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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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日报记者 陈勇 胡鼎
记者 吕玥

在东阳市六石街道张麻车小区
居民眼里，小区党支部书记张郁良
是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大忙人。直
接去村里的办公室找他，肯定找不
到人。

这不，一大早，记者来到张麻车
小区，社区干部就告诉记者：“吾拉

（注：我们）书记在溪里忙呢。”

兼职一：石马溪的“保洁员”
工作人员说的这条溪，是流经

张麻车小区的东阳江支流石马溪，
流经小区有1000多米长。

经过从去年11月开始的4次大
整治，溪水越来越清澈了。但张郁
良知道，水环境整治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为此，他主动兼职村里的“保
洁员”，坚持每天提着网兜和垃圾
桶，到溪边巡查，风雨无阻。

记者见到他时，张郁良已经巡

查了一个来小时，但劲头依然不
减，看到河边有漂浮物，马上躬身
上前捞起。发现溪中央有需要处
理的垃圾，他一个电话叫来河道保
洁员张忠仁，一起划着充气艇过去
打捞。

“靠我一周清理一趟河道，肯定
没有现在这么干净。”张忠仁笑着告
诉记者，书记每天一次巡查，让石马
溪漂亮了不少。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蚊子、苍
蝇都变少了。”说起小区的环境，居
民张美娥高兴地说。

兼职二：照料中心做“大厨”
“保洁员”并不是张郁良的唯一

兼职。前段时间，他还是小区居家
养老照料中心的“厨师长”，这又是
怎么回事？

原来，今年 8 月底，张麻车小区
居家养老中心开业。为了给小区省
钱，又想找个手艺好一些的厨师，张
郁良整整用了一个月时间，但因为

薪水“保守”，没人应聘。
老人们都来了，怎么办？自己

上！连续一个月，张郁良每天中午
开车去批发市场买菜，回来就卷起
袖子下厨。

张郁良是个很细心的人。照料
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在炒菜
快装盘时，总要先夹一筷子尝尝。
原因很简单，老年人嘛，菜要烧得熟
一点，否则吃不动。

84 岁的许春香告诉记者，张郁
良烧的菜味道非常好，服务也很周
到，有他在，大家吃饭也特别开心，
有味道。

现在，照料中心已经找到了厨
师，不过偶尔厨师有事请假，张郁良
还是会回去当他的“大厨”。

兼职三：工程现场当“监工”
有段时间没做“大厨”了，张郁

良又给自己找了新的兼职。
这两天，张麻车小区投资近

400 万元、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的
休闲广场在浇筑舞池地面。每天中
午，张郁良都到工地里走走看看。

张郁良对记者说：“自己看了，
心里才踏实。”

“事实上，吾拉书记的‘兼职’远
远不止这 3 个。”小区干部张忠杰告
诉记者，张郁良做事特认真，村里有
什么大一点的事，他都亲力亲为。

不过，张郁良有自己不一样的
“兼职”考虑：“有句话叫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当村干部就应该多
干一些，在村里才有威信，大家才会
支持你。”

当了 30 多年的张麻车小区干
部，村民们都说，吾拉书记白头发多
了，但他那份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
干劲一直没变。

小区书记的N个“兼职”
——记东阳张麻车小区党支部书记张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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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温州 12月 19日电 （记者
徐齐 区委报道组 黄日聪） 清晨 7
时，闹钟响起，你还躺在床上，房内
窗帘已自动缓缓打开，厨房内豆浆
机开始准备早餐；待你出门上班后，
清洁机器人就会自行打扫房间⋯⋯
再过 4 年，这样的智能化生活有望
进入温州寻常百姓家。今天上午，
龙湾区智慧城市展示中心正式开
馆，这些智能化便利生活的细节一
一呈现。

进入智慧龙湾展示中心，馆内
不见任何按钮或实物。市民只需带
上智能手机，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
可查看该中心内民生、政务、产业三
大板块的所有信息。

一个智能茶几，通过手机安装
APP，通过翼眼的实时画面就可监
控家居耗能以及安全情况，同时还
能对家中的老人和小孩进行远程看
护；医生通过市民上传的电子病历
远程了解患者情况，一旦发现异常，
患者还可进行远程挂号，免去“看病
难”烦恼⋯⋯

“非常期待这里展现的未来生
活能变成现实。我对智能交通出

行的运用尤其期待！”市民杨先生
表示。记者看到，“智慧交通”的大
屏幕上播放着实时路况，市民通过
导航可以自动避开拥堵路段，同时
也能看到公共自行车和公交车的运
行情况，这些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全
知晓。还有“我来爆料”功能，上传
事故照片，极短时间内就有人前来
处理。

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交通出
行，到政府政务、产业制造，在北航
温州研究院技术的支持下，融入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后，一个集
约、智能、低碳的智慧化城市构造在
这里变得可触可感。

据悉，龙湾区作为温州市智慧
城市创建的先行先试示范区，免费
WIFI 覆盖、视频联网、“智慧龙湾”
营运服务平台、智慧交通、智慧教育
等 11 个智慧项目正在陆续开展示
范。

龙湾区经信局局长吴向兵介
绍，到 2018 年，依托龙湾规模以上
制造企业和行业协会，将建成 10 个
以上的智慧制造关键共性行业创新
平台、100个企业创新研发中心。

温州 智慧城市向你走来

本报讯 （记者 林上军 通讯
员 王建富）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锚泊地、始发港之一的舟山，12 月
18 日出版了舟山群岛新区首份丝
绸地图，《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地图
集》首发式同时举行。

丝绸地图大小为 77.5 厘米×
105 厘米，作为宣传舟山的载体、招
商引资的工具，丝绸地图更容易携
带。投资者关心的舟山区域位置、

岛屿分布、港口交通等情况，在丝绸
地图中一目了然。而《浙江舟山群
岛新区地图集》作为舟山历史上第
一本内容全面完整的综合性地图
集，包括了新区的每个海岛、经济功
能区和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工业
园区）的政区地图和详细的建成区
地图，还有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图、
发展规划图，以及各县区、乡镇、街
道的区域地理图。

舟山 出版首份丝绸地图

本报仙居 12月 19日电 （记者
斯信忠 县委报道组 张肖斌）今天
上午，2014仙居“波兰国际文化旅游
节”开幕。近年来，具有丰富旅游资
源的仙居县，致力打造国际化旅游目
的地，建设中国山水画城市。而波兰
是世界十大旅游国之一，许多景点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
名录。本次活动由仙居县人民政府、
波兰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此次活
动中，波兰经典电影、精美摄影图片、
珍贵邮票以及波兰美食文化等都将
得到展现，同时展出仙居非物质文化
遗产、风光图片和工艺品等。

仙居 展现绚丽波兰文化

记者 陆遥 海宁日报记者 许涛

很多新建小区的底楼都有一个
架空层，零星放着一些废弃杂物或
自行车，大部分空间却是闲置的。
在海宁市海洲街道洛洲小区，这个
空间如今被干净整洁的楼道会客
厅取代，成为大家歇脚聊天、增进邻
里感情的一方天地。

走入洛洲小区，映入眼帘的是
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楼道的架空
层，靠墙安放了一排款式不同的桌
椅，墙壁上挂着“楼道会客厅”5 个
大字。因为是冬天，四周通风的地
方还挂上了塑料布遮挡。现在，大
家最喜欢在这里喝茶闲聊、跳排舞、
唱老歌。逢年过节，这里还是整个
社区的聚会场所。

“会客厅”的创立者，是 19 幢 12
楼的热心大伯范雪浩。

“我们是拆迁安置小区，居民
来自四面八方。我家是 2010 年 12
月搬来的。我退休 6 年了，楼里像
我这样的老年人有好几个。”范雪
浩过去在洛塘河边的老房子住了

将近 30 年，从街坊领居都是熟人的
地方，来到了一个互相都不认识的
小区里，感到很不习惯，“邻居们都
各自在家，平时交流也少了。住了
一段时间，大家虽说混了个脸熟，但
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互相之间也不
了解。”

老范是个老党员，更是个热心
人，经过观察发现，19 幢底楼东面
有大约 140 平方米的一块空场地，
这里是一个架空层，偶尔会有几辆
电动车或自行车停放，但多数时间
都是闲置的。因为前面有一条河，
附近又是一块绿地，夏天会很凉
快，小区里熟识的人没事会去那里
转转，碰上了就聊聊天。但那里
没有凳子，站久了就觉得累，一开
始也想不到什么解决办法。

老范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同一
幢楼的楼道长孙菊英。孙阿姨二
话没说，马上拿出了车库里闲置的
4条长凳，方便大家坐下来聊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凳子
越聚越多，人气也越来越旺了，“每
天来来往往的人起码有三五十个，”

家住 14 幢的张瑞华说，“我每天必
到，和孙阿姨聊聊烧菜，和老浦唱唱
歌，如果一天落下了，心里还老不习
惯呢！”

“那个角落里的皮沙发，是 3 幢
的一对夫妻从过去的拆迁房里专
门叫车搬过来的；这个藤椅，是 18
幢的老徐拿来的⋯⋯”在老范的介
绍下，我们得知，现场十来张材质
不同、“风格迥异”的沙发和木头座
椅，都是热心居民从自己家里搬来
的。除此之外，还有墙上的时钟，
给孩子测身高的刻度贴，挡风的窗
帘，甚至床板⋯⋯每一个部分，虽
然都很简陋，透出的却是浓浓的温
馨感。

“经常是吃着你家的水果，喝着
我家的茶，坐着他家的凳子，下着她
家的象棋。”孙菊英说，谁家有什么好
东西，都会拿出来分享，关系好得不
得了。“卫生也是大家自己动手搞，都
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客厅！”

楼道会客厅也是邻里互帮互
助的大平台。小白领白天上班，
接收快递成了大问题，邻居大妈

主动替他们签收；家里亲人拌了
几句嘴，来这儿跟邻居们诉诉苦，
解决了问题，也加深了彼此间的
感情；一起剥剥毛豆，聊聊菜价，
增进厨艺⋯⋯如今，会客厅已经
成为凝聚整个楼道的“黏合剂”，
也 重 构 起 新 时 期 和 谐 的 邻 里 关
系。

洛洲社区党总支书记谢建红
介绍说：“我们是一个新成立的社
区，规模不小，有 1012 户住户。一
开始刚搬进来，邻里不熟悉，社区
开展了许多活动，但是效果都不太
明显。有了楼道会客厅以后，人气
凝聚起来了，大家的关系更密切
了。”

前不久，社区还将一个意见箱
挂在了会客厅的墙上，请几位会客
厅的热心分子帮忙收集社区管理方
面的各种声音，方便社区及时解决
问题。“楼道会客厅，是家里客厅的
延伸和展示，进出的人多了，邻里关
系和睦了，社区工作就更好开展
了。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支持老范
的会客厅！”谢建红说。

邻居间光脸熟还不够，海宁洛洲小区巧借“草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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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台县供
电公司组织人员，对
跨越“上三”高速公路
上空的部分电力线路
进行“上改下”施工，
以消除在恶劣天气条
件下出现断线、倒杆
等安全隐患。架空线
缆被拆下来后将以地
埋的方式从高速公路
路基下方穿过。图为
电力员工正在高空作
业。

记者 陈敢 通讯
员 徐平 卢江东 摄

高空
作业

本报象山 12月 19日电 （记者
应磊 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俞莉 通
讯员 江黎）“三无”渔船经过拆解，
改造成供海洋生物生活的礁石，让

“海洋杀手”变身“海洋牧场”，这一
大胆的设想在象山得以实现。日
前，一批由 7 艘涉渔“三无”船舶改
造而成的人工船礁，成功投放渔山
海域。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包希伟介绍，这批船礁均为象山
渔民在“一打三整治”行动中主动
上缴的钢质渔船，在船厂已经过拆

除机器、船舱去污清洗、机舱混凝
土浇灌、压载石块、设置甲板构架
等 18 项改造处理，并通过相关部门
验收。

宁波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乐
舜卿介绍，利用涉渔“三无”船舶
改造而成的人工船礁在渔山列岛
国 家 特 别 保 护 区 搭 建“ 海 洋 牧
场”，是“一打三整治”行动的一项

“变废为宝”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按计划宁波还将在以渔山海域为
主 的 保 护 区 投 放 百 余 座 类 似 船
礁。

宁波 投放七座人工船礁

本报义乌 12月 19日电 （通讯
员 金竹仙）“今年未购买或装修
房屋，未购买任何店面商铺，也未
参与民间借贷；今年小孩考上大
学，未邀请朋友同事到饭店吃饭，
也未收取任何人情费用。”今天上
午，在义乌市北苑街道多功能厅，
该街道党工委委员施某向台下 100
多名社会各界代表详细报告自己
2014 年度的廉政情况。与他一样，
该街道其余 13 名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逐一向参会代表报告了本年度
的工作、廉政情况，并现场回答评
议人员的提问。

据义乌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已成
为工作常态，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重述职、轻述廉”的问题比较突
出。为进一步规范这项工作，12 月
初，义乌市委制定出台了《义乌市领
导干部述职述廉实施办法（试行）》，
该办法要求领导干部在述廉时，要
突出“廉责”与“廉洁”两个重点，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执
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情况、年度经济责任审计中反映的
问题及整改情况等 7 个方面的内容
必须述及。该市在北苑街道先行试
点的基础上，将在全市全面推开述
职述廉工作。

义乌 严防“述廉”走过场

（上接第一版）
在竹口镇，沿着竹口溪，一条长

达 9.3 公里的生态防洪堤已建成，绿
化带、小花园扮靓两岸，河堤上，隔
几米就放置一只垃圾桶，杜绝向河
里倒垃圾；每到每月28日的“庆元全
民洁净日”，竹口镇就有上千居民走
出家门，去河边捡垃圾，清理河道。

“今天的清水河来之不易，我们
应该把治水成果长期保持下去。”竹

口镇镇长刘利明说，今年，每个村都
把“五水共治”相关措施列入村规民
约，要把一江清水送到下游。庆元
还向交界的福建松溪、政和、寿宁的
11 个乡镇派驻了 30 名治水指导员，
把治水延伸到福建。

庆元县委书记杜光旻说：“庆元
共有 13 个乡镇与福建接壤，边界治
水的最大意义，就是打破地域篱笆，
实现了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协同，对当地、为下游的老百姓
负责。”

一江清水留人间

与庆元县交界处，福建省专门
在松溪县岩下村设立了一个闽浙水
质自动监测站。52 岁的范作旦是这
个监测站的负责人。

“松溪河水我天天测，看着它一

天天变清澈。已连续多年保持优于三
类水质标准，特别是近两年，常年水质
多在二类以上。”范作旦欣喜地说。

阳光下，松溪河溪水清澈见底，
碧波荡漾，白鹭翩翩，鱼虾成群，几
只白鸭在水中畅游，好一幅乡野清
溪图。

今年46岁的渔民张道荣悠闲地
划着小渔船在捕鱼，一网撒下，石斑
鱼、鲤鱼、草鱼、鲶鱼、红鱼 ⋯⋯共

有六七斤。“多的时候，可以一网打
到20多斤。”他说，这么好的收成，在
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旧县乡赤山坪，50 岁的徐行
增正在田埂上浇灌黑木耳，今年他
共栽培了 1.2 万椴黑木耳，由于水质
好，黑木耳产量高、质量好，预计今
年亩产值可达 5 万元。“黑木耳对水
质要求高，以前水质差、产量低、烂
椴多，长出的黑木耳也是畸形的。”

徐行增说。
旧县乡乡长陈旺告诉记者，水

质好了以后，许多农民开始种植黑
木耳，近两年来，该乡黑木耳种植从
原来的100万椴发展到了700万椴。

携手治水的脚步不停歇。今年
8 月，竹口镇与旧县乡签署了共同治
水协议，展开新一轮治水行动。浙
闽两省的崇山峻岭间，清澈的大河
更加欢畅地奔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