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后，为确保居民正常用电，

市供电公司开展了针对夏季常见自

然灾害部分变电站、线路出现故障

停电后快速应急响应的反事故演

习，以增强部门协调配合联动能力

和事故处理能力，确保电网的安全、

优质、经济运行。

应急演习迎夏峰

记者 徐灿灿
通讯员 徐芝婷 陈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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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吕艳霞

本报讯 日前，市一医口腔科医生
黄雨飘踏上了援川路。接下去的一年
半，他将到四川省阿坝州理县人民医院
挂职口腔科副主任，进行东西部扶贫协
作。

据了解，黄雨飘出生于 1991 年 7
月，2013 年 6 月从浙江省中医药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市一医口腔工
作至今。

市一医院长童跃锋寄语黄雨飘，
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服
从和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时刻保持
与医院同仁的沟通与交流；克服生活
习惯的差异，尽快融入当地风土人情；
注意人身安全。黄雨飘表示，他将加
强学习，经受历练，迅速成长，不负医
院期望。

几十年来，市一医参加援建和扶贫
工作的医护人员不在少数。早在上世
纪 70年代，该院医生叶和睦、楼菊香就
参加了中国援马里医疗队。2011 年，
该院骨二科护士长应春柳也加入中国
援马里医疗队。

从 2008 年至今，市一医放射科医
生方村艳、泌尿外科医生钱勇、产科医
生范冬春、儿科医生金骥翔先后援助新
疆温宿县人民医院，每人援助时间为一
年半。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市
一医救护车司机应健、应广健、徐涛分
批随浙江医疗队赴川抗震救灾。在灾
区，他们冒着余震与泥石流的危险，往
返于一边是滔滔江水一边是悬崖峭壁
的崎岖山路，辗转 16 个乡镇，奋勇运送
伤员与救灾物资。

2008 年底，市一医护士徐京英前
往地震重灾区——四川省青川县骑马
乡，开展为期3个月的救灾工作。2010
年 5 月，市一医与骑马乡卫生院签订帮
扶协议。

2012 年 6 月，市一医与青海省冷
湖行委人民医院签订对口支援帮扶协
议，并赠送 5 万元援助金。截至目前，
冷湖行委人民医院先后派 4 名医生来
永进修。对进修医生，市一医不仅免
收进修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发放 500
元餐费，给予 6000 元生活补助，并制
定专门培训计划，由副高以上职称医
师带教。

市一医90后医生
踏上援川路

23 日，永康市芝英镇练结

村朱华跃纸箱厂、游溪塘村康庄

路周景衡加工厂、芝英镇继绪塘

村俞玉叶加工厂未按时报送流

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各处以 100

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
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用人单位在录用或

解聘流动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

天之内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

职的信息。

□记者 秦艳华

本报讯 近日，市行政服务中心
驶进一辆大货车，上面载满一车新鲜
的高山西瓜。车一停稳，在西溪镇后
岗头村村支书陈邦林的协助下，行政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续排队认购。

“后岗头的西瓜口感超好，甜脆
新鲜，是正宗的绿色水果。”拎着 2 个
大西瓜，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付了
钱后乐滋滋地说。当天，该中心人员
共购买了2400公斤的爱心西瓜。

“这些瓜都是上午刚采摘的好
瓜，每斤卖 1 元，市民有需要可与村
里联系，采购数量在 2000 斤以上的
可统一配送。”陈邦林说，今年瓜价便
宜，来自义乌、东阳、缙云的收购商少
了，全村上百吨的西瓜卖不动，多亏
这两天一批批好心人、部门前来团购
采摘，才解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

据悉，后岗头村的高山西瓜颇受
义乌、东阳等地大批发商的青睐，一
直以来不愁销路。今年，村里 80 多
位种植户种了 200 多亩高山西瓜，总
产量达 300 多吨，自近期上市以来，
每天约有 10 多吨销往全市乃至周边
县市。然而，今年瓜价便宜，往年来
采购的大批发商嫌利润不多上门收购
少。同时，部分种植户年龄增大，采摘
难、运输不便导致西瓜滞销。考虑到
村民的切身利益，陈邦林积极通过微
信帮高山西瓜吆喝寻“婆家”。

得知情况后，365 行政服务中心
迅速发动员工认购；龙山派出所也积
极参与，派员工到田里采摘，购买了
1000多公斤西瓜；最土公益网的负责
人亲自前往村里考察，发动网友购买；
一批批热心的市民来到后岗头村购买
爱心西瓜⋯⋯

爱心采摘团队现身后，陈邦林优

先选择劳力少、行动不便的困难户家
庭，并在确保西瓜品质下帮助其销售。

在得知爱心团购的喜讯后，70
多岁的陈德操大清早就在瓜田里忙
碌开了，经过一个上午的“折腾”，换
回了 1000 元的瓜钱。“今天多亏村里
帮忙，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陈
德操喜滋滋地说。

当天，像陈德操一样，村里共有5
户瓜农收获了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
元的卖瓜款。“村里的西瓜采摘集中
在 7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在为期 1 个
月的时间里，最多时村里每天有几十
吨上市，光靠热心市民购买还不能真
正解决问题。”陈邦林说，今年行情特
殊，若大批发商不来采购，瓜农将面
临丰产不丰收的囧境，希望通过本报
帮忙吆喝，邀请更多的市民、部门前
来团购，帮助瓜农解困，助力山区农
民增收。

200多亩高山西瓜滞销

后岗头村迎来一批批采摘客

□记者 程轶华
见习记者 李悦 俞轶炜

本报讯 24 日，一辆来自中月集
团的货车开进了西溪镇寨口村，采购
了 53 家贫困户近 5000 公斤蜜梨，帮
助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当场拿到
销售款的种植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早前，永报姐妹花记者以“寨口
蜜梨急寻‘婆家’”为题报道了该村蜜
梨滞销的消息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当天，中月集团就前往寨口村
购梨助果农渡过难关。

“真没想到，今天一下子售出这
么多，感谢中月集团老总俞朝忠为我
们减轻了负担。”今年 63 岁的卢仙球
满脸愁容中透出一丝欣慰，她告诉记
者，丈夫已经去世三年，自己一直以

来独自上山采梨，十分辛苦。眼下，
村里的人都谈梨发愁，尽管有不少梨
农在村口的路边支摊零售，可几乎卖
不出去多少。大家都说，若再卖不出
去，到时候蜜梨就会挂不住果，倘若
被蜂咬或大风刮就可能坠果，只要掉
落在地，这梨不但卖不上价钱，恐怕
还得白白扔掉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梨农早已聚集
在村大礼堂内，翘首以盼等待着自家
的梨能被多采购一些。已经被装成箱
的梨摆成一排排，等待工作人员过秤、
计算每户卖出的斤数、领钱。中月集
团工作人员黄万军说：“当俞总了解到
今年寨口村梨农遇销售难这一情况
后，立即作出批示，希望以实际行动来
减少一些贫困梨农的损失。”

“今天过来卖梨的大多是家里丧

失主要劳动力的，像这样的困难户有
53 家，其蜜梨总产量预计达 5000 公
斤左右。”黄万军说，公司原先只计划
采购 150 公斤，后来了解实际情况后
又增加了收购数量，准备将这些梨分
发给员工。

50 岁的黄晓华因十年前摔倒中
风导致手脚不便，家庭重担全压在妻
子一人身上。“七八十根梨树全靠妻子
采摘、销售。”黄晓华虽说话吐字不清，
但满含的泪水却透露出果农的坚辛。

黄 万 军 呼
吁，滞销的梨还
很多，希望更多
的 爱 心 企 业 和
爱 心 人 士 伸 出
援手，帮助梨农
渡过难关。

本报姐妹花记者为寨口蜜梨寻“婆家”，引起各界关注

中月集团采摘5000公斤“爱心梨”

□记者 秦艳华
通讯员 金志鹏 徐锦清

本报讯 日前，市公路管理段针
对古山镇、龙山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开展“道乱占”整治。这是在
前期管理的基础上，再进行细查细
管，通过不断提升路域环境来助力小
城镇环境整治工作。

当天，市公路段路政巡查人员分
多组前往古山、龙山，沿东永线一路

巡查。在古山路段发现有人在公路
上设点摆摊，路政执法人员立即下车
进行劝退，向当事人宣传相关的法律
法规，告知其行为存在的安全隐患，
并协助摊主将摊位搬至安全地带。

在东永线古山路段一处房产开
发施工现场，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向渣
土运输人员和负责人发放路政宣传手
册，就如何管控好抛洒滴漏车辆，与施
工单位进行沟通协调，要求施工单位
完善设施，在出入口增设蓄水槽，用于

出入车辆的轮胎冲洗。同时，要求运
输车辆上路时采取加盖篷布等相应措
施，防止货物洒漏污染路面。

据了解，在全面开展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中，市公路部门以开展穿镇
公路“道乱占”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
全面消除穿镇公路乱停车、乱堆物、
乱摆摊等“六乱”现象，同时，加强公
路设施的维护管理，努力提升公路通
行环境，助力各镇街向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省级样板发起冲刺。

公路部门整治穿镇公路“六乱”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