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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4月3日讯 （记者 王逸群） 3日，全省“扫黄打
非”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贯彻落实全国“扫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
形势，部署今年任务。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扫黄打非”战线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打防并举、综合治理，紧紧围绕“护
航亚运”等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有力彰显了“扫黄打
非”护安全、防风险、正风气、促发展的积极作用。

会议强调，全省“扫黄打非”战线要提高站位、增强敏锐，
准确把握“扫黄打非”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地抓好“扫黄打非”工作。要突出重点、紧盯关键，深入开展

“净网”“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坚决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
动，深度清理网上网下文化垃圾，从严惩治侵权盗版违法行
为。要压实责任、增强合力，优化协调机制，夯实工作基础，建
强工作队伍，推动全省“扫黄打非”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勇当
先行者、谱写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通报了 2023 年全省“扫黄打非”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和个人。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嘉兴
市委宣传部、金华市委宣传部等作了交流发言。

全省“扫黄打非”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本报杭州 4 月 3 日讯 （记者 蒋欣如） 记者从 3 日举行
的全省反走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2023 年，我省反
走私县域治理试点领跑全国，多部门协同打击走私战果丰硕，
系统性改革创新成效明显，在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年度考
评中连续5年取得第一。

过去一年，我省象山、瑞安、温岭等地推进反走私县域治理
试点工作，初步形成反走私县域治理基本框架和工作体系。海
关、海警、公安等缉私执法部门实施“国门利剑2023”联合打击
行动，全省共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 5708 起，案值 260.37 亿
元，涉税额 82.82 亿元。初步建成反走私智慧综治体系，有力
支撑全省反走私业务精准化决策、协同化作战、精细化管理。

今年，我省将扎实推进打击走私和综合治理各项工作，进一
步加大打击重点领域走私力度，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打私工作，加
强反走私智慧综治建设，构建岸线综合防控体系，高质量推进反
走私县域治理，确保我省反走私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始终保持严打走私高压态势
我省去年查获走私违规案件570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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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4月3日讯 （记者 朱承 通讯员 葛科） 记者3
日从省建设厅获悉，截至 3 月底，全省 11 个设区市向金融机
构推送第一批房地产融资白名单项目59个，目前已全部获新
增授信，授信金额 219 亿元，其中 38 个项目已逐步按需放款
71亿元，及时缓解了相关房地产项目的资金压力。

“自我省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成立运行以来，我厅会
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各地持续推出了一批房
地产融资白名单项目。”省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定
期会商，协商融资中遇到的困难，帮助房企、金融机构实现精
准有效对接，做到“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
融资需求，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从覆盖面来看，第一批项目覆盖我省11个设区市，涉及29
个县（市、区）。从落地效果看，59个白名单项目全部获得新增授
信，项目落地率和融资需求落地率均达100%。从房企所有制比
例看，获得授信项目中，民企和混合所有制项目数、授信金额比
例分别占总数的70%、74%；其中，我省一民营房企在湖州市的
项目获得融资18亿元，为我省目前最大的融资落地项目。

据悉，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第二、三批白名单项目落
地见效。同时，指导各地持续摸排储备白名单项目，并积极促
成银企融资对接，确保对合理融资需求做到“应贷尽贷、应满
尽满”，助力我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省房地产融资白名单项目获授信219亿元

鲜花念亲人，心香寄哀思。
有些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浓烈，

就如大家对交警陈永虎的思念。
陈永虎生前系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

交警大队马鞍中队中队长。2023 年 5 月 16
日凌晨，他带队开展交通整治时，被拒不停车
的越野车顶在引擎盖上拖行 700 余米，致严
重受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48岁。

陈永虎牺牲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好
人、最美浙警等，省公安厅还作出在全省公安
机关开展向陈永虎同志学习的决定。

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民警，随着他越来
越多的事迹被发现，人们方才知道，平凡的背
后，是如此的不凡。

“他总会把危险留给自
己”

“虎哥，你知道吗，我们都想你了！”4月3
日上午 9 时，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民警
围在柯桥区南山公墓陈永虎的墓前，追忆着
他生前的点滴。

清明时节，英雄的墓前又新增了不少鲜
花和盆栽。公墓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常有亲
人、同事和市民来看望、悼念陈永虎。

大家都忘不了，10个多月前的那一幕。
2023 年 5 月 15 日 23 时 30 分，陈永虎带

着队友在马鞍街道汇商路设卡开展交通整
治。23 时 54 分，一辆越野车进入他们的视
线。现场辅警示意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但
越野车突然加速，直接冲卡逃逸，撞坏了数处
路边的隔离栏。

一路横冲直撞过后，越野车居然再次绕
回同一执勤卡口。“这里是商业中心，他继续
开下去要闯祸的，必须截停，大家注意安全！”
陈永虎果断上前准备拦停车辆，但司机只是
稍稍停顿了一下，又一脚踩下油门，将陈永虎
直接顶到了越野车引擎盖上，再次加速逃离。

陈永虎抓住汽车的引擎盖，用尽力气保
持平衡，还努力腾出右手，用力拍打引擎盖：

“停车，快停车！”
40秒，700米，直到撞断了路边一棵大树，

翻下两米高的坡路，与对向车道一辆轿车发生
碰撞侧翻，越野车才停下。此时，陈永虎躺在
了血泊之中。最终，他因伤重不治离世。

他为什么不躲？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
问。在陈永虎牺牲的汇商路上，同事周烽指
了指前方——往南一两百米远，就是人流量
非常大的夜宵摊，如果越野车冲撞进去，后果
不堪设想。

周烽与陈永虎共事多年。周烽说：“他总
会把危险留给自己。”

就像查酒驾，一些驾驶员酒后驾车常会
做些危险举动，陈永虎每次都站在最前面。

“每次带嫌疑人去医院做血检和去分局办案
区，他都亲自去，就担心他们在路上有什么过
激行为。”周烽告诉记者。

“能带领大家干的人，一
定是自己先干在前”

“能够带领大家干的人，一定是自己先干
在前，陈永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柯桥区
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国兴对陈永虎
的评价。

从 1995 年 11 月从警到牺牲，陈永虎一
直在基层交警中队工作。在同事眼里，陈永
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
了工作。

如今在马鞍中队，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
里面已经空置近一年，摆设依旧保持着原样，
办公室门口去向牌上标着：陈永虎，警号
040936，在岗。

办公桌上，放着陈永虎生前的工作笔记
本。其中，有一份停车规划，已经是第五稿
了，还有划注、删除、修改的痕迹。解决马鞍
街道道路两旁大货车违停的问题，是陈永虎

生前的心愿。
2022 年 6 月，陈永虎从柯北交警中队调

至马鞍交警中队任中队长。马鞍中队的辖
区，是绍兴工业企业的集聚区域。道路两旁
大货车长期停放影响交通安全，是一个老大
难问题。为了找到解决办法，陈永虎一遍又
一遍地调研、制订解决方案，甚至还找经常违
法停车的大货车驾驶员一起探讨。

对陈永虎的举动，那些因停车难而经常
违法停车的驾驶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
们也从一开始被处罚的愤怒，慢慢转变成对
陈永虎的理解、感激。用一位拖挂车驾驶员
的话来说，陈永虎不只是为了管好路面，也是
在为我们这些大货车驾驶员的生计考虑。

“陈永虎工作的细心、踏实，是出了名
的。”黄国兴说，陈永虎曾先后在钱清中队、柯
桥中队、柯北中队工作。在柯北交警中队任
中队长期间，陈永虎带队创建成为全省首批

“枫桥式”交警中队。由他一手建立的“社区
交警工作室”，通过“驻村守望”，使辖区村民

的交通守法意识明显增强，事故和违法现象
大幅减少。

“无论多难的事情，他都
会帮我们想办法”

“我们企业在主干道旁，以前因为绿化带
挡住大门口，车辆出入很不方便。大热天，陈
队长一次次帮我们跑腿申报，最后相关部门重
新规划绿化，方便了员工出入。真是好人啊！”

这几天，不断有群众自发来到陈永虎的
墓前祭扫，其中有一位来自钱清街道的企业
主告诉记者，陈永虎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待
人也十分友善热情，“只要是合法合规，他能
办的，事情再难，都会想方设法帮我们办好。
即使他调离了，我们碰上难事找他，他依然还
是热情相助。”

“有困难，找虎哥。”无论在钱清的市场，
还是在柯北的园区，抑或是马鞍街道的企业，
不少和陈永虎打过交道的人都有同样的感
受，只要有困难找他帮忙，陈永虎一定二话不
说帮到底。

前去祭扫的市民洪先生记得，大概七八
年前，他打 12345 热线反映一个道路交通安
全问题。当时12345热线把信访件移交到陈
永虎手中。陈永虎立即跑到现场实地踏勘，
全力推进问题及时解决。

因为有了这次热线的处理，洪先生加了
陈永虎的微信。洪先生后来碰到一些和道路
交通安全有关的事，都会习惯性地直接给陈
永虎发微信、打电话反映。尽管很多事早已
不是陈永虎的管辖范围，但他每次都有问必
答、有事必办。“我的微信里，还存着陈永虎反
馈问题时的语音。每听一次，我就忍不住要
流泪。”洪先生说。

柯桥区柯海公路与新围路交叉口车流人
流密集，是连通柯桥区东西走向的交通要道，
也是陈永虎生前执勤时间最长的路口。如
今，这一路口执勤岗被命名为“先锋示范岗”。

“陈永虎。”“到！”
每次列队点名时，都会报陈永虎的名字，

而队员们会一起大声喊“到”。
他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英雄的

敬仰与思念。
因为在大家心中，陈永虎永远“在岗”。

虎哥，永远“在岗”
——追记绍兴柯桥交警大队马鞍中队原中队长陈永虎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周杨洁

本报杭州4月3日讯（记者 张梦月 陈晓驰） 3 日，杭州亚
运会博物馆全面对公众开放。博物馆位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地下一层西南角，展陈面积约为 5400 平方米，全面还原了
杭州申办、筹办、举办亚运会的精彩历程，是重要的亚运遗产，
更是杭州为亚洲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宝贵见证。

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共设三间展厅，分别为“亚运与杭州”
“亚运与亚洲”“亚运与未来”。第一展厅“亚运与杭州”展现了
杭州亚运会申办、筹办的历史进程与精彩纷呈的亚运故事。最
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等比例缩小的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
涌”，观众可以按照提示，亲手“点燃”亚运主火炬。

第二展厅“亚运与亚洲”，讲述的是亚运历史长河中，各主
办城市的厚重历史与璀璨的亚洲文明。展厅里，可以看到历
届亚运会火炬、吉祥物、奖牌、海报等珍贵实物。第三展厅“亚
运与未来”，包含 TED 主题剧场、互动体验区与书吧，还设有
项目体验区域，观众可以在此体验AR滑雪、红外射击等项目。

“不虚此行！”来自广东佛山的徐女士是个体育迷，对奥运和亚
运历史一直十分感兴趣，“我第一时间约了3日的票，带着女儿一
睹亚运会幕后精彩，这对培养孩子的文化自信是非常好的体验。”

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共有展品 1 万余
件，后续将不定期更新。同时，杭州亚残运会展区正在改造提
升，不久后就会向社会开放。市民游客可在“杭州第 19 届亚
运会”官方公众号内预约参观。

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81192，请返航！”每年 4 月 1 日，这段呼
唤都会被人提起。在“海空卫士”王伟的家乡
湖州，这一天被更多人铭记。

绿树掩映下的王伟纪念碑巍然耸立。4
月 1 日 9 时许，位于湖州南太湖新区的碑前
广场上站满前来瞻仰烈士、缅怀英雄的人。
学生、教师、老党员、退伍军人、公益组织，还
有特地赶来的市民⋯⋯他们手捧鲜花、战机
模型、王伟纪念画等，井然有序地列队鞠躬敬
礼、垂首默哀，用自己的方式致敬英雄。

对于王伟母校湖州市龙泉小学的学生来
说，“海空卫士”的英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纪
念碑前，学生们齐声朗诵诗歌《王伟叔叔，您永
远活在我们心中》，句句诗词尽显少年凛凛英
雄气。“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过王伟
叔叔的事迹。”该校五年级学生马问告诉记者，
他们提前10多天就开始构思诗朗诵的文稿，
通过穿越时空的对话，赓续英烈精神。对孩子
们来说，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政课。

纪念碑前的歼 20 飞机模型和手绘纪念
画，是王伟另一所母校湖州市第四中学的学
生们制作的。摆好后，学生们上前俯身细心
擦去碑体上的灰尘。该校学生赵忻妍说：“我
画的内容是王伟站在战机前仰望南海天空。
手执画笔时，其实王伟叔叔的形象和战机编
号‘81192’早已镌刻在心里，每次来瞻仰都
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时光回溯，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
飞行员王伟在执行对美军电子侦察机跟踪监
视飞行任务时，坚毅果敢、沉着冷静，用生命
捍卫祖国领空。

英雄从未远去，家乡的人也不曾忘记。
人群中，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深情凝望纪念
碑良久。他叫陈子水，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曾
是一名空军战士，时常会来王伟雕像前走走
看看。陈子水感慨，23 年过去了，我国的国

防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对王伟烈士最好
的告慰。

广场上，一拨又一拨缅怀英烈的人来
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带着亲手制作的小白
花，每一朵都寄寓着对英烈的敬意；老党员们
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用铮铮誓言彰显初
心不改⋯⋯

前几天，王伟生前的战友葛汉昌驱车4个
多小时从江苏南通赶到位于杭州的浙江安贤
园看望王伟。他掏出蓝色毛巾仔细擦拭王伟
的雕像后，将两束鲜花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烈士

墓碑前，眼眶湿润：“王伟，老战友看你来了！”
葛汉昌是王伟的战友，也是住在对门的

邻居。在他印象中，王伟总是理着小平头，爱
笑，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人。“他对待飞行非常
认真，每次地面练习时，对每个动作要领都仔
细练习、反复演练。光是钻研飞行理论的笔
记本，就有好几本。”葛汉昌回忆，每次想到这
么可亲可爱的战友离开了，他的心头就会涌
上无限哀伤。

“王伟是我们最挂念的亲人，也是我们最
大的骄傲。”每逢清明，姐姐王琳对王伟的思

念更深。“从小一起长大，他当年参军也是第
一个告诉我的。”王琳说，弟弟一直是贴心温
暖的人，即使身在部队，每年生日前都会从邮
政局拍电报给她送花，祝福她生日快乐。

“今年，我打算像往常一样，在 4 月 10 日
弟弟生日那天，去纪念碑前陪他说说话，告诉
他妈妈身体很好，前年外甥蒋宇凡也成了一
名飞行学员。”王琳说，她更要把社会各界对
王伟的缅怀和思念告诉弟弟，在他离开的 23
年里，人们从未忘记他，也从未停止过呼唤：

“81192，请返航！”

王伟纪念碑前摆满战机模型和手绘纪念画

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唤：“81192，请返航！”
本报记者 孟 琳 丁 珊 共享联盟·湖州 吴明宪 通讯员 陈华俊

清明蹲点记清明蹲点记

本报讯 （共享联盟·三门 陈玲玲 记者 陈栋）“真没想
到，剪枝剪得好也能成技师。”日前，花桥镇橘农柯坚强在三门
县“新农人技能创富工坊”甜蜜柑橘种植技术培训暨修剪技能
大赛上获得一等奖，被认定为“三门县技术能手”。当日，共有
18名剪枝达人晋升技师技能、高级工技能等级。

“柑橘产业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发掘一批种植能手、培训一批种植高手、打造一支高
素养柑橘种植队伍，推动三门柑橘产业实现年产值超 5 亿元
的目标。”三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社保局局长章益说。

2023年，三门共推动普及性“农民大培训”6万余人，培训
实用人才1500人、高素质农民310余人。

三门打造高素养柑橘种植队伍

剪枝剪得好，也能成技师位于湖州的王伟纪念碑前，摆满了鲜花、战机模型和母校学生的手绘画。 共享联盟·湖州 吴明宪 摄位于湖州的王伟纪念碑前，摆满了鲜花、战机模型和母校学生的手绘画。 共享联盟·湖州 吴明宪 摄

陈永虎（右）生前在对电动车主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绍兴市公安局供图

陈永虎办公室门口的民警去向牌仍然显示
“在岗”。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