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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百姓故事

记者 金敖生 通讯员 潘丽萍 俞颖颖

今年 71 岁的陈万千，是新昌县
回山镇一个偏远小山村的村民，为
修一条通往大村的路，他用尽一生
积蓄，成了现代版的愚公。

老人所在的村叫红联村屯坑自
然村，处在新昌、天台、磐安三县交界
处，去天台或新昌赶集，因为没有像样
的路，需手提肩扛，很不方便。他梦想
有一条路，通往山之外。村里没有集
体经济，他便自己动手修起了路。

开始时，他自费请来工程队和
小工，做好挖、填工程。因为资金有
限，接下来的工作都是由他独立完
成。他每天背着锄头、铁锹上路，用
挖、砌、搬等最原始的办法，不管刮
风下雨，都不落下一天。因为修路，
他的手结满老茧，烙下了伤痛。

起初，不少村民对他不理解，甚
至不支持。他白天干活，晚上去家住
新昌、天台的村民家里做工作，一次、
两次、三次地去，最多的村民家里去了
五六次。他还请来红联村干部，让他
们帮着做工作。700多米长的路，一共
涉及到新昌、天台等地7个自然村共
14户村民的田地，他把自己仅有的6
分田全部拿出来作为补偿，此外，他还
拿出钱补偿修路影响到的其他村民。

陈万千家境并不好，5 个子女
各自成家后，夫妻俩靠种白术维持

生计，一年能挣 1 万元左右，可是自
从修路后，他把积攒下来的 10 多万
元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妻子也 71
岁了，身体不好，辛辛苦苦养猪赚来
的钱也被他拿去修路。

白术田补偿给别人后，陈万千
就断了经济来源。为此，陈万千在
3 年 前 种 了 茶 树 ，并 购 买 了 炒 茶
机。2012 年春天，由于操作不当，
陈万千被炒茶机烫伤了手，手伤得
很厉害，因为没钱他没有上医院，实
在没办法，就让人提来几瓶盐水在
家里挂。现在，他的手留下了残疾。

在陈万千的家里，几乎看不到
一件像样的家具，最值钱的是一台
10 多年前女儿送他的 18 英寸彩
电。老人原先喜欢喝点酒，如今为
了省钱，硬是把这个爱好戒掉了。
干了8个月，终于修筑了一条2米多
宽、700多米长的通往大村的公路。

路虽修成了，但还没硬化。家
里的钱用完了，靠什么去完工呢？
这成了老汉的一桩心事。有空时，
他常去公路上转转，修整一下路
面。但想到筹钱浇水泥的事，他总
是长叹一口气。

老人修路的事引起很多人关
注，同时也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回山镇镇委书记李亚明说，陈万千
这种当代愚公精神，远远超出了修
路本身的意义。目前他们与交通部
门进行了对接，准备将此路列入交
通补助计划。

新昌七旬老人演绎现代愚公故事

用尽积蓄修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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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国瑞
市委报道组 周旻澍 吴敏力

【楔子】
温岭市新河镇内，有个景点叫

长屿硐天，挨着硐天，有一个坐西
朝东的山坳，内有良田千亩，房舍
无数，本是个物阜民丰的福地。山
坳里有条泄洪水道，名叫新捞河，
宽近5米，水清流急，润泽一方。不
知何时起，河道壅塞变窄，剩下不
足半米宽水面。于是，山坳年年被
淹，农田收成锐减，村民苦不堪言。

久历涝灾的村民，趁着省里今
年“五水共治”的热潮，也撸起袖子
要开渠泄洪。临近岁末，记者来到
这山坳里，记录下几件治涝中的趣
事。

第一回：
为治涝灾，三村协力化干戈

冬日的山坳非常宁静，偶有山
风吹过，枝头发出沙沙的声响。北
边的山脚下，就是新捞河。说是河
道，其实更像是“沟”——堤岸之间
宽仅 1 米，抬腿就能跨过，不停淌
动的水流，只有细细的半米宽。村
民说，这是山坳里唯一的排洪水
道，“以前有五六米宽”，后来慢慢
淤塞了。

去年秋天，镇里来了个挂职干
部毛永刚，长相清秀，却老爱往这
山坳里跑。村民们告诉他年年涝
灾的事。他起初不解：河道壅塞，
清淤即可，这有何难？

河头梁村位于新捞河下游，村
支书梁先行说，“山坳里有山园、硐
天南、河头梁 3 个村，互有嫌隙，很
难共事。”前几年，也有村子想清淤
治涝，孰料“这村挖沟那村填”，几
乎“化锄犁为干戈”。

今年 8 月，毛永刚和镇干部一
起，把 3 个村子的干部召集起来，

“省里开展‘五水共治’，新捞河年年
闹涝灾，咱必须得解决。”这事儿关
系到3个村5600多名村民的利益，
干部们终于静下心来好好协商。

1.85 公里长的河道，全部疏浚
拓宽，起码要 100 多万元，这笔钱
如何出？

“山园村受灾面最大，多出
点。”“我们村里没啥钱，拿不出。”

“河头梁村实力最强，多出点钱
嘛！”“我们受灾最少，反而出钱最

多，怎么跟村民交代？”
3 个村的干部各执一词，协调

会整整开了 6 次，资金分配方案才
终于定下：镇里补贴 48 万元，山园
村出 7.5 万元，硐天南村出 3 万元，
剩下的由河头梁村兜底，全部工程
也由河头梁村负责。

第二回：
多出赀财，书记回村遭质疑

10 月上旬，拿着这份出资方
案回村的路上，梁先行的心里其实
很忐忑，就怕村民不理解。

果不其然，村民大会一开，大
伙就围着他不停地问，“3 个村都
受淹，凭啥我们出钱最多？”

梁先行耐心做起思想工作，
“今年全省搞‘五水共治’，这么好
的机会都不抓住，以后再想疏浚可
就难了。大家想想，河道挖好了，
镇干部带得走吗？村干部带得走
吗？还不是大家受益？”

村委会副主任梁云初也现身说
法，他家就有一片水稻田在新捞河
旁，“每年一下大雨就发大水，一淹
就是一星期。每年淹上四五次，田
地没人愿意承包，都得废。”村干部
们的大实话，逐渐引起了村民们的
共鸣，再也不纠结于谁多出钱的事。

拓宽新捞河还有个难题：河头
梁村沿河有 500 多米，河边种着上
千棵杨梅等果树，河边都是村民的
农田，要拓宽河道，果树得砍、农田
得挖。

村民们的体谅，让干部们感
动，“都是成年果树，按市场价买起
码上千元一棵，我们只补给村民每
棵 200 元；征用这片地，正常情况
下每亩要给 8 万元，现在只给了 4
万元，大家都很理解。”

第三回：
力保水土，乡民同心拓河渠

12 月 17 日下午 4 时许，记者
穿过一大片稻田，来到山脚下的新
捞河旁。此时，10 多名工人正在
河岸边忙碌着。河北岸的立面，已
经被一块块水泥板盖住，河堤上正
在浇筑水泥。

梁先行告诉记者，这些工人都
是本村村民，村里支付少量劳务
费。“如果工程走招投标流程，估计

得花近 200 万元。我们一合计，觉
得造价太高，“干脆包清工，让自己
村民做，村干部免费当监工。比从
外面请人，便宜了近一半。”

70 岁的村民梁云香，每天早
上 6 点半就到河边，帮着挑石子、
拌混凝土，“这里一开工我就来了，
做了有 10 多天。”梁云香说，现在
每天有 20 多个村民在工地上干
活，“这都是自己受益的事，拿不拿
工钱我们都会干。”

47 岁的梁金富是村里的泥水
匠，知道要重修新捞河，干脆推掉
了外面的活，安心给村里干，“我自
己就有1.7亩田在河边，每年淹水，
想承包出去都没人要。早点修好
新捞河，自己也安心。”

记者沿着河岸走，现场施工的
村民们说，等北岸浇筑好，就用挖
掘机挖出 4 米多宽的河床，河底也
要浇上水泥。再有 2 个月，这条山
坳里唯一的排洪通道，就可以全部
贯通，“就算刮台风下大雨，上游水
库放水，我们这也不怕被淹了。”

自拓新渠导山洪
——温岭新河镇新捞河治涝记

⑦记者“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

本报天台12月24日电
记者 包敦远 通讯员 袁伟江 徐平

今天，注定是一个温暖的日子：
数九寒冬里的艳阳天，西方盛大的
节日平安夜，还有就是天台县特殊
教育中心收到了百余件新棉衣。

孩子们穿上新棉衣，戴上圣诞
帽，围上温暖的围巾，在校园里除
了欢呼雀跃就是欢欣鼓舞。

“哥哥，我穿得好看吗？我扮的
圣诞老人像不像？”上午 9 时许，特
殊教育中心“豆豆”班里的小雅（化
名）穿戴好之后飞快地跑到记者旁
边，用含糊不清的语言问道。得到

肯定的回复后，才蹦蹦跳跳地离开。
紧接着，一群孩子簇拥过来，

有的抱着记者的腿，有的抚摸记者
的脸，有的不住地说“谢谢！”孩子
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
的开心和谢意。

中心主任王金荣介绍，这些孩
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中心打
破了年龄界限，将班级分为“豆豆、芽
芽、苗苗、朵朵、果果”。王金荣说：

“老师被喻为园丁，那么每个孩子就
像一颗颗小种子，在老师的精心呵护
下茁壮成长，最后开花结果。”

他们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按
能力分班，教育训练针对性强，充

分尊重个体差异，使每一位学生都
得到了提高。上月底，全省培智学
校自闭症教育与康复第二次研讨
会时，还专门推介了该中心实施个
别化教育的模式。

“特殊教育中心发展的动力，来
自于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关爱行
动。”看着自己的学生穿上新棉衣，戴
着圣诞帽子欢快地游戏，王金荣的脸
上写满了笑意。他和老师一起把参
加活动的学生组织到一块，对着记者
的镜头，大家用笑脸和手势表达了对
爱心企业和个人的感恩之情。

说到爱心企业和个人，确实有
不少让人感动的事例。

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包大姐在
网上给记者留言：这是寒冬里让人
感到特别温暖的活动，我们家有个
上小学的孩子，以前也或多或少地
帮助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主要是
让孩子感受下这种行善的氛围。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想给 3 个特殊
儿童每人捐件新棉衣。

另一位来自温州的陈先生也
转发记者的微信内容并评论说：我
们是搞艺术的，希望能用我们的文
化 产 品 来 帮 助 这 些 特 殊 的 孩 子
们。不少上虞市民听说记者在为
特殊儿童捐赠棉衣后，也纷纷慷慨
解囊，让孩子们在新年到来前，能
穿上温暖的新棉衣。今天，同时收
到新棉衣的还有天台县残疾人康
复中心的30多名残疾儿童。

《为特殊儿童点亮一盏灯》续

八方爱 暖童心
社会各界出钱出力让特殊儿童穿上新棉衣

河头梁村村民梁金富在修砌河岸。最近，每天都有20多名村民自发参与工程建设。 吴敏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戴睿云 通讯
员 吕耀明 汪一航） 12 月 23 日，百
亿级的专项健康产业基金——中国
智慧健康产业基金落户杭州萧山
区，成为该区打造智慧健康谷、聚集
行业发展的新制高点。

该基金是由中国光彩集团牵头
的大型投资基金。萧山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和基金发起人共同签署《中
国智慧健康产业基金合作备忘录》。

基金规模120亿元人民币，将重
点关注在医疗信息服务、医疗金融
服务、药物流通领域等领域投资。
通过投资和金融服务，利用互联网
技术来促进、整合大健康产业链的
发展，在杭州萧山逐步形成千亿规
模的智慧健康产业群。基金的落户
地——中国智慧健康谷位于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杭州湾信息港二
期，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

百亿级健康基金落户萧山

童颖骏

临近年底，公款消费收缩明显，
私款消费不可避免。可是往商场、
市场一瞧，过度包装依然明显。就
拿孝敬长辈不可少的保健品来说，
杭州市民经常选择的铁皮枫斗，品
牌众多，包装更是繁琐。大袋套中
盒，中盒里面还有塑料垫模，最终捏
在手中的，就轻轻几小包而已。再
看化妆品，那更是“买椟还珠”式的
包装占据主流。酒类、茶叶、服装、
电子产品、休闲食品、快递包装等
等，都是包装“超标”的重灾区。

早在 2010 年 3 月 28 日，国家质
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就发布了《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国家标准，规定食品和化妆品销
售包装层数不得多于 3 层，包装空
隙率不得大于 60%。时隔 4 年多，
过度包装为何仍然层出不穷？

日用品普遍存在的过度包装现
象，至少暴露出三方面的问题：一是
虚荣消费观依然存在；二是生产企
业环保意识薄弱；三是缺乏成熟的
循环利用机制。

显然，包装的耗材过多、分量过
重、体积过大、成本过高、装潢过于
华丽、说词过于溢美等“过度包装”
现象，针对的就是消费者“买的就是
档次、送的就是面子”的观念。年关
临近，常可听闻回趟老家“送礼加红

包就花去大半年收入”的新闻。这
两年，中央严抓公款消费，效果明
显。下一步，我们显然更需厘清普
通百姓的消费观，轻盈“人情观”，提
倡君子之交淡如水，提倡选择包装
简洁的产品。

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应进一步
扩大监管范围，制定明确的管理办
法，抑制“过度包装”。

笔者认为，邻国日本在“包装减
负”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加强
包装的设计感，包装靠设计精美、简
洁、典雅取胜，而非过度倚赖“层层叠
叠厚厚实实财大气粗”。更为重要的
是，为避免严重的包装浪费问题，日
本专门制定了科学的垃圾收费制度，
从源头上抑制过度包装，效果显著。
同时，日本推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和
回收制度，建立起包装循环机制，有
效回收利用包装废弃物，从而避免了

“包装污染”对生态的危害。
过度包装不仅耗费大量原材

料、浪费原本就已稀缺的资源，同时
使固体废物污染成倍增加，也直接
损害着消费者利益，使得商业欺诈
有可乘之机，此外还诱发社会上的
奢靡风气。我们希望，众多生产企
业应尽可能多用可降解、可循环利
用的新型包装材料。

“买椟还珠”的寓言，流传已有
上千年。告别这样的误区，我们更
待何时？

买椟还珠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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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构建务实管用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
辽宁着力理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
福建非公企业党建小故事一则
一方经验
破难攻坚三十六计
样本
抓龙头抓出一片天/张越
动态
691件党内法规被清理等
人物
陈爱莲：民企必须跟党走/张越 陈爱莲
汤霞：做个安静的辣妹子/张越
蔡晓鹏：在中纪委会上“放炮”的企业家/倪浩
葱油饼大姐的文学之路/史春波
月读
习近平的“互联网思维”等

本刊邮发代号32-238，可在各地邮政局（所）
办理订阅手续，2014年每期定价8元，全年订价
96元。订阅电话：（0571）85310362

公 告
台州恒之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0568882
许可证机构编码：33108256238999401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南街道靖江南路175号

邮编：317000
负责人：林兴洋

联系电话：（0576）85165919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4年11月26日

公 告
浙江天健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0003180
许可证机构编码：280261000000800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保险标的承
保前和承保后的检验、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出
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残值处
理；风险管理咨询；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 A 座欧美中心 C
区1109 邮编：310012
负责人：俞华开 联系电话：13805730846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4年12月12日

公 告
衢州宝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0569100
许可证机构编码：

33080155752401201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振兴东路555号

邮编：324000
负责人：李慧

联系电话：18005702929
许可证颁发日期：

2014年12月8日

公 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编号：014422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330800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建筑工程
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
舶保险；飞机保险；航天保险；能源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险除外）；意外伤害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住所：衢州市柯城区讲舍街11-1号1-5楼
邮编：324000 负责人：李延成
联系电话：（0570）8533881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4年11月7日

公 告
浙江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0016920
许可证机构编码：203441000000800
业务范围：在浙江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
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1幢1203室
邮编：310005
负责人：张庭新
联系电话：（0571）87043678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4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