“新财富”创业帮扶指
导队、“老娘舅”平安工作队、“喜洋
洋”洋北文化社。

只要有空，洋北村老党员孙杏
松就从武康往雷甸赶，作为“乡贤参
事会”文化社的活跃分子，他每天的
时间，都在组织文化活动和参与治
水活动中度过。“五水共治”行动开
始后，当时个别村民认为村里 3 条
河都在工业区了，和村里没有关
系。可是孙杏松却说：“无论搬到
哪，我们都在这里长大。保护母亲
河，我们有责任。”在他的带动下，很
多村民主动加入治水队伍，每天去
河边捡垃圾、搞卫生，让三条河道焕
然一新。最近，他还在忙着创作一
首宣传五水共治的“杨柳青”，更好

地宣传治水。
在德清，老乡帮老乡，已成为新

常态。县级机关干部返乡走亲、乡
镇党员干部驻村连心等制度早已建
立，今后，在德清 11 个乡镇（开发
区）都将有一个乡贤参事会试点。

“村里事务多，村干部少，精力
有限。乡贤利用自己的知识特长做
农村工作，对村民嘘寒问暖，能走进
村民心坎里。”德清县委组织部组织
科科长王国良说。

“乡贤参事会激发了群众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
热情，接下去计划在全县推广。”德
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海平表示，
在城乡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这既是
转变村党组织领导方式的一次探
索，也是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补
充与完善。

德清试水乡贤参事会

村事民议民治 共建美好家园

近日，德清县雷甸镇洋北村成立该县首个乡贤参事会，村里近百位寿星成为座上宾，慰问老寿星成为乡贤们的第一个善
举。 姚海翔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小向 区
委报道组 苏静静）“谢谢你们，我
女儿可以安心读书了。”近日，“龙湾
好人”张红军从龙湾永兴商会会长
张光荣手里接过一个厚实的信封，
里 面 是 帮 助 他 女 儿 上 大 学 用 的
8000元资助金。

45 岁的张红军是龙湾区永兴
街道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在 2013
年 8 月 11 日清理垃圾的过程中，他
捡到了 30 万元现金。这名生活拮
据的环卫工人，不为金钱所诱惑，主
动将现金上交给单位，并找到失主
如数归还，他的义举引起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被评为“2013 感动温州
十大人物”。

一年过去了，他的生活似乎没
有什么变化，还住在环卫所给他们租
的宿舍里，每天早晨 4 时许起来，跟
妻子一起出去打扫街道，尽心尽力地
清理垃圾。然而他的生活又发生了
许多变化，有了住房补贴、社会保险。

这些变化来自龙湾区探索建立
的“好人”长久帮扶机制。龙湾区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延文说，以前
对好人的慰问与奖励都是一次性
的。此次，龙湾区专门研究出台

《“龙湾好人”关怀帮扶工作实施意
见（试行）》文件，建立一套全面长久
的关怀机制。区里专门设立 150 万
元专项资金，以确保该机制得到有

效延续。目前，该项机制已为 28 位
“龙湾好人”发放补助逾13万元。

“龙湾好人”将获得长达 5 年的
持续关怀帮助，主要体现在送温暖
活动、健康检查、入学关怀、就业帮
扶等4方面12项机制。在送温暖活
动方面，龙湾区委、区政府将对“龙
湾好人”获得者当年给予 2000 元至
20000 元的慰问或奖励；在健康检
查方面，“龙湾好人”可获得5年内3
次普通套餐免费身体健康检查机会
等；对于生活困难的“龙湾好人”，还
可以享有临时性救济、定期救助、结
对助学、保险救助、乘车优惠、租房
补助、法律援助帮扶和志愿服务帮
扶等八个方面的帮扶。

龙湾的好人帮扶机制，也获得
了民间力量的积极响应。一年前，
龙湾永兴商会会长张光荣跟随区工
商联到张红军家慰问，了解到张红
军女儿即将读大学，却因为家里经
济困难为学费发愁时，张光荣当即
承诺资助张红军女儿读完大学。

如今，张红军的女儿已经步入大
学校园，张光荣也兑现承诺。

据龙湾区“好人关怀机制”领导
小组负责人介绍，建立好人长久关怀
机制，是向全社会传递关注、关怀、关
爱“德道模范”、“好人”的正能量。目
前，像张红军等生活较为困难的“龙
湾好人”，均已得到相应帮扶。

龙湾建好人长久帮扶机制

持续关怀行善者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佳莹 记
者 金敖生 通讯员 金莹）阳光玻璃
房、电脑控制室、新浇水泥路、青山绿
水间⋯⋯你能想象吗？这是绍兴柯桥
王坛镇新建村的一座“农村垃圾站”。
最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农
村生活垃圾太阳能辅助快速降解及资
源化利用示范工程的首个全国试点
落地绍兴，并投入使用。

前几日，新建村村支书董方正
挨家挨户给村民们送去一黄一绿两
色垃圾桶。绿色的放厨余垃圾，黄
色的放其他垃圾。每隔一天，村里

的清洁工都会到“绿桶”里，收集能
变成上等有机肥的“宝贝”。

垃圾如何变废为宝？记者在新
建村的漫山茶园间看到了这间神奇
的“阳光房”。刚投用的农村生活垃
圾太阳能处理工程占地 150 平方
米，由一排玻璃板铺设的 4 格坡顶
发酵仓和一个控制室组成。记者打
开第一格发酵仓的进料口，只见积
存的菜叶、果皮等生活垃圾正在阳
光下加速“酝酿”。

“每次集中降解需时一个多月，
4 格发酵仓一年发酵降解生活垃圾

的量是 400 吨，平均每天可降解处
理 1 吨左右，相当于每天消纳 3000
人左右的生活垃圾。”浙江省农科院
专家符建荣告诉记者，这个发酵仓
里布满管线，除了利用农科院最新
研制的高效微生物菌剂来加速发酵
之外，还特别设计了加热辅助系统，
通过电热气泵加温供氧，解决低温
阴雨天气或冬季阳光不足的问题，
确保发酵的持续稳定进行。

不仅如此，新系统把垃圾渗滤
液回收再利用，既可以加速发酵，又
能提高肥料的营养含量。记者发

现，“阳光房”周围由水泥做全密封
处理，实现了“零排放”。

“试点的新建村和丹家村是镇
里最偏远的村庄，一直以来由于山路
难走，垃圾运输成本很高。”王坛镇项
目负责人徐天明说，“这个项目上马
后，50%以上的垃圾可以就地无害、
减量、资源化处理。”徐天明说。

与此同时，新建村的村民们正眼
巴巴地等着第一批有机肥下田。“现
在村里家庭养殖少了，像这样的有机
肥非常稀缺，等再过两个礼拜发酵好
了，我一定第一个来挑肥。”董方正说。

农村生活垃圾太阳能辅助降解工程落户柯桥

神奇“阳光房”垃圾变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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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浙江省特级专家人选公示通告第四批浙江省特级专家人选公示通告
经浙江省特级专家评选委员会评选，选出马夏康

等25名浙江省特级专家人选，现予以公示。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省特级专家

评选工作小组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
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
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反对借机诽谤
诬告。

3.公示时间：从 11 月 18 日起到 11 月 24 日止，共
7 天。

4.联系地址和电话：
杭州市省府大楼三号楼436室
邮编：310025

电话：（0571）87053643，15158094668
电子信箱：swrcb@126.com

（按姓氏笔画为序）

浙江省特级专家评选工作小组
2014年11月18日

马夏康

王俊豪

毛伟敏

庄越挺

许 江

麦 家

杨立荣

李校堃

严建华

应义斌

沈华浩

张土乔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1965.09
1956.07
1957.12
1965.06
1955.08
1964.01
1962.08
1964.02
1962.06
1964.03
1963.01
1963.09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浙江金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作家协会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浙江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教授级高工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

教授

教授

文学创作一级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

教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党派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陈江华

陈耀武

金尚忠

周国模

柯映林

郜海燕

高 翔

陶春辉

梅新林

程式华

程惠芳

舒英钢

蔡袁强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1958.04
1963.11
1963.06
1961.04
1963.02
1958.11
1968.10
1968.01
1958.10
1958.11
1953.09
1958.12
1965.10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农工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中共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大学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工业大学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研究员

教授

教授级高工

教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党派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