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应全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4 要闻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源 通 讯 员
任律 岳毅） 记者1月15日从省气象部
门获悉，受冷空气影响，近期气温大跳
水，我省绝大部分地区降幅在10℃以上，
比如宁波北仑 24 小时降温达 15.9℃。
16日早晨，将达到降温最低点，浙北地区
预计达到 0℃左右。但到了 17 日至 18
日气温回升，最高温再次直冲20℃。

这个冬季，大起大落的气温变化为
何会如此频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全
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省气候中心
高级工程师毛燕军指出，这次的冷空气
是由于大气环流调整导致的。从往年

气象数据来看，冬季冷空气频发属于正
常现象，但是中途出现20℃左右的气温
变化，在历史上比较少见。比如，杭州
14 日白天最高气温为 22.6℃，创下 1 月
中旬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罕见大暖即将结束，强冷空气即将
来袭。19 日至 23 日，有多股冷空气不
断补充南下，全省各地气温持续下降。

“这次冷的时间将会比较长。”毛燕军
说，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出现在 1 月下
旬至2月初。以杭州为例，由于17日至
18 日最高气温达到 20℃，所以即便从
19日开始降温，气温依旧相对偏高。但

冷空气接连不断地来袭，到了 23 日至
24 日前后，气温将达到 0℃以下，可能
会出现严重冰冻现象。“虽然温度达到
下雪条件，但目前还预测不到下雪所具
备的水汽条件。”他说。

晴天虽好，但偏少的降水量让人觉
得异常干燥。从 18 日起，全省将会迎
来一次明显降水，以小雨为主，局部雨
量较大。冬季的降水量较少，仅在去年
12月中旬有明显降水，其他时候几乎只
有零星降水。据省气象部门统计，入冬
以来，全省降水量比常年偏少六成，但
全省总体等级为正常。省气象部门提

醒，后期需注意防范旱情。
“冬季是雾霾频发的季节，但是这一

轮雾霾影响的时间比较久。”毛燕军说，从
去年12月底，雾霾便开始严重影响全省，
是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以杭州
为例，近 20 年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年1月2日的这次雾霾，对杭州能见
度的影响排历史第二位。今年1月3日
以后至今，杭州的雾霾时强时弱，总体比
前期有所好转。目前来看，由于北面风力
较大，将雾霾吹向浙中和浙南地区。总体
趋势来看，随着接下来的降温降水，雾霾
将会得到缓解，空气质量即将好转。

这几天气温腰斩后再冲20℃

浙江将迎来冷暖大逆转

本报讯 （记者 叶锦霞 共享联盟·
景宁 徐丽雅 通讯员 陈秋红） 景宁县
域内就诊率从 2012 年的 57%上升至
91%；千人医师数由 2.71 人增至 4.11
人；千人床位数由 2.93 张增至 6.08 张；
千人托位数达 4.14 个，普惠托位占比
100%⋯⋯近日，在浙大一院帮扶景宁
十周年暨全县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大
会上，一组组真实可感的数据背后，是
一段关于省级医疗资源提质景宁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故事。

2023年8月，一位被机器顶到墙上
的患者被紧急送进景宁县人民医院急
诊科。当主刀医师丁敏勇、王仁庚在手
术室打开患者腹腔时，发现腹内动脉破
裂，失血超 3500 毫升，已接近人体正常

血量临界值，患者命悬一线。在经过手
术团队的高效协作救治后，患者的手术
顺利完成。

对于一个山区县医院来说，能实施
这样高难度的医疗手术，主要得益于十
年前的一次“结缘”——2013 年，浙大
一院与景宁县政府签订帮扶协议，景宁
县人民医院挂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民族分院”，开展以医院管理、
业务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为重点的深度
合作办医模式。十年间，浙大一院扎根
畲乡，实施名院进修、名科合作、名师带
徒“三名”帮扶模式，“人才、技术、资源”
一体下沉、“文化、管理、服务”共同推
进，三轮帮扶协作连起发展“直通车”，
让景宁百姓足不出县就能享受省城医

疗资源。
“要帮扶就真帮扶。我们要让百

姓享受高水平的技术服务。”今年是浙
大一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喜功到景宁
帮扶的第八年。在景宁帮扶的这段时
间，李喜功深切地感受到，景宁县人民
医院骨科微创技术水平的提升。李喜
功告诉记者，骨科作为首批浙大一院
重点帮扶科室，针对景宁骨折、骨伤多
发的情况，不断创新技术，开展符合本
地伤患的微创治疗技术。如今，骨科
成为了全院首个“浙江省县级医学龙
头学科”。

近年来，景宁以“山海”提升工程为
契机，积极探索符合景宁实际的特色帮
扶模式。如为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均等化，景宁将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到乡
镇（村），三大救治中心接入省 120 云急
救调度系统，建成县域一体化急救体系
和全市首个“数智健康·共富畲乡云诊
室”，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
会诊，解决了山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大会现场，景宁还发布了丽水首个
医疗卫生领域综合性支持政策——《推
进县域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力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公共服
务优质共享。“我们将以此次政策出台
为契机，通过创新引领，加快走出一条
医疗卫生助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
富裕特色之路。”景宁县委相关负责
人说。

浙大一院牵手景宁，以省级医疗资源提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十年扶持，畲乡百姓有了坚实“医”靠

本 报 嘉 兴 1 月 15 日 电 （记 者
王雨红 通讯员 陆一峰） 15 日，全国
首个科创金融地方标准——嘉兴地方
标准《科技支行评定规范》正式实施。
该《规范》对科技支行评定的基本条件、
评定指标、分值计算、评定结果等内容
进行了细化，进一步规范了申报、审核、
评估认定等程序。

“当前，我国科创金融服务仍然是
以银行信贷为主导，创新科创金融新的
组织形式，畅通融资机制，成为拓宽科
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方式。”
嘉 兴 市 金 融 办 党 组 书 记、主 任 包 毓
琼说。

一直以来，科技型企业与银行机构
之间巨大的专业壁垒，是制约科创金融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企业不懂
金融产品、金融政策，银行机构也看不
懂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双方缺少一套

“共通”的话语体系。《规范》针对这一短
板，专门从人员有效性角度引导科技支
行引育更多相关人才，并围绕全市重点
产业赛道组建金融服务专家团队，实现
与科技型企业的有效沟通。

此外，《规范》着眼于初创期、成长
期科技型企业缺乏有效抵押物问题，
将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投贷
联动等业务作为重点的考核引导方

向，推动科技支行放大业务权限、创新
金融产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多样、
更便利的融资服务。同时，将推动更
多科技支行设立到嘉兴各个科创园
区、产业集聚区、孵化园区等，让科技
型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专业的金
融团队。

近年来，嘉兴围绕科创金融改革，
积极推进科创金融专营机构建设，全
市各银行机构相继成立科创金融专营
支行近 30 家，数量居全省第一。2022
年 11 月，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等
八部委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
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
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进科创
金融标准建设”，对科技支行等商业银
行分支机构标准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截至目前，嘉兴科创企业
贷款余额 2755.16 亿元，增幅 20.18%，
高 于 全 市 贷 款 余 额 增 幅 5.16 个 百
分点。

接下来，嘉兴将继续聚焦提升科技
支行服务初创、成长期科创企业能力，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科技
支行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另外，进
一步创新科创金融产品，优化科创金融
服务模式，构建起支持科创企业“全周
期”的服务体系。

打破银企专业壁垒 构建共通话语体系

嘉兴出台科创金融市级地方标准

本报讯 （通讯员 吴锗珊） 山区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缙云县舒洪镇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文化赋
能，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近
日，缙云县舒洪镇第四届爽面节在缙
云爽面博物馆成功举办，众多游客慕
名前来，场面热闹非凡。缙云爽面作
为 浙 江 十 大 特 色 农 家 小 吃 ，距 今 有
1300 多年历史，缙云爽面制作技艺已
列入省非遗名录，成功注册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舒洪镇近年来全力推进“农文旅融
合型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探索出以
节庆推动产业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连续
举办八届杨梅节、四届爽面馒头节、“中
国缙云·乡村麦浪音乐节”。一系列群
众性文化活动品牌，有力提升舒洪农文

旅品牌知名度。“中国缙云·乡村麦浪
音乐节”，年均游客量达 2 万多人次，
吸引一批年轻人来到乡村。

仁岸村举办杨梅节，每年 6 月，来
自各地的经销商便慕名而来，杨梅供
不应求，年产值达到 5000 万元。“我
们的杨梅个大味甜，荣获了浙江农业
吉尼斯的认证。”仁岸村党委书记何
伟峰说。

舒洪镇是“爽面制作技艺”发祥
地。舒洪镇通过盘活旧资产，打造爽面
文化特色街和爽面博物馆。如今，该博
物馆已成为缙云的文化地标，年接待游
客量 15 万人次，让非遗文化“活”在当
下、“火”在民间。据统计，去年该镇爽
面产业实现 1.9 亿元产值，带动农户就
业3000多人。

缙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
张汉锋 区委报道组 袁伟江） 新年伊
始，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总投资61.8亿
元的皇马开眉客高端功能综合新材料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该项目是上虞区加速

“青春之城”建设的系列工作之一。
新年以来，上虞把重大项目建设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全力推

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上虞区开展重
大项目“一线赛马”，每个项目的进展用

“红旗、蓝旗、黄旗、蜗牛”等标记，相互
较劲比拼。专题服务工作小组更是直
达“后进”项目一线，现场解难。“一切围
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以项目的

‘进’促进投资的‘优’。”上虞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上虞重大项目一线赛马

本报讯 （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
浦江 陈好 陈航） 喜报遇上喜事，双喜
临门！1 月 15 日是浦江籍现役军人金
峥滨结婚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收到了
一份特殊“贺礼”——由浦江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浦江县郑宅镇镇政府给
他送来的三等功立功喜报。

“金峥滨，好样的。”伴随着阵阵欢
呼，一路敲锣打鼓而来的送喜报队伍，
在浦江县郑宅镇芦溪村金峥滨的家中，
为他和他的家人穿披绶带，送上牌匾和
真挚的祝福。

随后，一身戎装的金峥滨，手捧立
功喜报，为新娘朱昕怡献上专属军人的
浪漫。朱昕怡是浦江县浦阳街道人，她
和金峥滨是初中同学。“这是我人生中

最感动、最难忘的一天⋯⋯”她说，爱人
的军功章就是结婚最好的“彩礼”。

生于 1997 年的金峥滨高考考入
了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现 为 空 军 某 部 军
官。去年底，他在部队荣获教育管理
三等功。

当天参与送喜报的郑宅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应俊说，爱家、爱国是浦江郑
宅“江南第一家”的优良传统，希望他们
在未来生活中和和美美，为国防事业添
砖加瓦。

“我们很重视为立功受奖军人送
喜报工作，在大力宣传现役军人先进
事迹的同时，让每一份荣誉不再‘静悄
悄’。”浦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表示。

浦江“双拥”新鲜事——

立功喜报送到婚礼现场

1 月 15 日，在杭州火车东站，杭
州市书法家协会开展“新年送祝福
温暖回家路”文化公益活动，书法家
们为南来北往的旅客现场书写福帖
和春联，让旅客们带回家。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火车站
送春联

（紧接第一版）得知张老师的轮椅过不
了病房的门，每次进出都要靠瘦弱的老
伴扶着，还得求人折叠轮椅，张为民就
向住院部反馈，跑上跑下给病房换上能
让轮椅通过的门。平日里，张为民只要
有空就会到康复科陪张老师说说话，他
用自己的乐观、开朗给沉寂的病房带来
阳光。

有一年过年，张老师的爱人王松莲
拿出一瓶自家酿的红曲酒给张为民，无
论怎么劝，他都坚决不收：“他是我的老
师啊，是值得我一辈子尊敬的人。”

当过10多年兵的张为民，骨子里是
一个“老派”的人。不管环境怎么变，待
人接物，他坚持的东西决不动摇、决不计
较。

在医院工作的26年里，时不时有刘
坂村的老乡来找他。他虽不是医生，却
从不推脱老乡们的求助。他说：“村里人
上医院总是紧张的，有我在，他们安心一
点。”同事王晓龙记得，张为民会带着老

乡排队挂号、引路、缴费。他自己很少在
食堂吃饭，饭卡余额却经常是零元，卡里
的钱几乎都用来给乡亲们打饭、买生活
用品了。

老 战 友 石 明 军 曾 经 开 过 一 家 饭
店，张为民常带看病的老乡去吃饭，他
出钱。一来二去，有的老乡不好意思
再 让 他 花 钱 。 他 就 和 石 明 军 口 头 约
定，每份菜少收老乡几块钱，剩下的差
价 他 补 上 。 就 这 样 悄 悄 坚 持 了 好 几
年，直到石明军转掉饭店前，张为民的
老 乡 还 在“ 夸 ”他 ：“ 你 的 饭 店 ，真 便
宜。”

师生情、老乡情、战友情，张为民都
念在心里。比他小一轮的战友虞剑峰退
伍后，这位兄长自掏腰包给他买了两本
书，鼓励他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后来工
作了，每次遇到啥难事，我还是会找他，
听听他的想法。他对人是真心的⋯⋯”
虞剑峰的声音微微颤抖。

多年来，年事已高的岳母一直和张

为民夫妇生活在一起。每天中午，他都
会骑上电瓶车回家给岳母做饭，陪着她
吃完，再骑车回到医院上班。有时朋友
们喊他聚聚，他无论如何都要先回家做
饭再赴约。邻居和亲戚们看在眼里，让
他花钱请个保姆，他总说：“那是我妈，还
得我自己来照顾。”

他生前还是桐庐县金龙小区的业委
会成员，在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岗位上，
他帮助物业维持秩序，帮着邻居处理纠
纷，从没黑过一次脸。好脾气的他深得
邻居们的信任，久而久之，大家有大事小
事都会不约而同想到为民。忆起共事的
点点滴滴，物业负责人濮宝萍红了眼眶：

“别人都说业委会吃力不讨好，他抢着
干，干得还那么开心。”

平日里，张为民喜欢唱歌，骑电瓶
车、走在路上，他都会哼上几句。人们最
常听见的，是他在部队学会的一首歌：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
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2023 年 11 月 16 日，送别张为民的
那天早晨，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宁
静的刘坂村里，送行的队伍一直排到村
口⋯⋯张为民并不知道，一生平凡、不图
名利的他，在不知不觉中照亮了许多人。

共事多年的姚惠英记得。有一次，张
为民路过门诊大厅，看到一位陌生老人在
掉眼泪，当他得知老人差 200 元医药费
时，毫不犹豫掏出钱，塞在老人的手里。

同村的小乡亲李洁厅记得。小时候
逢年过节，大个子的张叔叔常上门给他送
书包、文具，临近开学还会送来学杂费。
那时的他记不全叔叔的名字，但他知道，
村里这位叔叔如山一般可靠，后来他从村
干部那里得知，帮助他的人名叫“张为
民”。现在已经从浙江大学毕业的他，常
常在心里想起这个名字：“我也要做一个
善良的人、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

远方的陌生人记得。家人整理他的
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不少汇款单。原
来十多年间，张为民一直悄悄用自己的
薪水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张 2010
年 6 月 25 日寄出的明信片上，贵州省习
水县龙灯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用稚嫩
的笔触写下给张叔叔的话：“我一定好好
学习，将来报答你的关爱。”

资助别人，张为民并没有觉得自己
做了多么了不得的事。王玉来把一张张
薄薄的纸收拢，手里垒成小小一摞，看着
这些数额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年份
不一的汇款单，她仿佛重新认识了丈
夫。“我知道他资助上不起学的孩子，可
没想到，有这么多、这么久⋯⋯”

张为民 95 后的儿子张虑得理解父
亲无声的付出。“他发自内心地想帮助别
人，所以觉得这些不值一提。”

张为民的点滴故事在他生活、工作
的地方，随着人们的感念扩散、生长，仿
佛一棵名为“善良”的树，一点点地枝繁

叶茂，树荫怡人，树干挺拔高昂。
素不相识的人们被他做的小事打

动。网友“文戈”说：“好人‘为民’，太普
通、太不容易、太高尚。”

网友“小小鸟”发自肺腑：“不呼啸的
人生，依然让我们看到信仰的伟岸。”

网友“潮客_wgmtq2”感慨：“把自
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
你的光，走出黑暗。”

还有网友从他的名字联想到：“燃尽
蜡烛为人民，他对得起这个名字”⋯⋯

读着这些情真意切的留言，王玉来
觉得，自己的丈夫并未远去。

上世纪60年代，张为民出生于刘坂
村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父亲给他取这个
名字时，想到了那句大家都熟知的“为人
民服务”。后来，他入伍、入党，在岗、生
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他矢志
不渝的行为准则。

清风有情、翠竹有意，将一个“为民”
的故事留在了青山间⋯⋯

本报讯 （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
东阳 董莹 李磊） 木材开料、烘房热
处理、静置“休息”、冷冻处理、施压平
整⋯⋯近日，在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以往将木材泡在水中提
升木材稳定性的“土办法”，已被现代科
技取代，处理时间也从两三年压缩至45
天。同时，新工艺下的产品，更加适应
全国不同地区的湿度和温度，最大程度
防止木材开裂。

“这几年，我们在技改、系统软件等
方面逐年增加资金投入，例如用于木材
热、冷处理的仪器，都采用先进设备，产
品质量提高了。”东阳市旭东工艺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忠良说，企业以数字赋
能传统家具制造，适应高质量发展需
要。

去年，东阳成功获评“省科技领军
企业”1 家、“省科技小巨人企业”3 家，
培育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家、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 181 家，各项培育数均
创历史新高。其中，旭东工艺品和李忠
信红木两家东阳红木企业首次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东阳木雕
红木家具行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零
的突破。

截至 2023 年底，东阳木雕红木家
居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713.93 亿元，但
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对此，东阳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迭

代完善科技政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培育，扎实推进科创平台建设，持续
深化科技交流合作，帮助企业发展壮
大。过去一年，东阳在研发投入、创
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
合作等 15 个方面强化政策引领，并将
研 发 投 入 起 补 线 门 槛 从 200 万 元 下
调至 100 万元，奖补最高上限从 200
万元调高至 500 万元，很多企业从中
受益。

东阳红木家具拥抱高科技
两家企业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