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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浙江人

一线调查
本报讯（记者 王晨辉 王波）时

速过快的电动自行车，是当前道路交
通事故的“重灾户”。为此，从2023年
1月1日起，全省将禁止最高时速超过
25公里或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并
全面开展整治。然而在慈溪，却有一
些商家和骑行者，为电动车顶风“解
码”提速。

日前，记者来到慈溪走访。在匡
堰镇匡堰大道的一家电动车店，商家
向记者推荐了几款电动车，并称虽然
最高时速限定为25公里，但时速30公
里是可以达到的。当问起能不能提速
时，他说，有些车需要向厂家要解码
器，有些车现场可以“解码”，并推荐了
一款相对小众的品牌，表示时速可以
提到40公里，并反复强调“这事情我

只能偷偷帮你做，要是被查到了，可是
要罚款的”。

对面的另一家电动车店，商家还提
供了另一个提速“方案”，除了“解码”，
还可以通过增加电瓶数量提速，只是风
险大了些。

记者接连走访了15家电动自行车
店，其中9家明确表示可以提供解码服
务，3家表示“等风头过了可以解码”，仅
有两家称“办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要求“解码”的群
体主要是外卖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在
匡堰镇，一名电动车车主表示，他前段
时间买了辆电动车，通过商家“解码”
和增加电池数量，最高时速提到45公
里以上了。

一名外卖员向记者透露，给电动车
“解码”是绝大多数外卖员的首选，“按
照限速，跑得不够快，一天跑不了几

单”。记者在慈溪城区询问了20名外
卖员，其中11人承认电动车系“解码”
改装。

电动自行车可以“解码”提速，在
业内是公开的秘密。宁波一名电动车
配件经销商徐先生说，目前车厂出品
的成品车，在“解码”后，就可以随意切
换国标速度和实际速度。快递员、外
卖员是对这项改装需求最强烈的群
体。次之，是经常骑陡坡的城市居民
和山区老百姓。

据了解，今年以来，慈溪市的致人
死亡交通事故中，电动自行车负主要
责任的就有14起。慈溪市交警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电动自行车“解码”提
速会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是电动
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如果驾驶者特
别是老年人反应较慢，控速更加困难；
二是车辆违规提速，刹车性能跟不上，

导致制动距离明显变长，发生事故的
几率大大增加。

此外，徐先生补充说，车架本身设
计限速低，提速后，容易在骑行过程中
发生车架断裂等事故；改装更换控制器
时，一般不会更换线路，导致原本设计
额定功率较小的线路，因长时间通大电
流，容易发生自燃事故。

商家违规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解
码”提速，相关部门如何处理？慈溪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目
前有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家300余家，
电动自行车违规提速的方式较多，如
通过改造电机、电池、芯片等，外观上
难以发现，查处比较难，成了治理的
难点。

电动自行车违规提速事关百姓的
生命安全。该如何把好“限速”这一
关？本报将继续关注。

记者走访慈溪发现，一些商家和骑行者为电动自行车违规提速——

解码提速，电动车还安全吗

本报讯 （通讯员 周一浩 记者
梅玲玲）江山市四都镇位于衢州3个
县（市、区）交界处，高速公路、高铁等穿
境而过。随着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
民生问题和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为此，
四都镇推进“融治理”，实行“网格+民
警、网格+执法、网格+监管、网格+法
院、网格+社会机构”等融合模式，构建
高效基层治理模式。

“有‘融治理’，问题解决快很多。”四
都镇上峰村村民黄芝贵说。他家遇到水
压不够问题，今年村里启动自来水管改
造提升工程，但因施工引发矛盾受阻。
网格长知道后，立刻和施工单位人员、镇
矛盾调解员等一起到现场处理，用4个
多小时化解了纠纷，现在他家终于可以
正常用水。今年以来，四都镇共受理网
格上报事件1753起，已办结1747起。

推进“融治理”化解基层纠纷推进“融治理”化解基层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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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景宁 11月 16 日电 （记者
邬敏 共享联盟·景宁 吴卫萍）16日
上午，2022“才聚畲乡”景宁人才科技
周正式开幕。作为第十一届人才科技
峰会“智汇丽水”人才科技周的组成部
分，景宁人才科技周活动以“人才引领·科
技赋能·产业振兴”为主题，包括景宁人
才新政3.0版推介、智慧康养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第三届“人才·科技”项目路
演等系列主题活动。在科技周活动
中，涉及“双招双引”、院地合作、人才

科技等24个项目签约，总数是2021
年的两倍多。

“今年以来，景宁人才政策再升级，
人才招引力度也在加大。如人才补贴
从以往5年按年补助调整为一次性补
贴，范围扩大到职高生、技能人才。”景
宁县委组织部部务成员、人才办专职副
主任徐永伟表示，3年来，景宁与浙江
大学等3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累计招
引高校毕业生3000余名，并与多名院
士、90余名高层次专家开展交流合作。

“才聚畲乡”人才科技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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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佳妮 通讯员
褚陈静 徐克涛 共享联盟·萧山 朱红锋
王琳）傍晚时分，两个蹒跚的背影出现
在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解放村的一条
村道上。

两人保持着三四米的距离，都走得
极为缓慢。前面的中年男人肩膀很宽，
却没有板正的感觉；后面的老人，则是
垂暮之年，上半身佝偻着。

他们不是父子，后面的老人名叫宣
丙水，今年已84岁，中年男人则是他的
邻居宣世才，大家都叫他阿才。因为当
年的一句承诺，宣丙水、李彩英夫妇照
顾有智力障碍的孤儿阿才，已整整
41年。

不过，宣丙水、李彩英夫妇不大与
外人提起他们的付出，只有一句“就是
凭良心”。他们更愿意谈起的，是阿才
这个“令人操心”的孩子。

邻居托孤——
“就是凭良心在照顾”

宣丙水一家和阿才是生活在一个
院子里的邻居，虽然都姓宣，但并没有
血缘关系。

照顾阿才，是阿才父亲临终的嘱
托。宣丙水夫妇没有任何推辞，一口答
应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宣丙水还是不
知道为啥院子里好几户人，阿才父亲却
只拜托了自己。

不过，在村子里转一圈，听村民们
说说这对夫妻的事，或许能理解当时阿
才父亲的选择。

李彩英没怎么读过书，但很懂道
理，深得村里人信赖，院子里的人叫她

“小母”，村里人有事都找她商量。
也有人记得，当时阿才爸爸身体已

经很不好了，想吃鸭肉，但是家里困难，

舍不得花钱，是李彩英一口答应下来：
“那一定要买。”然后提着鸭肉和水果，
就上了阿才家。

事实也证明，阿才父亲的选择
没错。

两位老人有3个孩子，加上阿才，
有4张嘴嗷嗷待哺。小儿子宣世康回
忆41年前，只觉得自己那时候“怎么吃
都吃不饱，整天想吃东西”，即使是这
样，“爸爸妈妈都是省自己嘴里一口吃
的，平均分给4个孩子。”

为了保证阿才一日三餐都能吃上
热饭，两位老人几十年没有一起出过远
门。就连李彩英生病住院，宣丙水也要
留守在家里照顾阿才。

“其实就是凭良心在照顾。”面对记
者，李彩英反复提起这句话，“其他人也
不需要我照顾了，大把的时间闲着也蛮
闷的，花在阿才身上，也挺好。”

照顾41年——
“养出感情来了”
阿才不说话，面对陌生人，他躲在

后头。给他递杯水，他握紧拳头，喉咙
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只有把这杯水放
在宣丙水的手里，再递给阿才，他才不
再抗拒，变得大胆起来。

不过，更多时候，阿才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不要说谢谢了，连话都不怎
么说。”宣丙水叹口气道。

但是，并非毫无“获得感”。有时
候，两位老人无意中发现阿才的“小心
思”，也会忍俊不禁。

老人说，有一天正在做菜，感觉院
子有人走进来，偷偷摸摸往屋子里瞧。

“我转头一看，阿才的背影一闪而过。”
李彩英明白了，阿才担心她给自己做的
菜和他们家的不一样，所以想偷偷来

“检查”，“当时真觉得有意思，没想到这
孩子心眼还挺多。”

但也是这种无差别的爱，让阿才认
准了他们家的饭，雷打不动的三餐，阿
才准时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偶尔，阿才也会淘气。就拿剪头发这
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来说，一公里以外的
理发店，老人领着阿才过去得走几十分
钟。“有时候没注意，他就走到反方向上去

了。”尤其是这几年，阿才越来越有自己的
想法：“我觉得头发不长，我不剪！”

不过，无论阿才多淘气，老人们都
不会真的生气：“41年都过去了，养个小
狗小猫也养出感情来了，更何况人了！
他就是我们家的第四个孩子。”

最大心愿——
“谁能照顾好我们阿才”

如今，宣丙水和李彩英已是耄耋之
年，两位老人心里明白，这样细致地照
顾阿才，恐怕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谁能
照顾好我们阿才？”这句话常常被两位
老人挂在嘴边。

令人宽慰的是，阿才早就受到当地
各级政府的关心与照顾。

解放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建江刚考
上这里的村官，就知道这里有个老传
统：“得特别关心阿才。屋顶漏雨、电灯
不亮，都要及时照应到。”

阿才也知道，村口小超市是可以
“免费”拿食物的地方。“这笔钱过去是
我们村里支出，后面阿才有了低保，这
个钱就一年支出一次。”陈建江说。

但阿才还是需要有人十年如一日
照顾他的一日三餐。谁能接下这个接
力棒？

陈建江说，之前考虑了好几种方
案，比如和镇上的饭店合作、请村里其
他更年轻的人帮忙等，但都实行不久，
一是对方坚持不住，二是阿才也不
愿意。

近日，萧山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为阿才安排专业的智力和精神检
查，看能否为阿才申请更多补助。同
时，也要根据阿才的生活自理能力，为
他安排一个合适去处。

不过，阿才无论去哪里，宣丙水、李
彩英夫妇都说，只要能走得动，就会多
看看他、多陪在他身边，只因为“阿才是
我们的孩子啊！”

萧山一对夫妇细心照顾邻家智力障碍孤儿41年——

“阿才就是我们家的第四个孩子”

本报讯（记者 金晨 共享联盟·
天台 曹嘉佳）11月 15日下午 5时，
天台县白鹤镇上王村村民陈晓红和
往常一样，骑着电瓶车到镇中心小
学门口等儿子放学，和以前不同的
是，道路单向通行秩序井然，没有了
往日的喧嚣和拥堵。“以前接送的汽
车堵得校门口水泄不通，存在安全
隐患。”陈晓红说，“现在好了，接送
孩子顺利多了。”

今年6月，听说镇人大开通了线上
台州市人大条线工作平台，还为人大代
表制作了“一人一码”，陈晓红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扫了代表二维码，把问题反
馈了上去。当天，问题被后台工作人员
派单流转至值班的镇人大代表陶以会，
第二天，陶以会便组团实地走访，并对

家长、附近村民及学校管理人员展开调
研，随后召集交通、学校、卫健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开展专题会议，最终确定对校
门口路段实施定时限行、违停抓拍等措
施，并划分区域，引导轿车在学校附近
停车位有序等候，打通学生放学回家路
上的“最后一米”。

今年5月，天台县白鹤镇人大联络
站被确定为省级基层民主培育单元，该
镇人大搭建了线上线下两个平台收集
民情，梳理出群众需求清单和代表资源
清单，建立“1+N”联办机制，以镇人大
联络站为主阵地，联合交通、农办、城建
办等多部门力量，并以“派单式”服务实
现供需精准对接，实现从民情收集、梳
理研判、流转提交、跟踪督办、评价反馈
全流程闭环管理。

百姓有难题 扫码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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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俞彬）今年以
来，杭州市余杭区积极推进“强社惠民”
集成改革，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和公
共配套惠民实践路径。

余杭区研究制定《余杭区“强社惠
民”集成改革专项工作方案》《余杭区

“强社惠民”集成改革—城市社区集体
经济发展专项试点工作方案》，创新提
出强社公司、强社基金、双社联营、社区
伙伴计划、双强联动等5种社区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在闲林街道良睦社区、仓
前街道太炎社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
社区、瓶窑镇里窑社区等社区开展试

点，探索拓宽社区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提升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群
众综合能力。

今年9月，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社
区成立余杭区首家“强社公司”——杭
州良渚文化村社区服务有限公司，不断
为社区发展赋能。该公司成功与良渚
街道签约，获得良渚同心荟运营项目，
盈利将用于社区普惠性公共服务及居
民公益事业支出。

此外，余杭区鼓励引导国有企业、行
政事业单位等整合、盘活闲置资源、资
产，为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资源。

探索“强社惠民”壮大社区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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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在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沿河村，藕农们在采收莲藕。近年来，下渚湖街道大力发展绿色莲藕等特色种植产业，打造集生
态观光、农业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实现乡村旅游经济与农业经济双丰收。 拍友 王正 摄采莲藕

本报嘉善 11月 16 日电 （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王洁 许一楠）
简单的木结构院落，门前是金黄的稻
田，屋后是层林尽染的生态岛，靓丽的
风能发电机，给院落更添了几分“网
红”气质。当竹小汇初入眼帘的时候，
人们不由地发出惊叹，谁也没想到，这
样一个打上“零碳聚落”标签的村落，
曾是嘉善祥符荡创新中心一个传统的
老村落。

“在这里风能、地热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多能
互补，实现碳平衡。”中国城市科学研
究会总工程师、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总工程师沈磊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竹小汇双碳聚落每
年建筑总耗电可达118万度，而建筑
屋顶光伏发电量每年达120万度，村
落能源实现自给自足。此外，村落内
电动汽车总耗电每年约10万度，而风
力发电加上屋顶之外的光伏设备发
电量每年约10万度，用电和发电完全
平衡。

324片光伏瓦、126片光伏板向阳
静卧，3座风车叶片迎风转动，1处模块
化地源热泵提取换热……在竹小汇双
碳聚落的智慧管控系统大屏上，记者看

到，一蓝一绿两个圆柱体，分别记录着
当天能源的生产和消耗数据，随着日期
的增加，产生能源已远超消耗能源。

“零碳”的奥秘藏在各个空间里。
将原有建筑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
作为新建筑的装饰材料；污废水100%
处理后回用、再排放；厨余垃圾等通过
生物降解100%在本地处理，其他生活
垃圾 100%分类收集处理、回用；约
400亩的农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精
准灌溉，水的灌溉量节约50%，降碳
20%；无接触式智慧垃圾桶、光伏发电
景观廊架、智慧太阳能充电椅、智慧路
灯、储能充电桩等低碳智慧城市设施
产品，触手可及。

“竹小汇旁的智慧农田是生产空间，
农民房屋改造的零碳建筑是生活空间，
另一侧的生态岛是生态空间。我们在竹
小汇进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
综合打造，进行农田降碳、建筑零碳、生
态岛固碳的综合双碳试验。”沈磊介绍，
希望从竹小汇到祥符荡再到长三角，从
单个聚落到园区再到城区，一步步探索
可推广可复制可实施的双碳模式。

如今，竹小汇成了祥符荡边的一个科
学家聚落，中国生态城
市研究院、国家生态环
保部门土壤中心、环科
院等15个团队已入驻，
并在此探索低碳生态
城区有关技术和方法。

农田降碳 建筑零碳 生态岛固碳

嘉善零碳村落的奥秘藏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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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丙水、李彩英夫妇在为阿才做饭。 拍友 徐克涛 摄

之江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