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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贤飞 朱浙萍
通讯员 孔子鹰）针对农民建房地基
落地难、分配公平难、批后监管难等多
方面难题，日前，金华市金东区上线“农
宅通”应用，通过打通多部门数据，自动
匹配审核农户建房资格。农民申请建
房，只需要点点手机，就可以像在城里
买房一样参与摇号选址。

最近，金东区塘雅镇塘三村村民黄
方生通过“农宅通”摇到了一块120平
方米的宅基地。“以前要自己去置换宅
基地，也不知道是否符合相关规划。现
在由村里统一规划宅基地，我们只需登
录‘浙里办’，通过实名认证，马上知道
有没有资格，可以在哪些地方选址，而
且统一摇号，公开公正。”黄方生高兴地
说。当天，该村共有6户村民通过“农
宅通”申请到了宅基地。

据悉，该数字化应用通过打通资
规、住建、农业农村等8个部门的数据，
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和村庄规划“两规合
一”。同时，首创10条负面清单，老百
姓只需实名认证就可知道自己是否具
备建房资格，一键申请，即可自动进入
审批服务环节。以首个试点的塘三村

为例，前期根据“空间规划一张图”匹配
已确定可建房区块，一期规划建房面积
2.5亩。经过负面清单自动初筛符合建
房资格户6户，参与统一摇号、自助选
址，整个过程公开公正。

自动匹配减少了部门审批工作量，
同时该应用还将原先需要村、网格、农
业农村服务中心、资规所、乡镇等5步
完成的审查，经过联席会议后串联变并
联，压缩成村、镇两步在线审查，进一步
提高审批效率。

“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监管更有
数。”金东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何建军表
示，对宅基地精准“画像”后，每块新审
批的宅基地会产生一个“农宅码”，包含
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建房面积、建房
类型等信息。只需扫码，干部、群众就
可对建房中是否存在违建等行为进行
监督。所有宅基地按照“红码停工整
改，黄码上门核实，绿码正常施工”进行
精准动态监管。

目前，该应用已列入省农业农村厅
“浙农富裕”应用农房盘活数字化场景
第一批“先行先试”推广试点，并在金东
区全域推广。

金东区上线“农宅通”

申请宅基地也可以摇号
金东区上线“农宅通”

申请宅基地也可以摇号

融媒联连看·寻找这个夏天最“热”的工作

本报杭州 7 月 19 日讯 （记者
吴佳妮 通讯员 夏颖兰 顾颖）19日，
在中山北路朝晖路口北向南非机动车道
上，今夏杭州第一顶路口遮阳棚已安
装。接下来，杭城各大有条件、有必要的
路口，都将装上遮阳棚，共计200余顶。

2020年，杭州主城区原有非机动车
道遮阳棚运营期满，遮阳棚的迭代更新提
上日程。此后，杭州就新款遮阳棚的形式、
外观等多次研究，并于2021年确定了初
步方案。但因“迎亚运”城市道路改扩建、
修缮和项目建设整治等工程影响，很多道
路不宜安装遮阳棚。为确保设施安全、通
行安全，主城区遮阳棚安装暂停一年。

今年，随着亚运保障相关建设、整
治项目接近尾声，经过前期调研，杭州
市城管部门筛选出200余个路口，在非
机动车道上安装遮阳棚。

为什么选这200多个路口安装遮
阳棚？首先得有必要，这些路口没有树
木遮阳，且通行量较大；其次得有条件
安装，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大于3米，施
工过程对地下管线不会造成影响。而
第一顶选择在中山北路朝晖路口安装，
也是因为市民呼声很高。“这里非机动
车流量大，而且没有树荫。”杭州市城管
局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副主任陈爱萍说。

这批遮阳棚由政府投资建设，不带
任何广告，棚体设计提取了杭州西湖断
桥、古亭飞檐等元素，棚顶使用与杭州城
市环境色协调的蓝绿色高清喷绘布，体
现西湖元素、杭州韵味，竖立在街头更为

美观。与此同时，牢固度更好，遮阳棚立
柱采用双杆并设有警示标识，棚体用螺
栓与地面固定，抗风等级可达到8级；同
时结合杭州台风多发的季节特点，兼顾
考虑道路安装条件和空间视觉效果，选

用可拆卸式，拆装方便、建设费用低。
“我们会选择在交通流量小的时

间段安装，比方说深夜。”陈爱萍介绍，
预计7月31日前200多顶遮阳棚会全
部安装到位，后期根据需求适量增加。

杭州开始安装“升级版”路口遮阳棚
本月底将安装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振华 记者
全琳珉）“今天，我是快递员老魏。”7月
16日，早上7时不到，换上工作服的浙
江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遵红
就出现在杭州湖墅北路的菜鸟直送（丹
鸟）塘河站，当起了“兼职”快递员。

今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省邮政
管理局主办了首届小哥节。入夏以来，
浙江持续高温，魏遵红跟着小哥节推出
的一系列送清凉活动，接连走访了多个
快递站点。“想亲身感受高温下小哥们
的工作和生活，使今后管理工作更加有
的放矢。”魏遵红说。

6月，我省快递业务量回归正常，
达到21.9亿件，同比增长6.2%。下半
年是快递旺季，在疫情平稳的前提下，

有望回归正常增速。
拉着小推车，搭着毛巾，顶着39℃的

高温，魏遵红在小区里暴走送件。“在浙江
干快递还是不错的。”一上午的货送完，魏
遵红坐下来休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说。

这两年，邮政管理部门为小哥们做
了大量工作，包括积极推进工伤保险，
让小哥们安心工作，提高末端派费，强
化各项保障等。在相关部门努力和推
荐下，浙江还有小哥评上了全国劳模，
得到了五四青年奖章。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通过劳动
养活自己，给社会创造财富，干啥都是光
荣的。”魏遵红用朴实的言语鼓励小哥。

“我们一定在浙江好好加油干！”小
哥们说。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当快递“小哥”——

“我是快递员老魏”

本报杭州 7 月 19 日讯 （记者
朱承 通讯员 范蕾）近日，我省多地下
了几场雷阵雨，有效“打压”了高温热
浪，缓解了旱情。20日开始，随着副热
带高压加强西伸控制我省，晴热高温天
气又将成为主旋律。

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近期副热带

高压与伊朗高压都十分强盛，正在“双
向奔赴”，且由于冷空气活动和季风槽
活动较弱，未来两者还将“牵手”。“强强
联合”下，接下来，这一轮南方高温天气
过程不容小觑。

预计7月21日至7月底，江南、华
南等地又将出现大范围35℃以上的持

续高温天气，其中浙江、福建等地最高
气温将超过40℃。

短期来看，本周内我省大部地区将
逐渐升温，但浙北与浙中南地区将呈现
不同的升温节奏。

据省气象台专家研判，21日至24
日，浙北地区位于副高边缘，且受西风

槽活动的影响，雷雨现身机会多，白天
酷热感下降。浙中南地区整体气温起
伏不大，最高气温霸居高温线35℃以
上，其中23日夜里到24日，浙中地区气
温略有回落。

25日至28日，全省将回归到“晴到
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的模式。

两个高压将“牵手”

晴热高温天气又成主旋律

本报宁波7月19日电（共享联盟
余姚站 张云霞 徐珊珊 劳超杰 记者
陈醉）这个暑假，宁波余姚市临山镇湖
堤村卖螺丝钉的个体工商户马国军，有
了一份新“工作”：每天到村文化礼堂给
孩子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卖螺丝钉与讲课，看起来风马牛
不相及，将其联系起来的是他5次跳河
救起6人的事迹。“咱村里河道特别多，
别看它水流看似平稳，你们听我讲讲，
就知道在河边玩耍、下河游泳有多危
险了……”56岁的马国军将自己30年
来的救人故事，串成了案例。

走进湖堤村，一眼就能看到村中有
一条小河，河面最宽处五六米，长约

300米，最深处约2米，当地村民称之为
“老街河”。马国军最近一次救人就发
生在这里。

2月10日，天气十分阴冷。上午
10时许，马国军像往常一样，骑着电瓶
车从菜场买菜回家。经过老街路时，他
突然听到有人呼喊：“有小孩落水了！
有小孩落水了！”他循声看去，果然看到
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在河里扑腾，情况十
分危险。他把电瓶车一扔，冲向河边。
看到男孩离河埠头比较近，他和村民先
用竹竿试着把男孩拽过来，但因为小孩
的冬衣浸了水很重，根本拖不动。他便
一个箭步踏入河中，水瞬间淹没到了他
的腰部。他一把抓住男孩的棉衣，用力

把男孩托出水面。在周围群众的帮助
下，男孩被抱上了岸。

上岸后，马国军不敢大意，继续抢
救。幸好，平时他学过急救知识，这下
派上了用场，他把男孩腹中的水挤压出
来，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由于抢救及
时，落水男孩并无大碍，被随后赶来的
父亲接走。这时，浑身湿透的马国军早
已冻得瑟瑟发抖。

其实，在这条河里，马国军还救起过
两个女孩。一次，为了救起一个十来岁
的女孩，马国军的右手还被水中锋利的
石头所伤，造成骨裂。而马国军最早一
次跳水救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
时他才二十五六岁。“当年救起了两个孩

子，后来结婚时，还特地给我送来喜糖
呢！”说到这，马国军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热心的马国军平日里也总是乐于
助人。几年前，湖堤村一处老楼房着
火，马国军迅速赶去救援，事后，他还为
失火房子的住户发起募捐，自己带头捐
款1000元；台风天，他连续几天开着皮
划艇接送居民、运送基本生活物资等；
村里开展核酸检测、防控宣传，他又当
起了志愿者……

马国军的5次跳入河中救起6人的
事迹在当地传播开来。他被评为2022
年第一季度“余姚好人”。7月6日，他
获评“宁波好人”；7月15日，入围2022
年第二季度“浙江好人”公示名单。

余姚“好人”马国军——

30年里，5次跳入河中救起6人

7月19日，在杭州中山北路朝晖路口，非机动车道上的遮阳棚安装好了。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
上虞站 刘金平 成伟锋）连日来，投
资5000余万元的绍兴市上虞区东线
污水通道一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这是上虞区创新供排水设施融投
建管一体化改革以来首个实施的一体
化建设项目。

长期以来，城乡供排水设施建设存
在牵头单位多、建设部门杂、标准不统
一等问题，且供排水设施资金采用多头
筹措方式，不利于区域资金的统筹调
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供排水基础
设施能级品质的整体提升。

今年以来，上虞区积极破解制约
供排水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养短板，

创新实施供排水设施融投建管一体化
改革，组建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实
施全区供排水、水处理设施的融资、规
划、设计、建设、管养工作，探索标准
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建管养用”机
制，建设高标准新型供排水基础设施
体系。今后，上虞区乡镇街道和杭州
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娥江旅游
度假区、曹娥江经济开发区等新建的
供排水管道设施建设，均由水务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统一实施，建成后，由水
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管养，已建
成的镇域污水管网、泵站及治污设
施，逐步委托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管养。

上虞探索城乡供排水设施建设新机制

一家公司，“融投建管”全包了

本报乐清 7 月 19 日电 （记者
周琳子 共享联盟乐清站 郑剑佩 汪洋）
修剪下的大量废弃枝条，放入粉碎机
器后，仅仅30秒，就变成了碎渣木屑，
体积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些木
屑随后被运往发酵平台，经过菌种添
加，充分酝酿发酵，变身为肥料，用于
绿地土壤的改良。19日，记者在位于
乐清蛎灰窑垃圾填埋场的园林废弃
物处理厂车间见到了这一幕。园林
废弃物处理厂的建成，让枯枝落叶变
废为宝。

当前，乐清城区公共绿地维护面
积约368万平方米，行道树约2.2万棵，
每年产生的园林废弃物达到了8000
吨至1万吨。加之正在建设的东运河
公园、西塔公园、南门片文化公园等公
共绿地面积逐年在增长，将产生大量
园林废弃物。尤其是进入每年台风
季，枯枝落叶采集量大增，过去都按照
传统焚烧和填埋的方式处理。为解决

处置枯枝落叶难题，乐清市市政公用
工程建设中心组成专项课题组，组织
精干力量，走访上海、江苏等地，开展
针对性技术攻关，引入有机介质+有机
覆盖物规模化专业设计及处置流水
线，建成园林废弃物处理厂，助力乐清
创建“无废城市”。

“这些绿化垃圾经过粉碎降尘发
酵再利用，立马变成有机肥料，回归
山林、滋养绿植、改良土壤、防寒保
墒、生态修复，不仅能将污染降到最
低水平，还能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
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党组
成员、园林所所长郑鹏说，目前，园林
废弃物处理车间年处理能力达1.2万
吨，预计每年可产出 8000 吨有机介
质和960吨有机覆盖
物，可节省财政支出
720 万元，并减少排
放2万吨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

乐清建起园林废弃物处理厂

枯枝落叶粉碎发酵变肥料

扫一扫 看视频

融媒联连看

本报讯 （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王洁 沈一帆）白色的车体，绿色的车
牌，排出的尾气变成了水蒸气……嘉
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凯鸿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仓库前，货物被搬上了一
辆辆崭新的氢能源货车。近日，该企
业为20辆氢能源货车办理了《道路运
输证》，成为全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氢
能源货车。

巧的是，这批氢能源货车的核心
电池部件，来自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里的一家企业。在爱德曼氢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金属板燃料电
池核心部件和电堆生产线马力全开，
产品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底。

“燃料电池系统为整车提供动力，
采用清洁能源，实现零排放、零污染。”
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这批投入使用的氢能源货车为厢
式货车。

相较于柴油车、纯电动货车，氢燃
料货车具有零碳排放、噪音小、转化效
率高、续航里程长、低温特性好等明显
优势，且每次加注氢气燃料最快只需

5分钟，加满能跑400公里，适用于中
长距、连续作业、载重量大等物流应用
场景。

“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培育行业龙
头，在长三角氢能产业上作出示范。”
嘉善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
说。嘉善近年来大力推进氢能示范应
用，打造清洁低碳的绿色运输服务体，
同时外引内育，精准招引重大项目，拉
长产业链。今年，嘉善入选浙江省氢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点。截至目前，嘉
善累计建成加氢站3座。目前，嘉善共
有100辆氢能源公交车投入运营，穿梭
在城乡与省域毗邻地区之间，为市民
绿色出行提供便利。今年，嘉善正计
划布局新开通从嘉善南站至西塘科创
绿谷的氢能源公交线路，计划新增投
放17辆氢能源公交车。

近日，嘉善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进
一步加大对新引进项目和重点项目的
扶持力度，新设立的总投资1亿元以上
企业正式投产后，单个企业最高补助
4000万元。

嘉善能源产业练“氢”功

首批氢能源货车“持证”上路

本报讯 （记者 邬敏 共享联盟
云和站 雷倩）7月10日，云和县的户
外气温高达40℃，在云和工业园区马
鞍山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近20名考
古工作人员戴着遮阳帽，拿着手铲，挥
着锄头，正在进行发掘工作。

仅3平方米左右的墓葬深坑内，空
间逼仄闷热。除要忍受灼热炙烤外，还
需忍受野外蚊虫叮咬。考古工作人员
脸颊被晒得通红，额头不断沁出汗珠，
衣裳被汗水浸湿。

“最近天气热，我们每天凌晨5时
多就早早地开展发掘工作，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是常事，热的时候，我们就

多喝水。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发掘过
程时常有惊喜。”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
员张小元说。

工地上方搭建着简易遮阳布。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生戴伟，是
此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他戴上了一
个便携式挂脖小电风扇，防暑降温。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考古工作顺
利进行，考古发掘特意避开正午等高
温时段，考古工作时间调整为早上5时
30分至11时30分。考古现场还准备
了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清凉油等
防暑解暑药物和矿泉水，提供充足的
后勤保障。

考古工作人员在云和考古——

蹲深坑挥汗“挖宝”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墓葬。 共享联盟云和站 雷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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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遵红在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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