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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瑞安12月5日电
记者 包敦远
瑞安日报记者 李心如

交通是一个城市的命脉，也
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和机动车
保有量显著增加，交通供给与需
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交
通拥堵日趋严重。

瑞安，这个本地人口大约
120 万人的县级市，汽车保有量
已突破 40 万辆，市区的汽车保有
量也逼近 10 万辆大关。无论是
汽车保有量还是城市的拥堵程
度，瑞安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瑞
安最拥堵的区域之一——瑞安商
城周边的交通，看看这里拥堵到什
么程度，拥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状：
6个交警疏导一段道路

被瑞安人戏称为“老堵窝”的
商城西路位于老商城西侧，夹在商
城和滨江社区中间，外围的滨江大
道、虹桥路、瑞祥大道、沿江东路和
瑞光大道是瑞安市重要的交通干
道。商城西路北可接商城大道，南
可到滨江大道，本是一条捷径。

记者在现场发现，这是一条
双向两车道的混合道路，路两侧
划有停车位，停车位旁边还有人
行道。马路东侧是商城，西侧是
滨江社区居民楼，居民楼下沿街
也是服装类批发零售商铺。

早上 7 时半，对于上班族来
说尚早，但对于在商城及周边的
生意人来说，已经是销售高峰。

此时，商城西路两侧的停车位已
经被占满了，有的商铺门口堆满
了刚打好包的货物，有的货物甚
至摆放到马路上。

商城西路与滨江大道的交叉
路口，有不少急匆匆送孩子上学
的家长。“这里几乎每天堵，如果
是开车来接送孩子，还不如像我
这样走路快。”陈女士说，很多家
长都是把车子开到外围，步行几
百米把孩子送到学校。

瑞安商城另外一段严重拥堵
的路段是商城南路与瑞祥大道的
交叉路口，这里堵起来常常是一
排排中巴车和货车“大接龙”。“最
严重时，我们要派出 6 名警力守
在商城南路一带疏导交通。”瑞安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玉海中队民警
孙顶立说。

此外，商城周围到处是流动
摊贩，特别集中的地方是华侨新村
的一个出口处，对面恰好是商城的
一个侧门，车辆、人流汇集。幼儿
园的姚园长非常担忧：“几乎每个
流动摊贩的板车上都带着一个煤
气罐，万一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
想。”

原因：
6个部门难管一个乱象

民警孙顶立分析，商城南路
与瑞祥大道交叉口有一个商城大
厦停车场出入口，停车场车位有
限，车位停满后很快就会造成拥
堵；从该路口进入商城南路后，有
一个货运中心，许多大货车进出
这个路口，大货车体积庞大，行驶
较缓，也容易引起拥堵；中巴车在
商城前方路段旁随意停车上下

客，占用了较大的路面，车子一多
形成恶性循环，越堵越多。

瑞安市城建监察大队的相关
负责人也坦言，流动商贩不仅给
交通“添堵”，还给消防安全带来
了不小的隐患。队员前往商城西
路执法时，流动摊贩会和执法人
员“打游击”。偶尔逮着几个，根
据相关规定，不可以没收他们的
工具，只能按照非法占道经营罚
款50元。“这50元的损失，九牛一
毛！第二天他们照样摆摊。”

记者在商城周边对商城的摊
主、附近居民及驾驶员等相关人
员进行了简单的调查，经过梳理
后大致找到以下几个拥堵原因：
车多、路窄、停车位少；城市公共
交通供给不足；商城周边的交通
组织措施没有系统性；商城、长途
汽车站、停车场等场所的进出口
交通管理混乱；商城内外的综合
管理（包括对商户经营的约束、对
流动摊贩的约束）不到位等。而
这些问题至少牵涉到公安、交警、
城管、交管、公交以及商城等 6 个
部门和单位。

治理：
6条建议外加1个方案

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这
些部门和单位都希望设法解决商
城周边的交通拥堵，各自也都有
意见或建议。

交警部门认为，在交警加强
执法力度的同时，应在商城西路
和商城南路的道路中间设置隔离
护栏，规范交通秩序。而城建监
察部门表示，将对商城西路一带
的流动摊贩进行统一的规范管

理。设置疏导点，为摊贩提供固
定的、不会影响交通的经营地点，
对他们登记编号，并配保安、保
洁。这样一来，管理、执法都能顺
利进行。

一位城市交通设计专家建
议：商城南路与瑞祥大道交叉口需
要进行施工改造，不仅要拓宽马
路，而且要合理设置公交车专用道
和公交车站，方便客运车辆上下
客，又不影响正常交通。

记者在微信、微博上提出问
题后，也有不少网友给出了不错
的建议。

@...捷：我觉得商城西路可
以参照马鞍山路的做法，在路中
间设置隔离护栏，防止一些车辆
随意调头。

@瑞安小树苗：商城的商家
在路边随意装货、卸货也是一个
问题。货车在店门口一停，很容
易引起交通拥堵。能否设置一个
统一的装货、卸货点，既不离商铺
太远，能够避开堵塞交通点，又能
方便商铺装货卸货。

@转角处的花：说到底，就是
车太多，停车位太少。商城周边的
停车位需求量太大了，如果不建设
大型停车场，很难根治交通拥堵。

记者已经将其中一些意见和
建议提供给当地各相关部门，据
悉，瑞安市正在研究可行性方案。
究竟怎么治理瑞安商城周边的

“堵”患，佳友民情快车将继续关注。

佳友民情快车关注瑞安治堵

商城怎能变“堵场”

热线96068-1


佳友微博：http://weibo.zjol.com.cn/u/yjy7404
电子信箱：yjy7404@126.com
微 信 号：jiayouminqingkuaiche

佳友微博：http://weibo.zjol.com.cn/u/yjy7404
电子信箱：yjy7404@126.com
微 信 号：jiayouminqingkuaiche

12 月 5 日 凌
晨，工人们冒着严
寒奋战在宁波 500
千伏天一至春晓输
电线路工程架线现
场，确保年底前顺
利竣工。

吴晓鹏 郑之超
邵亚波 摄

凌晨
架线

本报杭州 12 月 5 日讯 （记者
徐齐 通讯员 王晓峰）“这里的铁
皮石斛不贵！”“原来，石斛的主产
地在乐清！”今天上午，杭州浙江世
贸中心一号馆内人头攒动，40 多家
乐清石斛企业带来产品集中展示，
这也是乐清的石斛产业首次抱团走
出大山吆喝“仙草”。

各个摊位前，不仅有铁皮石斛
鲜条、铁皮枫斗，还有铁皮石斛盆
景、颗粒冲剂等系列产品。此次参
展的企业主大多是乐清的农民企业
家，他们亲自上阵，热情地向前来参
观的市民讲解铁皮石斛的各种知
识。

“目前，全国市场上70%以上的
铁皮石斛原材料来自乐清。”乐清市

铁皮石斛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宋仙水
介绍，在乐清，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总
面积已达 7000 多亩，铁皮石斛企业
228 家，年产值达 12 亿元，是温州地
区首个产值超 10 亿元的农产品行
业。乐清市副市长刘红祥说，近两
年，乐清铁皮石斛已经停止了量的
扩张，而将培育深加工企业、抓品
牌、拓市场作为主攻方向，并出台了
一系列激励政策。

此外，一批企业走上了与科技
联姻的发展道路。今年，“铁枫堂”
等品牌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
的技术团队合作，在雁荡山脚设立
了院士工作站，共同解决包括产
品深加工在内的更多产业层次问
题。

乐清 农民抱团卖“仙草”

本报景宁 12 月 5 日电 （通讯
员 王淑媛 记者 聂伟霞） 今天，景
宁县法院 30 位干部带着衣、被等生
活用品，分别住进了景宁大漈乡大
漈村 30 户农民家中，通过参与农事
劳动、倾听农户生产生活困难，度过
3天的廉政教育培训时间。

“今年，已有 15 位干部住进我
家，他们白天帮助我们种稻、割稻、
收菜，晚上在村礼堂参加理论培
训。3 天虽短，但每位干部都和我
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民陈松根
竖起大拇指夸道。

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解民情，与基层群众建立感情。今

年以来，景宁县纪委监察局在大漈
乡建立了没有围墙的干部廉政教
育培训中心，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吃
住在农家、培训在基层、实践在一
线。

“扎根田间地头，才能远离‘四
风’，‘养’出清廉干部。”景宁县纪委
书记朱丽军说。这座被誉为没有围
墙的干部廉政教育培训中心，改变
了过去学院式、宾馆式、会议式的培
训形式，杜绝了借培训名义铺张浪
费、吃喝玩乐的现象，大大降低了培
训成本，同时，提高党员干部的社会
实践能力。目前，已有 15 批次 700
多名党员干部参与教育培训。

景宁 干部田头“养”清廉

记者 廖小清
县委报道组 胡江平 祝雅斌

【人物名片】廖红俊，51 岁，常
山县新昌乡黄塘村党支部书记。

本报讯 黄塘村是常山最偏远
的山村之一，从县城到村里有 1 个
小时车程。乘车经过山路十八弯
后，记者来到青山环绕的黄塘村，
却见一片繁忙的景象：建筑工地上
机器轰鸣、车流不息，工人们紧张
作业⋯⋯

“村里正在建旅游集散中心。”
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廖红俊扯着嗓
子告诉记者，这个中心投资 300 多
万元，明年5月就能接待游客了。

黄塘村地处偏远，但山清水秀
景色宜人，还有丰富的萤石等矿
产。过去，村里曾引进客商开矿，虽
然增加了集体收入，但山体被挖得
伤痕累累，生态破坏严重。

“这种钱赚不得，得不偿失啊。”
2002 年，廖红俊当选村支书，开始
谋划山村的转型发展之路。但是不
采矿，村里靠什么发展，村民靠什么
致富？眼前的绿水青山进入他的视
野：这不就是一座座金山银山吗？

廖红俊和村干部从治理村容村
貌干起，拆掉露天厕所，整治“赤膊
墙”，清理河道垃圾，实施村庄亮化、
绿化工程，昔日脏乱差的山村变漂
亮了。

“美丽乡村也要出效益。”这些

年，每当廖红俊看着古朴的山村、秀
美的山峦、清澈的河流，一个生态休
闲旅游计划应运而生，其中一个项
目就是漂流。

去年，这一项目开始实施，但说
来容易做来难。“为试船，他自己被
撞得遍体鳞伤。”村民陈荣祥说，每
次买船回来，廖红俊总抢着试漂。
由于有的船质量不好，加之河道尚
未处理好，试漂时几次翻船。为确
保游客漂流安全，廖红俊和村干部
四处寻找质量过硬的船只，还到江
山、柯城等地漂流基地取经。

今年 8 月，常山第一漂——“八
面山漂流”投入营运，当天吸引 300
多名游客前来体验。今夏，村里仅
漂流门票收入一项就有近 30 万元，
还 解 决 了 30 多 名 村 民 的 就 业 问
题。在这一项目的带动下，村民还
开起 5 家农家乐，更多的村民卖起
了番薯干、山茶油等土特产。

在廖红俊推动下，目前村里成
立了山茶油专业合作社，发动农户
参股，入股农户的山茶油实行统一
精加工、包装和销售，解决了销售难
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如今，村里还和省农科院合作，
种植食用菌、紫番薯、黑木耳和向日
葵，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党员心愿】好生态一定能出好
效益，“生态饭”也肯定越吃越香。
绿水青山盘活了，村民的日子会更
好。

“生态饭”越吃越香
——记常山县新昌乡黄塘村党支部书记廖红俊

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

金华银监分局：借助计算机技术防范银行业风险

·资 讯·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热点变
换，金华辖内银行业违规重点也不
断“升级换代、推陈出新”，从前几
年的违规将贷款资金用于炒股、炒
房、对外股权投资多发，到近两年
银行违规揽储、以贷揽存及员工参
与民间借贷等明显增多，特别是在
当前银行业务规模和员工数量大
增，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
势下，银行员工道德风险增加，银
行业信用风险防控和案件防控难

度大增。
在此背景下，金华银监分局

在 浙 江 银 监 局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帮
助下，在金华地区农村合作金融
机 构 的 外 部 监 管 和 内 部 审 计 中
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技术。“外”
的 方 面 ，通 过 银 监 会 EAST 系 统

（计算机现场检查分析系统）提
升 监 管 部 门 的 监 管 能 力 。 金 华
银监分局通过 EAST 系统集中全
面 分 析 辖 内 农 村 合 作 金 融 机 构

业务数据，在查找银行违规疑点
方面实现精确制导，连续几年发
现 并 惩 处 了 多 批 贷 款 投 向 不 合
规、借冒名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贸易背景不真实、员工参与民间
借贷、违规揽储等违规行为，对
当 地 农 村 合 作 金 融 机 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形 成 了 强 大 的 震 慑 力 。

“内”的方面，推动计算机辅助审
计 系 统 提 升 被 监 管 机 构 的 内 审
水 平 。 金 华 银 监 分 局 持 续 督 促

金 华 各 农 村 合 作 金 融 机 构 加 强
内 部 计 算 机 辅 助 审 计 系 统 建 设
和应用，有效提升了相关机构应
用 计 算 机 技 术 开 展 内 部 审 计 的
能力，提高了内部审计的效率和
内 审 对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 威 慑
力。通过“内外夹攻”，金华银监
分 局 有 效 克 服 了 监 管 资 源 紧 缺
的不足，大幅提升了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监管效率和效果。

（杨韧韧）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义乌农
商银行从优化内部机制入手，成立
小微专营机构，办理小微企业客户
金融业务；改革信贷审批权限管理
模式，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减少办
贷审批环节，为优质小微企业开辟
贷款“绿色通道”；创新研发“幸福
通”小微系列信贷产品，满足企业
贷款的融资需求；改革服务模式，

全面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
等，为优质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
次、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截至 11
月底，该行小微企业贷款1.63万余
户，比年初增加 2309 户；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245.85亿元，比年初增加
24.71 亿元，有力地推动了辖内小
微企业的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 （楼小青）

为小微企业“输血添力”
为扩大社保覆盖面，义乌农

商银行在金华银监分局的指导
下，于今年 7 月创新推出“颐养
贷”养老专项贷款。该贷款是指
该行向所辖区域符合一次性缴
纳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客户，发
放的用于其一次性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不足部分的个人消费
贷款，主要为了解决被征地农民

和参加集聚区改造建设等特殊
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帮助农民
实现老有所养。

截至 11 月底，义乌农商银
行已发放养老专项贷款 1.37 亿
元，缓解了 2733 户被征地中老
年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的资金困
难。

（楼小青）

为被征地农民解忧

图 为 农
民 朋 友 到 义
乌 农 商 银 行
咨 询 办 理 颐
养贷。

图 为 农
商 银 行 客 户
经 理 走 访 化
纤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