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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观察

循迹溯源感恩奋进担当争先
一顶草帽、一只有年份带泥土味的资料袋、一个保温杯，

这是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科科长厉佛龙下乡必备的
“老三样”。

近日，58岁的厉佛龙一早便带着记者来到位于磐安县盘
峰乡溪下路村的磐安县鼎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这是磐安最大的石斑鱼养殖和繁育基地，就建在溪边，60
多个水泥墙围成的养殖池，每个都接入了来自溪里的干净水
源，池水干净见底，大大小小的石斑鱼在池中自由游动。

看到养殖户王真华已经给部分鱼池盖上了黑色的遮阳
网，老厉告诉记者，“现在是石斑鱼繁殖的高峰期，高温会影响
石斑鱼产卵，所以一定要做好避暑工作。”老厉说着又和王真
华聊起遮阳的问题，“遮阳网、遮阳布还有遮阳棚，都可以降
温，但各有各的好，网透风、布便宜、棚的效果好。”

身高 1 米 55 的老厉和王真华站一起，看着就像一位小朋
友，但王真华从不会小看这副小身子里蕴藏的大能量。

2019年，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磐安当地遭遇20年一遇
的洪水。王真华的基地当时主要用帆布桶养殖石斑鱼，结果暴
涨的洪水冲进基地，几乎把所有的帆布桶连同石斑鱼都冲走
了，那是王真华养殖石斑鱼的第二年，损失惨重。

“那个时候我给老厉打电话，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王
真华记得，那天老厉一直陪他待到很晚，“他一直鼓励我重建，
后来帮我申请灾情补助。”王真华说，重建的时候，老厉三天两
头往基地跑，细到生产用房如何分区、养殖证补发补办以及养
殖池改用水泥建、基地四周加设防洪堤等，甚至还请来省农科
院的专家现场指导。

2 个月后，王真华的基地就恢复了生产，还在当年度“浙
江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中顺利通过验收，这是磐安历
史上第一家“浙江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王真华对老厉的干劲和专业程度十分信赖，老厉却总说
自己是石斑鱼养殖的“门外汉”。原来，2019年磐安县农业水
务合并后，原由水务部门管理的渔业生产划转到厉佛龙所在的产业科。彼时，身为
产业科带头人的厉佛龙，在无划转人员、无专业技术的情况下，面对新职能，敢于接
受挑战，主动挑起工作。

“我前半辈子一直是搞农业的，土肥是我打交道比较多的领域。”老厉说的“腼
腆”，但看过资料的记者，心里明白他的厉害：磐安被誉为“中国药材之乡”，中药材
种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其中浙贝母的种植面积最广，有 2 万多亩。2009 年
前后，磐安产的浙贝母遭遇品质下降的窘境，老厉从种植环节调查分析，认为与药
农鸡粪、化肥用得多，土壤酸化等原因有关。为此，他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和水旱
轮作的模式，不仅使浙贝母品质提升，还达到了增产增收的效果。老厉还主导建起
磐安首个商品有机肥厂，每年消耗畜禽粪便、秸秆和菌渣达 2 万多吨，很大程度解
决了全县规模养殖场污染问题，还提高了土壤肥力。2022 年，厉佛龙被授予浙江
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可是，从“种”到“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当年已经 55 岁的老厉没有放
弃、没有退缩，从零开始学习石斑鱼养殖等技术。

跟着专家养殖户学、跑去衢州等地取经、参加培训，老厉不仅白天学习，下了班
吃过晚饭，他又跑回单位，抱着书本和资料一直“啃”到晚上10时才回家，这学习的
态度让他老婆看了都佩服，“一大把年纪还这么拼⋯⋯”

这两年，老厉在全县主推“水产绿色发展”和生态循环渔业。从减少养殖用药、
建设尾水处理设施，到制订首个符合地方实际的“山区溪流石斑鱼繁育技术规程”，
老厉重点推广的山区生态石斑鱼、石蛙等产业迎来大发展，年产石斑鱼鱼苗从原先
500万尾提高到2000多万尾。

此外，磐安尚湖、玉山、方前等乡镇推广茭白+鳖、茭白+小龙虾等种养结合模
式，大大提升了农民收入。老厉还对传统养殖场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了水质监
测、增氧、进排水等生产管理的自动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水产品质量。2022 年，
磐安成功创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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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浦江葡萄采摘旺季，一台由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研发的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穿梭田间。机器人“剪刀手”可以精准定位每一
串葡萄，无损判断葡萄成熟度甚至甜度后决定是否采摘，并不受时间限制高效采摘。目前，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已经在浦江靓松、圣炫、大潘
等三个农场试用。 本报记者 石磊 叶梦婷 拍友 时补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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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手”摘葡萄

本报讯 （记者 徐惠文 共享联盟·
嘉兴经开 陈韬 张婷）“我想找一份叉
车司机的工作。”日前，新居民杨小宇来
到位于嘉兴菜鸟物流园西北角的长水供
应链零工市场，打算找一份合适的零工。

走进长水供应链零工市场服务大
厅，记者看到，一块电子大屏上正滚动
显示着各类用工信息，近期的零工登记
数量、用工企业数量一目了然。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杨小宇很快相中了满意
的“东家”，手机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后，
不到两分钟就完成了简历投递。不久，
杨小宇就得到了一份叉车司机的工作，
并已签订劳动合同。

嘉兴菜鸟物流园日常员工维持在
2100人左右，在“618”“双11”等大促期
间，需要招聘临时用工人员约1万余人，
季节性大批量用工需求给企业带来了不
小困扰。“长水街道拥有华东地区最大仓
储物流供应链，我们以‘综合性+产业特
色’为建设布局原则，综合考虑区域产业
特点，最终选址在这里建设特色零工市
场。”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部副
部长马水强介绍。今年6月，长水供应链
零工市场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目前有37
个二级供应商和15家劳务公司入驻，自
投运以来，累计服务零工1000余人次。

物流园区里有了特色零工市场，不
少企业都舒了一口气。“今年‘618’，我们
用一个礼拜就找齐了 200 多名工作人
员，并将他们分配到包装、分拣、运输快
递等岗位上，速度非常快。”嘉兴市富众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邓远霞说。

企业和劳动者都上了“多重保险”。
“在用工前，劳动者和招聘者通过签订电
子合同，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工
作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被准确记
录并确认，避免因工时记录不准确而导
致的薪资纠纷，同时有效规范了企业的
用工时间。”长水供应链零工市场负责人
李海斌说，园区里还有调解站，一旦发生
劳资纠纷，可第一时间调解协商。

面对规模庞大、主体多元、权益诉
求多样的新就业群体，嘉兴经开区开发

“蜜蜂公会”灵活用工求职平台。劳动
者用手机打开支付宝搜索或者扫描二
维码就能登录平台，选择自己的意向岗
位，点击简历投递选项，输入个人信息，
用工方就能立即看到投递申请，并与劳
动者取得联系。

此外，嘉兴经开区还设置了区级零
工市场，同时根据线上劳动者的求职申
请情况，动态灵活地开展线下招聘活动，
构建更有广度、深度、温度的零工市场。

嘉兴经开区因地制宜拓宽就业空间

零工市场开进物流园

眼下，全国多地都在推进夜间门诊
建设，越来越多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陆续推出夜间门诊。

通过调整医疗资源，延长就诊时
间，夜间门诊满足了患者的多元需求。
那么，浙江夜间门诊开设情况如何？如
何平衡人力、医疗设备等资源？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了杭州、温州两
地多家夜间门诊。

夜间门诊有点忙

记者走访了多个夜门诊，多数夜门
诊从傍晚 4 时 30 分或 5 时开始，晚上 8
时30分左右结束。

傍晚6时30分，浙江省中医院门诊
一楼大厅依然有不少前来取药、就诊的
患者。在二楼推拿科，记者看到，4间诊
室八成床位都躺着患者。当天推拿科
夜门诊值班的郁继伟副主任中医师边
换床单，边招呼患者躺下。“从 4 点半夜
门诊开始，已经看了七八个患者。”郁继
伟说，这个点还算有序，通常每晚的高
峰会出现在 6 时 30 分到 7 时。周一晚
是他固定的门诊服务时间，虽然医院规
定夜门诊结束时间为晚上 8 时，但他经
常要忙到晚上9时或10时才能下班。

找郁继伟推拿的患者小何是第三
次来省中医院夜门诊，记者问及夜门诊
的好处时，她脱口而出：“不用请假。”

据郁继伟观察，夜间来推拿的大多
是中青年患者，因为医院地处西湖边，
偶尔还会有落枕、扭伤的游客来就诊。

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周边有不少小区，夜门诊的开启，
给附近居民带来不少便利。晚 7 时，住

在流水苑的张阿姨找到值班的全科医生
配了一个月的高血压药，“今天最后一瓶
降压药也吃完了，还好有夜门诊开着。”

中心副主任朱秋静告诉记者，除了
设置常见病、慢病看病、配药等全科夜
门诊外，今年这里开出的美容科和中医
科夜门诊，在上班族中颇有人气。

这段时间，温州市人民医院信河院
区的夜门诊也很热闹。晚 7 时许，儿童
生长科门诊室前排起长队，坐诊医生陈
峰正在给家长分析孩子的成长报告。

温州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
医师张宇介绍，早在 2020 年，该科室尝
试开通了每周五的夜门诊，至今已接诊
1800多人次，基本满号。

“现在平均一晚上 20 多人挂号。”
张宇说，今年8月2日起，考虑到市民需
求，科室夜门诊从每周五扩开到每周一
三五，科室10多名医生轮值排班。

在温州市中心医院，针灸推拿科夜
门诊是最受欢迎的科室，院门诊科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对于白天，夜门诊
等候的情况缓解，许多上班族会选择晚
上来看诊，医院倾向安排特色科室以及
高年资的医生坐诊，为患者提供更多选
择空间。除针灸推拿科外，目前该院开
通了眼科、耳鼻咽喉科、儿科、生长发育
夜门诊。

解决白天“看病难”问题

目前，温州市人民医院开通了儿童
保健科、针灸推拿科、耳鼻喉科、妇科、
消化内科等多科室夜门诊，并将根据实
际运行情况调整排班。眼下，温州市属
5 家公立医院都开通了夜门诊，这是温
州市卫健委组织市直属公立医院推出
的便民服务之一。

记者翻看排班表发现，和普通门诊

一样，温州各大医院的夜门诊也有主任
医生参与轮值班，甚至出现夜门诊号源
供不应求的现象。

而自发开出夜门诊的省中医院，则
是因为 2022 年一份对来院就诊人群做
的“画像数据分析”：医院 200 多万就诊
人群中，18 岁至 65 岁的中青年人群达
到80%以上，占据绝对主体地位。

其中腰痛、睡眠障碍、疲劳综合征、
痤疮、颈椎病等已成为男性就诊人群中
最高频的疾病诊断；而女性就诊人群中
则以月经不规律、痤疮、乳腺腺病、腰痛、
睡眠障碍、颈椎病等为高频诊断结果。

“开设夜门诊就是想为这些奔忙的
中青年解决白天看病难的问题。”该院门
诊办公室主任孙华琴说，经大数据分析，
医院做出开设夜门诊的决定，开设之初，
主要针对年轻群体常见的疾病。但夜间
门诊不会分流医院急诊，急诊照旧排班、
开诊，并不削弱其服务力量。

“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门诊来
说，更突出惠民服务的理念。”朱静秋回
忆，在 2019 年该中心就已经推出夜门
诊服务，后来因为疫情缘故，时间变得
不固定，今年春节后才恢复正常，“社区
医院很多都不设发热门诊，加上主城区
医疗资源丰富，居民已经形成急诊检查
去大医院，慢病配药来社区夜门诊的习
惯。所以夜门诊的定位还是很清晰
的。”

科学设置是关键

采访过程中，也有业内人士直言：一
些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开过夜门
诊，但后来往往因成本问题停办。

对患者来说，夜门诊提升了就医体
验，但对医院来说，药房、后勤保障、安保
等各环节的工作人员需要和医生护士一

起加班，都是成本投入。
比如省中医院，为了辅助临床科室

开展夜间门诊，医院同步延长了中医综
合治疗、中药房 2 个辅助科室的诊疗服
务时间。

如何保障医务人员休息，是一个需
要多方权衡、统筹考虑的问题。一名针
灸科医生告诉记者，傍晚他刚结束一天
的门诊，匆匆扒完几口饭，就要无缝衔
接夜门诊，夜门诊的量还不少，有时要
忙到九十点钟才能下班。

温州有医生表示，通过延长就诊时
间，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但也
延长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对他们提
出了更高要求。

夜门诊不额外或加价收取费用，但
又要“加强医务人员的调班休息和其他
福利待遇支持保障”，医院人力资源成本
大大增加。省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强表
示，医院正进一步协调两者间的矛盾，比
如通过数字化建设，加强就诊人群的分
流，引导适合的复诊患者尽量在线上进
行诊疗，结合成本管控和人力资源配置，
做好“医院的公益性”和“保障白衣天使
的权益”之间平衡关系，为夜门诊长期可
持续开展提供有力可靠保障。

让群众体验便利医疗，除了夜门诊
方式，其实还有多种途径。在采访中，
温州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医院大力推进医疗上门服务，该院

“互联网+护理服务”以“线上申请，线下
服务”的模式为主，为无法到医院的人
群提供统一、规范、安全的上门居家护
理以及线上护理咨询服务，让群众足不
出 户 就 能 感 受 到 优 质 、便 捷 的 就 医
体验。

显然，夜门诊的开设符合社会发展
需要，但只有科学客观的设置，才能让
患者和医生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全国多地推进夜间门诊建设，浙江情况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方便了患者，但也别累坏了医生
本报记者 朱 平 王艳琼 通讯员 陈岩明 葛承辉

本报讯 （共享联盟·德清 王力中）
“前一阵子，在外地的一位客户给我媳
妇发微信反映，希望能给这虎头鞋加一
个精美的外包装，一来提高赠送的价
值，二来便于邮寄。我觉得这建议好，
这两天，我正在找儿子商量呢。”70 岁
的章春妹边纳针做虎头鞋，边说着心中
的期望。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它的制作工艺已经被列入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德清县禹越镇夏东村的
章春妹，正是这虎头鞋的教学和推广
者。在当地妇联的帮助下，章春妹组建
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围绕“传承非遗文

化，促进妇女增收”，开展虎头鞋的制作
与销售。如今，村里已有126名妇女爱
上虎头鞋制作，人均增收万元以上。

像章春妹这样的群团创业增收致
富带头人，如今已遍布德清全县。今年
年初，禹越镇掀起了“由我来领办·群众
齐参与”的全民共富实践活动，引导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乡贤、群众
全面参与惠民驿站、“共享园区”、“青创
筑梦”等25个共富项目。

德清县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禹越镇启动实施了多个城乡共富新
样本品牌，发动各群团组织谋划共富项
目，形成了一批先进经验做法。

德清“群团共富”行动带来好风景

25个共富项目带着乡亲奔共富

本报讯（记者 李娇俨 实习生 叶子）
暑假期间，全省各地的文化馆里，浙大
学子的身影频频出现。他们带着“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走进群众，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美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得到
传播，引发“和鸣”。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党委副
书记赵蕾蕾向记者介绍，2023 年度浙
江省“百生进百馆”文化共建活动由浙
江大学和浙江省文化馆联合主办，已从
全校招募近 100 位学生宣讲员，覆盖浙
江大学 20 多个学院，组建 19 支宣讲小
分队陆续分赴全省各县（市、区）文化馆
开展宣讲。

这项活动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
果为主要内容，结合浙江各地传统经典文
化，引导青年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
系”成果中汲取丰富滋养，以文化宣讲和
乡村美育等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展公共文
化服务和全民艺术普及，进一步挖掘传播
中华传统艺术，推进全省精神共富。

“在去年文化共建活动试点的基础
上，今年我们以更大规模、更深入地整合
利用馆校文化资源，优化全省的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省文化馆副馆长张国樟告
诉记者。此次“百生进百馆”活动，是高
校和群文系统联动共建的实践探索，也
是深化全民艺术普及工作、助力实现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精神富有”的载体。

张国樟表示，今年的“百生进百馆”
活动出现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
形式，如穿着宋代服饰和观众互动，让
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古人的生活与美
学。实际上，这次活动也是对“大系”项
目成果的进一步保护、利用和传播。

在充满烟火气的建德寿昌古镇，面
向当地居民，建德分队队长、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学院国画专业硕士生许陈
炜和队员们筹备了“宋韵今声—历代经
典绘画解读与实践创作”“莼鲈之飨—
宋代绘画中的饮食文化主题讲座”等多
场活动。在为期 5 天的活动中，当地观
众的热情和志愿者的积极协助，让许陈
炜感受到，寿昌镇在书画艺术方面，有
很好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文化需求。

许陈炜告诉记者，整个社会实践活动
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面的群众。有一次讲
座结束，一位小观众对《清明上河图》十分

感兴趣，不停地追问这幅画背后的历史故
事；还有一位年轻的艺术生，和主讲人热
烈地讨论宋徽宗画作的真伪。

在宁波北仑，实践团的宣讲对象是
十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怎样才能让低
年龄段的孩子坐得住板凳？用什么方
式宣讲，他们更容易接受？

北仑分队的4位成员脑洞大开——
理论讲解可能稍显枯燥，那就多多提
问，并接收孩子的回答；宁波美术馆正
好在展陈“大系”，那就以生动的展览代
替幻灯片，边走边学；相比坐着听，孩子
可能更爱动起来，那就试试临摹宋画、
玩毽球、体验“推枣磨”游戏⋯⋯

北仑分队与北仑区文化馆的精心
设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活动现
场，孩子们或热情地抢答，沉浸在宋画
的世界；或专注描摹，用稚嫩的手画下
荷花莲叶、古树飞鸟。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21 级本
科生、北仑分队队长潘翌宁告诉记者，
在参观展览过程中，她听到一位小朋友
说“这幅画昨天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
孩子们对知识的吸收与调取让她非常

欣慰。“通过宣讲，他们对中国古代绘画
有了一定认识。这个年龄段，对传统绘
画的笔法、技法等有深入理解还比较
难，但倘若能有一朵花、一只禽鸟在他
们的记忆中栖息，那就有萌芽的希望。”
潘翌宁说。

在淳安，浙江大学信息工程专业20
级本科生林子涵和 4 位队友一起带当
地居民临写书法、画木头画，并策划了
一场以“宋画与宋人审美”为主题的宣
讲。这个小团队中，不仅有书法十级、
艺术修养较高的学生，也有林子涵这样
负责安排住宿伙食、物资搬运、宣讲设
备调试等的“强力辅助”。

“这次社会实践前，不管是对古画
还是对关于绘画的传统文化，我都知之
甚少。此次淳安之行，不仅向大家宣传
了我们的‘大系’项目，也加深了我对传
统文化的陶醉与热爱，我也对这些古画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子涵说。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这些青年宣
讲员还将继续走进衢州、绍兴等地，传
播中国古代艺术瑰宝的深厚内涵，活动
将持续至8月底暑假结束。

浙大学子暑期走进全省多地文化馆，传播“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大学生讲“大系”，讲出什么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