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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衢州 5 月 23 日电 （记者
赵璐洁 叶晓倩） 本报 5 月 23 日《一
线调查》栏目刊发报道，聚焦 G3 京
台高速江山服务区附近主线频繁封
道问题，引发多方关注。

23 日上午 10 时，记者再度前往
G3京台高速江山服务区附近路段，发
现摆放在路面上用于引导车辆驶进服
务区的锥筒已经被撤除，高速主线恢
复通行。“早上上班时，我看到主线上就
没有锥筒了，通行正常，不用绕行服务

区了。”经常往返于衢州城区与江山的
车主郑先生说。

据了解，报道刊发后，全省各交
管部门也对辖区高速是否存在长时
间封道检查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与此同时，针对报道中，网友和
司机有关“主线拦截让司机绕行服务
区，是不是有为服务区导流的可能”
的联想，江山服务区建设运营方负责
人明确回复，这个是不存在的。“服务
区从未主张要求车辆强制入区。同
时，我们会不断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为公众营造一个舒适便捷的出行环
境。”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再访被频繁封道的 G3 京台高速江山服
务区附近路段——

锥筒已被撤除 主线恢复通行
报道反馈

第二批、第三批援藏干部叶朝胜：

和大自然争抢时间

跟着近期本报的援藏报道，浙江省
第二批第三批援藏干部、现任温州市政
协副秘书长叶朝胜的记忆，一下子被拉
回到26年前，他说：“在那曲的6年，我写
下了无悔的青春答卷。”

1998 年 6 月，30 岁的叶朝胜告别家
人，作为第二批援藏干部奔赴那曲地区嘉
黎县，担任县委办主任。忙碌的工作之
余，他还负责温州市援建嘉黎县工程的
建设。

1999 年 4 月，负责援建项目的他去
那曲对接设计人员，路上肚子隐隐作痛。
第二天他强忍着病痛，陪设计人员赶回嘉
黎县城。因为山路被洪水冲垮，车子颠簸
了12个小时，回到嘉黎已是晚上，医生诊
断可能是甲肝，打完针症状却没有缓解。
第4天他搭车去拉萨治疗，到了医院已经
是晚上 12 时多，急诊医生判断是急性胆
囊炎，要求他马上住院治疗。

“很神奇，确诊后药到病除，肚子痛感
明显好转。”住院6天后，还没完全康复的
他急着要出院，“工程还等着我，必须抢时
间。”高原太冷，县里的工程一般到 10 月
份以后就不能再施工，叶朝胜不顾医生的
阻拦，当晚就带着药赶回县城。

和自然争抢时间，这种只争朝夕、不
顾艰险的精神，是所有援藏干部的写照。

“记得有一次下乡，突然，前车轮从
眼前飞走，车头撞到了草地上，生死就在
一瞬间。”交通不便、生活艰辛以及高原
带来的不适，并没有让叶朝胜停下援藏
的脚步。在第二批援藏结束时，他主动
选择留下来。“那时候因为年轻，有种不
怕苦的执着，也得到我妻子的理解和支
持。”叶朝胜说。

第四批援藏干部陈春生：

把高水平医疗带到高原

2004 年 6 月，时任衢州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的陈春生作为浙江省第四批援藏
干部，被派至那曲地区人民医院担任副
院长，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高原缺氧环境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在

艰苦地区工作也最能培养人的能力。初
到那曲的陈春生顾不上高原反应，边适应
边开展工作，迅速完成角色转换，融入到
挂职工作中，积极参与医院巡回医疗、下
乡义诊、医生培训等各项医疗活动。

“那曲的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山高路远，当地医疗条件相对落后，我想
为那里带去一些改变。”陈春生说。

陈春生清楚地记得，医院当时没有
120 急救中心，也没有像样的彩色 B 超
室，部分病床陈旧老化⋯⋯为此，他多方
位争取援藏项目和资金，三年间，共争取
到600余万元资金用于医院建设。

在完善当地医疗健康硬件设施的同
时，陈春生还为当地培养医疗卫生骨干
人才。他建立起医院年轻医生进修培训
制度，通过“传帮带”留下了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伍。

“经过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接续奋
斗，西藏的医疗条件在显著提升，百姓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陈春
生表示，作为援藏干部的一员，他感到自
豪，祝愿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第五批援藏干部娄天荣：

我们早已是家人

看了本报的援藏报道，作为浙江省
第五批援藏干部，现任上虞区教育体育
局党委副书记的娄天荣陷入了回忆。

2007 年 6 月，娄天荣前往西藏那曲
地区。

担任比如县教体局局长的娄天荣有
点惊讶：九个乡、一个镇，每个乡里只有
一所小学，整个县只有一所初中和一个
幼儿园。全县入学率不到百分之六十。

“比如县地域非常辽阔。牧民多，孩
子上学也远，干脆就不上学在家门口玩
耍。”娄天荣心想，既然来了就要尽自己
所能做点事。

前往学生家的路并不好走。娄天
荣对其中一条路记忆深刻：一边是高
山，一边是峡谷，坑坑洼洼的土路只能
通过一辆车，对面有车过来只能在转弯
处避让。

“只要去读书，免费吃穿住，还会补
贴你们钱。”这是在比如县三年，娄天荣
常说的一句话。去一所学校，50 公里山
路，开车要半天，娄天荣有时候干脆睡在
学校，第二天继续去学生家做工作。

娄天荣还带来上虞区财政局给比如
县教体局的援藏资金，给县中心小学建
造了教师宿舍楼。剩下的钱给当地的学
校修路，并给学校和教育局捐赠了电脑。

“在比如只待了三年，但是我们早已

是一家人。”娄天荣说。

第六批援藏干部黄胜涛：

留下更多宁波元素

这几天，在《浙江日报》看到援藏故
事，勾起浙江省第六批援藏干部、现任宁
波市人大城建环资工委副主任黄胜涛对
援藏岁月的回忆，他感慨：“毕生难忘。”

2010 年 7 月，第六批援藏干部到达
那曲地区比如县，黄胜涛在那里担任县
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比如县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缺氧和遥远，这是他对比
如县的第一印象。“在比如县城，宁波元
素处处可见。”他说，像宁波路、宁波市
场、象山文体中心⋯⋯这是一批批宁波
援藏干部为比如县作出的贡献。

第六批援藏干部刚到比如县就开展
调研，发现当地土地资源匮乏、建设缺乏
有效规划指导等问题。他们便邀请镇海
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制定了《西藏那曲
地区比如县总体规划》，从空间布局、产
业布局等方面作出全方位规划。为了科
学制定这份规划，他们跑遍了比如县，为
当地留下第一份城市规划。

在资金援藏、项目援藏的基础上，他
们加上了智力援藏。黄胜涛和同事实施
了一个干部素质提升工程——组织全县
党政干部和村书记分批到宁波考察培训。

在比如县，援藏干部推动了比如大
礼堂、宁波路改造提升等当地急需的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他们克服高原工期
短、配套服务难等困境，项目全部保质保
量按要求顺利交付，得到当地百姓和西
藏自治区建设厅的高度认可。

第七批援藏干部陈峰：

那曲是我的另一个故乡

“在那曲工作的日子，我终身难忘。”
这些天，本报刊发的《跨越三十年的两封
高原来信》，打动了嘉善县政协社法委主
任陈峰的心，也打开了他对那段珍贵岁
月的回忆。

2013 年，陈峰踏上前往西藏那曲县
的征程。作为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
陈峰在那曲收获了万里羌塘大美的自
然风光，也收获了复杂环境下坚守的初
心，更收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

在那里，陈峰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
任，肩负撰写文稿、安排会务以及协助杭
嘉援藏小组其他成员开展各项工作的任
务。陈峰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适应那
曲的生活环境，他便跟随当地干部下乡
调研，从早上8时直至次日凌晨4时才返

回宿舍。他和所有援藏干部一样，一步
一脚印，丈量每一寸的风土人情。

让陈峰难忘的是那一张张绽放的笑
脸。援藏三年间，陈峰和同事一起推进

“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为家庭条件
困难的唇腭裂患儿提供免费的医疗救
助。大家克服资金、语言、手术场地等诸
多困难，最终共为 55 名当地唇腭裂患者
做了手术。

尽管那曲海拔高、气温低、气压低、含
氧量低，但一股“缺氧不缺精神”的信念得
以孕育。“三年援藏经历犹如一朵盛开的
格桑花，将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永远照
亮着我生命的旅程。”陈峰说，援藏是一种
缘分，更是一份责任。现在的他，早已把
那曲当作魂牵梦绕的“另一个故乡”。

第八批援藏干部傅顺军：

且把嘉黎当家里

“那曲有‘浙江路’，嘉黎有‘台州
路’，西藏随处可见内地援藏的印迹。”作
为浙江省第八批援藏干部，现任台州市
委副秘书长傅顺军看完本报援藏 30 年
相关报道后感慨万千，“援藏就是接续奋
斗，一批接着一批干，每一批都干成一些
实事。”

2016 年 7 月，傅顺军进藏担任嘉黎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到嘉黎
我们就开展调研，当地最缺什么，我们就
争取援助什么。”

建成海拔最高的藏香猪培育基地，
直接带动 500 多名农牧民致富；拓宽县
城主干道，新建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林堤
乡小康示范村建成，牧民从破旧“土房”
搬入藏式“排屋”⋯⋯“当时有一首打油
诗，‘离开家里到嘉黎，且把嘉黎当家
里’。”傅顺军回忆，3年间，浙江援藏落实
了计划内项目 113 个，全方位助推那曲
脱贫攻坚，也算不辱使命。

傅顺军觉得，个人命运有幸与国家
使命紧密相连，是组织的信任和重托，也
是所有援藏人一生的荣光和骄傲。“牧民
们见到我们，总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风
干的牛肉、自制的酥油茶，纯朴的笑容饱
含说不尽的情意。”他想，或许，这就是援
藏的意义，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

援藏回来 5 年了，傅顺军对那片山
水的怀念从未淡去，老西藏精神和援藏
精神一直烙在心上，这也激励着他在本
职岗位上继续奋斗。

（本报记者 汪子芳 赵璐洁 朱银燕
应 磊 赵 静 见 习 记 者 李 洁 薇 共 享
联盟·嘉善 陈浩）

我省多批次援藏干部感怀难忘岁月——

在青藏高原，写下无悔答卷
编者按：三十年岁月如歌，三十年砥

砺奋进。近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西
藏日报社，推出了《跨越三十年的两封高
原来信》等援藏报道，引发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本报今日刊发报道，记录浙江省
多批次援藏干部对难忘岁月的回望和对
青藏高原的真情。

本报宁波 5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华 通讯员 王嫱） 23 日，中国（宁
波）—中东欧国家交流周开幕。作为
交流周期间的重要机制性会议，由中
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联合商会第八次会议同日举行。

今年是宁波深度参与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 10 周年，宁波把机制
性会议和经贸人文活动统筹整合为
交流周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活力与动
力，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
深走实。交流周期间，将开展 8 项
主体活动，包括 3 项机制性会议、4
项人文交流活动和 1 项经贸促进
活动。

交流周首日举行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联合商会第八次会议，旨在加
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工商界的联系，
为双方企业搭平台、拓商机。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代表、中东欧驻

华使节、联合商会中方理事会成员单
位代表、中外企业家、专家学者等
300多人与会。

活动期间，举办了中国—中东
欧 国 家 联 合 商 会 中 方 理 事 会 会
议。宁波市贸促会还与中国—罗
马尼亚国际贸易和经济促进会共
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继续加
强宁波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经济贸
易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根据2013年《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
由中国和波兰共同发起,并邀请其他
中东欧国家商协会及贸易投资促进
机构自愿加入的非营利性机制。目
前，联合商会共有中国贸促会和 17
家中东欧国家商协会及贸易投资促
进机构（涵盖12个中东欧国家）成员
单位。

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交流周开幕

本报杭州 5 月 23 日讯 （记者
唐骏垚 通讯员 胡金 沈小娟 庄琦）
23 日，在全国第 23 个“安全生产月”
前夕，杭州市余杭区开展了环卫安全
生产与应急演练活动，模拟车辆起
火、高温中暑、路面抛洒、应急防汛等
场景“实战”演练，提高环卫工人面对
各种紧急情况时的处置能力。

夏季不仅有高温，还有短时强
降雨、台风等，对环卫工人来说都
是挑战：驾驶的环卫作业快速保洁
车发生火情，如何应对？作业过程
中，出现头晕目眩等中暑症状怎么
办？汛期发现城市积水，又该如何
处置？

以模拟车辆起火场景为例。记
者现场看到，当环卫作业快速保洁车
发生火情，环卫工人立刻下车联系消
防部门，并及时通知班组长和应急班
组，再用随车携带的安全警示锥置警
示后车，等待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

余杭区消防救援大队未来科技城消
防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到灭火。

“整个过程看似简单，但有很多
安全细节不容忽视。”参与演练单位
洁洁城市管理有限公司是清扫保洁
行业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专业从事
环卫综合养护一体化等服务，现场
负责人郑奇淮介绍，“环卫工人不仅
需要对来往车辆进行交通引导，也
需要疏散群众，防止爆燃现象的发
生。”

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举办活动的初衷，是希望
帮助环卫工人学习和掌握相关知
识，有效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在杭
州市环境卫生和生活固废处置保障
中心指导下，余杭还将组织一系列
演练活动，检验应急处置预案，锻炼
应急救援队伍，以此提升城市的应
急应对能力，用实际行动护航平安
杭州建设。

余杭环卫设置多种模拟险情练兵

为“万一”的险情 抠“一万”的细节

本报讯（通讯员 朱勇 记者 金梁）
未来水循环如何处理？污水资源是
什么？5 月 23 日，在浙江省城乡规
划设计院召开的未来污水厂建设主
题研讨会上，这些问题被与会者深入
讨论，认为当前国内的污水处理技术
已从“跟跑”进入“领跑”。

此次研讨会以“污水资源概念
厂”为背景对未来污水厂建设展开交
流，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新型污水厂的
进一步认知，污水厂不仅是削减污染

物、达标排放的工厂，也可以是水源
工厂、能源工厂、肥料工厂。其中，

“概念厂”采用的活性自持深度脱氮
技术、高干厌氧技术等，取得了降碳
耗、稳达标、低成本的优异效果，被业
内普遍看好。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水
排水委员会主任委员卢贤飞认为，未
来污水厂需整合各种创新设计和领
先技术，有助于推动我省城镇污水厂
的高标准建设，助力行业绿色、低碳、
智慧发展。

专家共商未来污水厂建设

本报嵊泗 5 月 23 日电 （记者
乐美真） 23 日，“海岛支老”工作专
题研讨会在嵊泗县召开，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要实现海岛支老可持续发
展，需要发挥社会力量，吸引更多年
轻人参与，成为其中关键。

3 年前，浙江主动破题海岛养老
服务不均衡问题，首创海岛支老行
动。自此，5 个结对市从服务支老、
设施支老、管理支老、文化支老四方
面，向舟山 15 个偏远海岛输送优质
养老资源，成为以实际行动践行“八
八战略”、推动“山海协作”在养老领
域的创新之举。

3 年间，全省累计派出 257 名支
老人员上岛，会同当地养老服务人

员，累计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1 万余人次，送医送药送关怀等服务
7500 多人次，组织各类养老服务培
训 376 场，文化活动 1911 场次，5 个
支援市共投入了 720 万余元用于海
岛养老服务设施的完善。

今后 3 年，如何继续深化、升级，
开启新一轮“海岛支老、一起安好”行
动？如何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支
老？重点在人，在于年轻力量。

今后 3 年，浙江有望借鉴“支
教”“乡村医生”模式，面向全社会
特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志
愿者群体，招募山区海岛支老志愿
者 ，实 现 年 轻 人 与 老 年 人 的 双 向
奔赴。

海岛支老召唤更多年轻人

本报义乌5月23日电（记者 何贤君
龚书弘 杜羽丰） 5 月 23 日下午 4 时，浙
江首个外商移民事务线上服务平台——

“义境”App 在义乌上线。6 分钟后，约
旦小伙Alabed（阿拉伯德）通过App“外
资企业注册”功能，输入了自己酝酿许久
的企业名称——“义乌市崖法进出口有
限公司”，并提交了申请。这意味着义乌
的涉外服务实现向“指尖办”跨越。

涵盖126项咨询业务、17项在线办理
业务的“义境”App，是一个为外商提供

“衣、食、住、行、商”等全方位服务的线上集

成式平台。在政务办事上，可实现住宿登
记、签证、工作许可等事项的咨询、预约和
在线办理；在商务领域，推出了外商投资、
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办理等“一件事”线上办
事场景，还汇总了各类便民服务信息，为外
商线上提供智能索引和个性化服务。

正打算开办公司的阿拉伯德，听说
有了线上注册平台，第一时间下载了
App。根据指引，他在线提交上传了护
照、租房合同等相关材料，几分钟就办好
了。“他们说 10 个工作日后，就能去拿营
业执照了。”阿拉伯德感慨，“‘义境’的功

能很强大。”
今年是义乌“兴商建市”战略提出40

周年。目前每天有超过 2.5 万名外商在
此经商、学习、生活，外商总数约占全省
五分之一。

从建立全国首个经侦预警平台防范
国际贸易风险，到在全国首创“商友卡”
助力外商融入本土，义乌持续发力涉外
营商环境的改革优化。“‘义境’App不只
是服务的集成，我们实现了全市 17 个部
门间的信息共享，破除了移民事务领域
部门业务壁垒。”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局

长楼文荣说。
以外资企业登记为例，改革前，该业

务涉及海关、科技、市场监管等 8 个部
门，需要外商多头跑、多次跑。“现在App
后台接到申请后，可实现 8 个部门同时
对 9 项子业务进行‘并联’式线上审核，
审批周期缩短了 19 天，核查精准度也更
高。”楼文荣说。

该 App 还进行了生活化的服务延
伸。移民活动、房屋租赁、求职招聘、在
线学习掌上尽览，甚至义乌哪里有美食
美景，App上都作了贴心的呈现。

义乌上线浙江首个外商服务App

指尖上的便利，老外同享

5 月 23 日，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社区举办“遇见未来 智享集市”活动，现场有与机器人一起跳舞、看“胖博士”造泡沫喷泉等丰富有
趣的内容，吸引众多市民和孩子前来参与体验，感受科技魅力。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拍友 金洁 摄科普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