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2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亦盈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3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 43.5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一间小小的电动自行车修理店，
主要业务却是电动自行车租赁——将
经过改装、提速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出
租。这是记者近日在杭州市一些小巷
子发现的现象。因为改变了原有的车
型、电路，使用与合格证不符的电池等
原因，这些用于租赁的电动自行车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

今年，我省多地进行了电动自行车
集中整治。特别是 5 月中旬以来，全省
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联合检查行
动，严格整治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
等突出问题。

如今，联合检查行动已展开 4 轮，
大量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得到查处，但
安全隐患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特别是
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普遍存在提速、
改装情况，加上使用频次高、强度大等
因素，往往更易损坏、老化，存在着较大
的交通事故和火灾隐患。外卖骑手流
动性大，很多骑手选择租用电动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租赁市场的不规范，成

了安全隐患的重要源头。
6 月 19 日下午，记者在萧山区育才

路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了一个电
动自行车租赁点。这个一眼看上去像
修理铺的小店，堆放着各种修理工具，
但门口的 3 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柜
和边上一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让这家
店与普通修理店不太一样。

店主说，这辆新车是准备出租的，
每个月租金 300 元，他还能提供锂电池
租赁，一个月的租金也在300元左右。

记者查看了这辆车的合格证，经过
比对，该车经过多处加装改装，其中最
明显的是，坐垫长度从 35 厘米改装到
60厘米。

“一些电动自行车为了更方便地载
人或装物，将坐垫加长、后支架加宽，但
这可能会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造
成隐患，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这辆车
的合格证上注明需要用铅酸电池，如果
改用锂电池，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萧
山区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商会负责人钱
金昌告诉记者。

在店内挂着的服务项目上，记者注

意到，除了常规的维修，这家店还提供
更换制动系统、中控系统等服务。

“从这些服务可以看出，这家店能
为电动自行车提供加装保险杠、长鞍座
等服务，这些加装行为是不合法的。”钱
金昌告诉记者，最大的安全问题还在于
电池。这家店对外出租大量锂电池，但
大多数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上明确规
定使用 48V 的铅酸电池，如果用 60V
的锂电池，速度会增加20%左右。但也
会因为电池不匹配，容易造成电气线路
发热情况，引起短路，安全风险较大。

据知情人士介绍，类似的电动自行
车租赁点，萧山至少有 10 家，大多“包
装”成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样子，位置
比较隐蔽。而在杭州其他区，也有不少
这样的电动自行车租赁点。

6 月 20 日下午，拱墅区社坛巷的一
家电动自行车租赁点，记者询问如何租
车。对方表示，有的车型，时速可以达
到 35 公里，电量满格的情况下，可以连
续骑五六十公里。不远处的狮虎桥河
下的一家电动自行车租赁点，工作人员
同样表示，有时速35公里的车型在租。

“现行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
速不得超过 25 公里，如果要提高到 35
公里以上，除了要将铅酸电池换成锂电
池，还要调整内置的调速装置和解码第
三方遥控器解码器，这会因为超速导致
刹车距离变长，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一
位电动自行车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这些实体电动自行车租赁点，还
有不少人选择通过线上租车，但同样问题
不少。在某短视频社交平台上输入“杭州
电动自行车租赁”，可以很快就近租到电
动自行车，记者打通一个租车电话询问租
车事宜。对方表示，他们有多款车可供选
择，时速可以达到35公里以上。

记者从相关监管部门了解到，经过
前段时间的全链条排查整治，目前，萧
山区流通领域的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
改装等现象已得到较好的控制，但这类
电动自行车租赁店，因位置偏、占地小、
经营方式复杂等原因，监管难度较大。

电动自行车租赁市场监管缺失问题，
在我省多地均有存在。如何规范电动自
行车租赁市场，更好地保障电动自行车骑
行者及交通安全，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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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本报讯 原浙江教育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离休干部司超同志（享受副省
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
年6月17日在杭州逝世，享年102岁。

司 超 同 志 是 江 苏 省 睢 宁 县 人,
1941 年 5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中干校子弟
学校训育主任，安东军区教导团宣传干
事、党支部书记，山东省兖州市委、兖州

工委宣传干事、工委委员，南下华东党
校副政治指导员，浙江省金华地委组织
部干事，地委干校组织科长，遂安县委
组织部副部长，金华地委干校副主任，
地委宣传部副科长、科长，地委办公室
副主任，金华大众报社总编辑，金华地
委宣传部副部长，武义县委书记，浙江
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嘉兴地
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司超同志逝世司超同志逝世

本 报 杭 州 6 月 25 日 讯 （记 者
蒋 欣如） 25 日，浙江遗嘱库首次发布

《2023浙江遗嘱库蓝皮书》。该蓝皮书对
20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数据显示，
历年遗嘱咨询人数从2016年的4868人
次攀升至2023年的46843人次，增长近
10倍，且立遗嘱人群呈年轻化趋势。

浙江遗嘱库成立于 2016 年，是我
省首个遗嘱库。“我们在工作中了解到，
约九成财产继承纠纷是因为未立遗嘱，
或遗嘱不规范、无效造成的。”浙江遗嘱
库负责人叶世娟说，根据民法典规定，
立遗嘱的方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打印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
嘱6种，“遗嘱是严谨的法律文书，任何
一个关键点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这
份遗嘱与立遗嘱人的本意想违背。”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嘱问题。蓝
皮书显示，60 岁以上老年人仍是浙江
遗 嘱 库 订 立 遗 嘱 的 主 流 ，占 比 超 过
80%。不过，立遗嘱人群正在越来越年

轻化，40 至 60 岁中年人群在立遗嘱人
群中的比例从 2016 年的不到 3%上升
到现在的约20%。

独生子女家庭是立遗嘱的主力军，
占比超过四成。独生子女家庭立遗嘱，
主要是为了隔离子女婚姻风险，预防因
子女离婚导致家庭财产流失。通过立遗
嘱，父母可以提前规划好财产的分配方
式，明确继承人的身份和份额，从而避免
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帮助子女在
继承时更加便捷、高效地办理相关手续。

不动产依然是遗嘱财产中的主要
组成部分，占比高达 90%。与此同时，
随着年轻人开始加入立遗嘱的队列，支
付宝、微信、QQ、网络游戏等虚拟财产
也成为遗产的新领域。

遗嘱不仅是立遗嘱人表达个人意
愿和愿望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
这些愿望在遗嘱生效后实现。蓝皮书
显示，浙江遗嘱库 40.27%的立遗嘱人
会选择遗嘱执行服务，确保遗产能够按
照意愿顺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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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 6 月 25 日电 （记者
陆 斯 超 郑 夏 忆 通 讯 员 孙 晗 玫）
25 日，“书香送学 润心赋能”——《基
层干部心理赋能工作十法》新书赠书暨
案例课讲送学活动在新疆阿克苏地区
举行。浙江以赠书送学方式，将浙江的
基层干部心理赋能工作法带到新疆，与
当地基层干部交流分享、互学互鉴、共
促提升。

活动现场，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
社、宁波市委组织部、慈溪市委组织部
分别向阿克苏地委组织部、阿克苏地区
干部代表、援疆干部代表赠送书籍，还
向基层干部们发放了干部心理赋能包，
内含心理赋能口袋书等文创产品。

党建读物出版社三编室主任朱玲
介绍：“本书总结提炼了慈溪市在基层

干部心理赋能方面的经验做法，图文并
茂讲授心理学原理，提供直观易行的自
助工具方法，是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学
指导的案例式工具书。”

当天，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赵国秋作领导干部心理讲座，开启了

“案例课讲送学活动——走进基层大课
堂”在新疆的第一站。慈溪市委党校干
部心理研究室教师作《党员干部如何提
升心理韧性》案例课分享。

此次活动由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
社、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宁波市委组织
部、慈溪市委组织部主办，阿克苏地委
组织部、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承办，浙江
共产党员杂志集团、浙江省心理卫生协
会协办，省、市援疆指挥部干部人才代
表和阿克苏地直单位共百余人参加。

基层干部心理赋能，浙江经验送到阿克苏

本 报 仙 居 6 月 25 日 电 （记 者
徐 子 渊 共 享 联 盟·仙 居 应 芳 露）
25 日上午，位于台州仙居县的朱溪水
库正式通水。随着3孔闸门开闸放水，
汩汩原水通过管道输向台州引水工程
增压泵站，形成长潭—朱溪双库联供局
面，将有效解决台州南片350余万群众
的结构性缺水问题。

朱溪水库是国家 172 项重大水利
工程和浙江省“五水共治”十大枢纽工
程之一，也是台州水网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据了解，朱溪水库总库容 1.26
亿立方米，是一座以供水为主，结合防
洪、灌溉，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
水库。水库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开工，
2023 年 4 月 28 日下闸蓄水，目前水位
达 145 米，蓄水量 8700 余万立方米。

今后，将年均向台州南片调水 9072 万
立方米。

“朱溪水库建成通水，水库下游４个
乡镇的防洪能力从现在的五年一遇提高
到二十年一遇。此外，与长潭水库联库
联调之后，两个水库在丰水年、平水年有
效结合，能使温黄平原农灌和生态用水
得到年均1.5亿立方米的补充。”台州市
朱溪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刘庭才
表示，台州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市区及
温岭、玉环等南片地区经济发达，但水资
源占有量不到全市的30％，且没有建设
大中型水库的合适选址，水资源供需矛
盾突出。如今朱溪水库的建成通水，通
过“北水南调”对台州全市水资源进行优
化配置，提升了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
社会发展布局的适配性。

朱溪水库正式通水
有效缓解台州南片350万人水资源短缺问题

本 报 桐 乡 6 月 25 日 电 （记 者
宋彬彬 共享联盟·桐乡 沈梦婷 黄明珠）
25日，望着村里新落成的共享冷库，桐乡
市屠甸镇和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跃锋
喜笑颜开：“我们村种了400亩葡萄，不久
后将大量上市，往年村民都为找冷库发
愁，今年有了自己的冷库，既能保鲜，销售
期也拉长了。”

记者来到和平村东北侧，在连片稻
田附近，见到了几幢崭新的白色建筑
物，这便是村里的共享冷库。

张跃锋告诉记者，项目占地面积约
14亩，建成了4个高温保鲜库、3个低温
冷冻库和1个中温贮冰库。一旁还建有
1800平方米的中转用房区，主要满足农
户的货物打包、分拣等周转需求。

眼前的变化让村民纷纷点赞。原
来，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村里的养羊
场，由于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于

去年 5 月拆除腾退。同年 9 月，和平村
共享冷库开工建设。村民老沈感慨：

“建冷库，村民都叫好！”
一间间冷库，还带动农民增收。记

者了解到，该项目为低收入农户抱团项
目，全镇116户低收入农户入股，每户投
资5000元，屠甸镇的乡贤、屠甸镇社区
发展基金会也纷纷出力，为每户农户增
加了5000元的投入。

“待冷库正式运营后，每户农户可
获得每年2000元的固定分红。”张跃锋
说，低收入农户拿满 3 年的分红后，后
期还会将本金悉数返还给他们。目前，
该冷库已完成招租工作，将由专业的公
司负责运营，每年租金收益除支付农户
分红和返还本金之外，剩余租金将被纳
入村集体收入。此外，该冷库还将为周
边多个村的村民服务，满足他们的果蔬
冷鲜保存需求。

果蔬种植户乐了 低收入农户赚了

村里建起共享冷库

“木寸”是谁？
2021 年以前，很多人不知道“木

寸”是谁。但兰溪的街头巷尾，有不少
关于“木寸”的故事：2002 年起陆续为
兰溪慈善总会捐款 300 多万元，筹建了
兰溪老年宫；设立“木寸”助学基金，多
年来专项资助兰溪一中品学兼优和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2021年，兰溪市兰江街道姚村一位
名为姚宝熙的耄耋老人，多年来捐款600
多万元修缮古建筑，事迹被当地媒体报道。

在媒体聚焦之下，姚宝熙更多慈善
事迹被挖掘出来，“木寸”和姚宝熙的身
份渐渐重合，其热心慈善却一生节俭的

“中国好人”形象愈加饱满。
6 月 17 日 16 时 07 分，姚宝熙老人

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 89 岁。
近日，记者来到兰江之畔，在这片他想要
尽木寸之用的地方，读懂他的“木寸心”。

“一寸木头也是宝”

在兰溪市区和平公园的东北角，有
一栋占地 1818 平方米的仿古建筑。这
里是兰溪老年宫，建成开放于 20 年前，
是兰溪老年人休闲娱乐的乐园。20 年
来，老人们在这里跳舞、阅读、下象棋，
平均每年人流量超过20万人次。

这座老年宫，是人们初识“木寸”的
地方。

2002 年，姚宝熙向兰溪市慈善总
会捐赠 60 万元，用于筹建兰溪老年
宫。他当时并不希望公开自己的真实
姓名，本想化名“尧村”，但“尧”和“姚”
谐音，怕有人猜到是他。于是干脆去掉

“尧”字，把“村”字拆开，取名“木寸”，意
为“一寸木头也是宝”。

60 万元，对当时的姚宝熙来说，已
是倾尽全力。但这只是他慈善事业的
开始，从那以后，姚宝熙持续参与家乡
的慈善事业，总捐款额远超 1500 万元：
先后 8 次为兰溪老年宫捐款 330 万元；
捐款 60 万元设立“木寸”助学基金，16
年来资助学生 1088 名；多年来为姚村
以及周边古村修缮古建筑；在姚村设立
30万元助学基金⋯⋯

姚宝熙曾经和子女说起，自己向家
乡捐赠了一些钱。“具体捐到哪里、捐了
多少，我们起初并不清楚，也是媒体报
道后才知道。”姚宝熙的儿子坦言。

在姚村村委会委员姚品元看来，这
一切与姚村人文环境以及姚宝熙幼时受
到的帮助有关。姚村是姚氏家族聚居
地，姚氏家族旧时被誉为“瀫西巨族”，信
奉“君子富，好行其德”，村里的厅堂名大
多与“德”有关。姚品元说，姚氏先祖捐
钱捐物、创办书院、扶贫济困的故事，他
们从小耳濡目染，姚宝熙也不例外。

姚宝熙小时候家境清寒但学习成
绩优异，村里有助学奖学的传统，姚氏
子弟上学，学费均由村里支付。“是乡亲
们的慷慨相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业，改
变命运。”姚宝熙时常感慨。姚宝熙从
兰溪一中毕业后考入石油工业部西安
石油学校（今西安石油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石油工业部华东供应办事处，先后
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工作。退休后
又经商办企业。

“一寸木头也是宝，我算不上参天
大树，只想对社会和家乡尽木寸之用。”
这是姚宝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虽

出走半生，他从来没有忘记家乡，也没
有忘记传承姚氏先祖的优良传统。

“千万别把我的真名
说出去”

“‘木寸’的事迹让我很感动，得知
姚氏家庙是他捐款修缮，今天特意带家
人来看看。”兰溪人包永平趁着周末，来
到姚村缅怀姚宝熙。最近，管理员姚国
尧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客人，眼眶
湿了又湿。

“2014 年 1 月，我工作调动到兰溪
市慈善总会，知道‘木寸’就是姚宝熙后，
震惊了好久。”兰溪市慈善总会办公室主
任蒋立标说，在兰溪市慈善总会，“木寸”
就是姚宝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同一年，姚品元碰巧到兰溪市慈善
总会办事，遇上这里的老领导说起“木
寸”，才知道“木寸”竟是在村里捐款修
缮古建筑的姚宝熙。

2016 年，兰溪一中举办 80 周年校
庆，校方多方寻找“木寸”，希望请他来
参加校庆，寻找过程中知道了“木寸”是
老校友姚宝熙。

越来越多受过姚宝熙帮助的人，知
道了他就是“木寸”。知道他为人低调，
所有人都很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但就像细雨落在湖面，点点涟漪扩散开
来，终究会蔓延整片湖面。蒋立标说，
2016 年前后，知道姚宝熙是“木寸”的
人越来越多，乐观豁达的姚宝熙也不再
刻意隐瞒。

姚宝熙公开和“木寸”画等号，是在
2021年初，姚村推荐姚宝熙为兰溪乡风
文明“百星”好乡贤，候选名单公示中，提
到了“姚宝煕以‘木寸’的名义给兰溪市老
年宫建设捐款300多万元，为兰溪公益事
业捐赠累计超过1500多万元⋯⋯”。此
后，媒体对姚宝煕化名“木寸”并多年致力
慈善公益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他先后获评

“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等。

姚宝熙常常说自己捐的钱不值一
提，“在公益面前，我为家乡捐的这点钱
太少了，千万别把我的真名说出去”。
确实，比起留名，他更喜欢干事。

在姚氏家庙的中厅，挂着一块写着
“仁德安康”的牌匾，那块牌匾是兰溪市
诸葛镇桥头朱村村民送来的。

收到牌匾的时候，姚国尧才知道原
委：20 多年前，桥头朱村一栋古建筑危
在旦夕，姚宝熙捐献 20 万元，在他的带
动下，村民们纷纷集资，古建筑才得以修
葺。当时他也是匿名帮助，甚至没有用

“木寸”的化名。村民们找了他很多年，
才知道匿名帮助者，竟然就是姚宝熙。

对于捐款的金额，姚宝熙从不愿
说。1500 万元，是姚村村民们估算出
来的。姚国尧说，姚宝熙帮助过的人和
事还有不少，但他不说也不留名，这些
事或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帮别人要做好，我
自己没要紧的”

在姚村，有一栋 70 余平方米的平
房，经过简单修缮后和周边民居融为一
体。姚品元说，这里就是姚宝熙小时候
住的房子，里面摆放的都是用旧的家具。

他修缮自己家房子时，同样坚持
“一寸木头也是宝”的原则，能用的一梁
一柱都继续使用。“他自己家的房子，还
不如帮别人家修的好，他总说‘帮别人
要做好，我自己没要紧的’。”姚品元说
起这事，满心敬佩。

姚品元说，姚宝熙这些年来为兰溪
捐款超 1500 万元。但是对自己，他一
直很“吝啬”。

姚宝熙节衣缩食的故事中，流传最
广的就是那根用了近20年的皮带，新三
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从老朋友
1997年送给他开始，一直用到2017年。

在姚品元看来，姚宝熙的朴素，体
现在衣食住行的生活点滴。“他就像个

老农民，戴的是旅行社赠送的帽子，衣
服破了还在穿，手上提个泡着绿茶的玻
璃杯，鞋子只要二三十块。”姚品元说，
有一次他提醒姚宝熙的西装领子破了，
没想到姚宝熙反而笑着说，自己里面的
衣服更破，还翻出来给他看。

2017 年，姚宝熙检查出结肠癌晚
期，他一边继续参与古建筑修缮，一边
接受治疗。他还让身边人帮他隐瞒，因
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总说自己做
得还不够多，却收获了这么多善意。”姚
宝熙的女儿姚可含泪说。

“他每周都要来村里催进度，总觉
得工程进度太慢，而他想做的还有很
多。”姚国尧回忆，姚宝熙想在姚村建一
个小型老年宫，让村里老人有聊天休闲
的场所，他还想帮助村里发展文旅项
目，带动村民致富⋯⋯

“做善事回报社会，人生才更有意
义，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姚宝
熙儿子说，今年他几次跟着父亲回姚
村，看到村里的变化，明白了父亲坚持
做公益的意义。

现在，姚宝熙走了。受过他帮助、
被他精神感动的人都来送他，用各种形
式表达对他的缅怀和敬意。

一寸木头能做什么？可以成为古
建筑的一个部件，也可以是一块宝，影
响一座城。

乡贤姚景顺受姚宝熙影响，拿出
100万元在姚村设立助学专项基金，每年
10万元收益用于奖励姚村学生。姚村村
委会主任徐文强最近也接到不少年轻乡
贤的电话，希望为姚村发展贡献力量。

现在，兰溪市慈善总会共有 10 多
个慈善基金，每年收到捐款超过 2000
万元。

“以后我也会向姚爷爷学习，力所能
及地回报家乡。”曾经获得“木寸”助学基
金的浙江大学大二的学生黎原上说。

一寸木，虽微小，却可成钉而成大
厦。愿世上长留“木寸心”。

世上长留“木寸心”
——追记“中国好人”姚宝熙

本报记者 叶梦婷 共享联盟·兰溪 成 超

图为姚宝熙老人。 共享联盟·金华 胡肖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