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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直通车

拓宽、清淤后的上埠河。

本报杭州12月18日讯
记者 马悦 通讯员 袁栋 高静玮

“今年城西没有出现‘看海’
场面！”周围朋友们的这一句打
趣，让今年一直奔波在各个工程
现场的杭州西湖区“五水共治”办
专职副主任潘相宇松了口气。

长久以来，城西水患一直是
杭州的顽疾。今年年初，西湖区
定下目标：实现城西短时强降雨
积水及时排除、道路交通不中断、
居民家中不进水。以“防洪排涝”
为重点，启动上埠河整治工程、古
荡湾圩区项目、留下地区小流域
治理等108个整治工程。

这108招能否治好城西水患？
年末，记者跟随西湖区“五水共治”
办工作人员，实地踏访往年受灾严
重的留下、古荡等区块，检验这一
年来西湖区治理水患的效果。

留下是城西水患的重灾区，去
年遭遇“菲特”台风后，积水漫过绕
城高速，甚至淹过了汽车轮毂。

“疏通河道，是解决留下水患
的关键。”在前往留下的路上，西
湖区“五水共治”办公室工作人员
就开始介绍留下治涝的招数，“留
下区域内的上埠河，集雨面积达
41 平方公里，是城西区块排洪的
主要通道之一。”因此，上埠河的
通畅程度，直接关系到辖区的泄
洪排水能力。

没 多 久 ，我 们 就 来 到 上 埠
河。走到岸堤边，只见宽阔的河
面水流缓缓，水生植物清晰可见，
岸堤边一片绿意盈盈，让人无法
联想到洪水漫溢的场景。

“以前可不是这番景象。”住在
附近的居民周大伯说。整治以前，
上埠河淤积严重，水面变窄，加上
不断有人倾倒建筑垃圾，河道的通
水能力越来越弱。“一旦雨势稍大，
河水就会漫上河岸。”

眼前的河道，河面平均宽度
已达到 25 米以上，最窄处也有 20
米，“我们还清掉了 2 米多厚的淤
泥。”工作人员说，河道水深已从
原先的2米加深到4.5米。为了减
少河底淤泥，河床还进行了硬化，
以加快水流速度。

除了留下区块外，古荡区块
也是内涝的“重症患者”。去年

“菲特”台风强降雨过后两天，学
院路天目山路口积水仍未排干，
积水最深处可达小腿位置，8 台抽
水泵连续作业都没能解决问题。

如果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建单体防洪工程的话，很难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西湖区
想出了修筑“围墙”防洪水的法
子：将 7.6 平方公里的古荡湾区
域，做成一个圩区，在圩区内建排
涝泵站、闸门以调节汛期圩区内
外水位。工作人员作了个形象的
比喻，“这个圩区就是隐形的围
墙，筑起了小包围，把洪水抵挡在
围墙外。”

“今年 8 月的那场雨很大，虽
说还是有些积水，但很快就排掉
了，没有太大影响；换成往年，下同
样大的雨，小区门口肯定一片汪洋
了。”翠苑三区的居民许小姐，给这
个创新的水利工程点了大大的赞。

古翠路华星路口，正在绿化
中的生态公园内，水声哗哗。这

里便是按二十年一遇以上标准设
计的益乐河泵站。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一到汛期，这里的 3 台排涝
泵就能迅速将圩区内的洪水以每
秒6立方米的流量排出，确保居民
家中不进水，道路不中断。

“再来一个‘菲特’，我们也不
怕了！如果满负荷运转，可基本
满足‘菲特’台风期间瞬时排水的
要求。”西湖区“五水共治”办工作
人员说。不久前，西湖区古荡湾
河圩区最后一个项目——沿山河
闸门完工，至此，古荡湾河圩区的
7 个闸泵站全部投入使用，为百姓
筑起“铜墙铁壁”。

目前，城西治涝的108项工程
已全部完工。“防洪排涝的工程已
开始显现成效。”潘相宇说，治涝没
法一蹴而就，西湖区明年还将上马
114 个项目，以进一步防范城西

“看海”现象的出现。

杭州西湖区治涝使出108招

城西今年不“看海”

记者 何苏鸣
通讯员 鄢鸣 练君燕

【人物名片】曾志华，1976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龙泉市宝溪乡溪
头村党支部书记。

冬日清晨，偏远的龙泉市宝溪
乡溪头村，被工地上的作业声打破
寂静：在村头的溪对岸，由11位全球
顶尖建筑设计师打造的18幢竹建筑
正在加紧建设，而在距离竹建筑群
300多米远的地方，已经做好的桥基
上，工匠们也在施展拿手绝活，一座
重建的古木拱桥即将跨溪而立。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溪头村这几年一直坚持在
做的事。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溪头
村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华丽转身
为“浙江最美村庄”样板。这其中，
凝结了曾志华大量心血。如今，走
进溪头村，随处可见村民参与共建
的“乡愁小品”：昔日杂草丛生的土

地，嬗变为溪头村民共同记忆的八
棵树公园；临溪村道，一盏盏独特的
灵芝路灯，创意就来自本村特产灵
芝；烧制青瓷废弃的匣钵、从山上拾
来的枯树桩，被种上青翠的小葱、火
红的朝天椒或是粗壮的芋头，村民
的庭院美化更是将乡愁发挥得淋漓
尽致⋯⋯“建设美丽乡村，就要尊重
历史传统，尊重村民生活，尊重地方
之美。”曾志华如是说。

潺潺清水中，成群游动的石斑鱼、
彩鲤是溪头村一景，也演绎了一段护
溪佳话。2009年，曾志华在一次偶然
的沿溪巡视中，看见成堆的垃圾堆砌
在河道里，顺流而下，流进了溪头村。

“儿时那条清澈的河流呢？”曾志华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回去后，他立即联
系了邻近6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协商
签订联合护溪合约，实行下村管上村、
一村管一村的村际问责机制，并相约
禁止在流域内毒鱼、电鱼、网鱼、钓鱼。

曾志华还把“家逢喜事要放鱼”

写入溪头村的村民道德公约，一家
家做餐馆业主的思想工作，让他们
与村里签订不烧“溪鱼”协议，组织
人员先后多次进行河道清淤，并用
清爽的鹅卵石铺底。在他的努力
下，儿时的小溪又重现，几乎绝迹的
溪鱼也重新游回来。在全省掀起

“五水共治”热潮时，溪头人已在享
受着治水的成果。

这几年，溪头村的新农村建设
项目多、资金多，村里对所有项目实
行阳光操作，曾志华还带头公开承
诺，村干部一律不参与村里事务的
承包事宜，村民若对工程有质疑，可
以随时随地来查询。

曾志华的清廉和付出，赢得了
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在今年的无违
建村创建中，溪头村有 40 多处违建
需要拆除，让曾志华感动的是，许多
村民没等他们上门做工作，就自觉
动手拆除。村民张建海说：“志华为
村里做的事大家有目共睹，这些年

他一心扑在村里，连自己青瓷厂的
生意都没空打理，这样的好干部我
们要全力支持。”

如今，越来越美的溪头村，吸引
了纷至沓来的游客，村民也享受到
了发展红利。村民陈翠花说：“今年
我把溪对岸的老屋装修出来搞农家
乐，毛利就有30多万元，村里的5家
农家乐，最少也有五六万元的收入，
这在以前我们是不敢想的。”

“明年竹建筑就要建好了，未来
的溪头将成为亚洲竹建筑的圣地，
借助这个项目，我们还要打造一批
农村农旅融合项目，发展高端文化
旅游。”曾志华说，他是个普通的人，
但是不愿错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机
遇，要努力把家乡装扮得更美丽，让
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人物感言】
从当上书记的那一天起，我就

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我们共同的家
越来越美。

让我们的家越来越美
——记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党支部书记曾志华

让我们的家越来越美
——记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党支部书记曾志华

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

西湖区“五水共治”监督员吴
加生：今年，西湖区许多低洼积水
点有了明显改善。城西治涝顺利
通过了今年的“考试”，我更期待
工程完工后，政府能落实专人，对
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管理，真正保
证居民的生活品质。

居民许小姐：西湖区地势低，
属于“先天不足”，但今年政府还
是花了很大力气治涝，成效很明
显。同时，我也呼吁我们的城市
建设者，能更加关注地下管网的
规划，更加合理地布局。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小向 区
委报道组 苏静静） 近日，温州龙湾
区瑶溪街道浃底村 69 岁果农叶秀
亭从瑶溪杨梅专业合作社信用部贷
到 4 万元资金，用于杨梅园区生产
管理。

“没想到第二天就拿到贷款
了。”受天气影响，叶秀亭家 40 多株
杨梅今年收成不好，进入冬季杨梅
园打理季节，剪枝、施肥样样都要花
钱，苦于资金短缺，叶秀亭选择了向
合作社信用部贷款。

相比较于之前的各种涉农贷
款，叶秀亭明显感觉到这次合作社
信用部贷款的快捷和简便。她的贷
款额度为 4 万元，为期半年，利息略
低于同期农商行贷款利率，没有任
何抵押。

据了解，这种以信用为担保，整
合会员手中的闲散资金，使之有效
利用，借以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贷款难、发展资金短缺
的融资模式最早出现在瑶溪杨梅专
业合作社信用部。

今年 9 月份，瑶溪杨梅专业合
作社率全省之先成立了信用部。由
合作社内部 31 名社员自愿一次性

出资 101 万元筹集互助资金，为社
员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如融资担保、
内部调剂、还贷或应急周转等。在
运行上，信用部遵守“四个限定”原
则，即限定范围、限定额度、限定期
限、限定用途。

合作社信用部主要负责人叶秀
青介绍，以往果农在贷款过程中，经
常会遇到银行门槛过高、手续复杂
等情况，很难解决问题。而合作社
信用部只需社员提出贷款申请后，
经由调查员上门调查包括家庭基本
情况、诚信度、资金用途等内容，符
合条件的社员，即可发放贷款，无需
任何抵押担保。

信用部更注重社员个人信用以
及贷款金额使用的考核，因此一开
张就受到了社员的欢迎，截至目前，
共发放5笔贷款计28万元。

据了解，温州市作为全国金融
综合改革试验区，龙湾区先行先试，
积极探索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截至目前，龙湾区已累计发展农村
资金互助组织 6 家，其中资金互助
会 4 家，合作社（联合社）信用部 2
家。1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了资
金互助会、信用部及融资担保体等。

龙湾 资金互助渡难关

长 兴 县 画 溪 街 道 社
会福利中心的陈芳亮生
于 1991 年，去年毕业于上
海某高校的国际贸易专
业，2 个月前来到这里承
担起了照顾 30 多个孩子
的责任，除了每天为孩子
们冲奶、喂饭、换尿布，她
还为读书的孩子辅导功
课，成了孩子们的“知心
姐姐”。

本报记者 叶寒青
县委报道组 丁珊 摄

福利院来了福利院来了9090后护工后护工

本报讯 （记者 张丹丹） 金华
市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近日正式对
外开放。视障人士凭身份证、残疾
人证即可免费办理借书证，除了在
馆阅读盲文书、影像资料，还可以借
用盲人阅览室的听书机、手持助视
器等设备。

盲人阅览室共有 100 多平方
米，配有200多册盲文书和200多件

影像资料。馆长孙旭霞介绍说，金
华图书馆的盲文书籍文献和省图书
馆是共享的，每 3 个月轮换一次。
如果借阅者有特殊需求，也可以告
诉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忙借调。此
外，如果视障人士有需要，还可预约
图书馆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普通图书
和听书机的借还业务，这些都是免
费的。

金华 盲人阅览室开放

【百姓点评】

本报杭州 12 月 18 日讯 （记者
沈吟 通讯员 李伊平） 记者从省红
十字会获悉，今年以来，我省红十字
会系统共募集捐赠款物达 18429.74
万元，投入使用16774.48万元；帮助
困难群众达49.74万人次，同比增长
37.99%；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19 万人
次、救护师资 2267 人；新增造血干
细胞捐献 59 例，同比增长 51%；新
增人体器官捐献 122 例，同比增长
41.86%。

今年，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积极
争取地方党委、政府重视，进一步
完善有关配套政策措施，应急救护

培训被 6 个设区市和 20 个县（市、
区）纳入当地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连
续 4 次荣获全国“先进分库”荣誉称
号，库容使用率名列全国前茅。全
省红十字会系统还加强灾害救援
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灾害救援，省
本级备灾救灾仓库成功创建为国
家级备灾救灾库。此外，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稳步推进，全省共有 3901
所学校成立红十字会，占全省学校
总数的 62.9%，入选总会的红十字
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数居全国首
位。

省红会募集款物逾1.8亿元省红会募集款物逾1.8亿元

本报金华 12 月 18 日电 （记者
徐晓恩 开发区报道组 李丹）北京大
学（金华）信息科技园今天在金华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园仪式。软
通动力、土人设计、圣泓、汇众教育、酷
漫居、爱装科技、金指亚讯、猪八戒网
等11家企业正式签约落户金华。

北京大学（金华）信息科技园由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大科技园、
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三方合作共
建，是北大科技园落实浙江省与北
京大学签订《省校合作协议》的重点
建设项目。作为北大科技园“校地
合作、协同创新”示范工程，北京大
学（金华）信息科技园依托金华网络
经济发展优势，以信息技术、创意文

化、教育培训、健康产业等为发展方
向，形成“以创新要素为基础的技术
服务体系”和“以人为本的创业服务
体系”，打造“创启未来”独有品牌，
助力传统企业升级转型，构建良好
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发展原创科技，建设精品园
区”。北京大学（金华）信息科技园
将立足金华，辐射浙中，依托以北京
大学为主，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及创
新企业协同的产学研用创新体系，
围绕科技创新链发展与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构筑，建设成为对接世界前
沿科技窗口、金华网络经济高地，致
力于打造金华乃至浙江的智慧互联
网络经济中心。

北大（金华）信息科技园开园

 




















2014年第38期（总第1066期） 2014年12月15日出版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 浙江省人民政府规章标准文本

（目录）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旅游业成为万亿产业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浙江省杭州都市经济圈转型升级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浙江省健康服务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柯桥试点经验加快建立企业投资

项目高效审批服务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白蚁防治工作的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浙江省第二十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

动优胜单位的通报

告读者

《公报》全省自行取阅点

省 政 府 文 件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公 报 信 息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室
地址：杭州市省府路省府1号楼 邮政编码：310025
公报电子版网址：zfgb.zj.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