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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行

本报记者 徐小骏 叶炜婷
通讯员 连海树 周思雯

穿上军装，他是给红军送情
报、送粮食的老交通员，是枪林弹
雨中走来的战士。

脱下军装，他是家乡建设的
“功臣”，数十年深耕乡野，开渠修
路、为民造福。

他就是龙泉市住龙镇周调村
103岁的老兵罗凤养。这位出生于
1918年的老人，经历过军营磨炼和
生死考验，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
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如今，虽已过
去了 80多年，但老人言行中仍透露
着一股军人独特的气质。

烽火远去，红心依旧。谈起昔
日军营里的点滴往事，罗凤养如数
家珍。“那时，战争形势非常严峻。”
罗凤养说，自己是 1939 年入的伍，
当时承担着很重的情报通讯保障
任务，“战斗中，交通员们经常要一
边冒着敌人的拦截检查和轰炸扫
射，一边还要及时安全地给红军接
送情报和粮食，保证红军作战部队
指挥畅通。”

可在入伍的第二年，部队进行
了一次迁移。当队伍走到金华义
乌时，遭遇了一股专门袭击筹粮红
军的土匪。在激烈战斗中，罗凤养
一心护着粮食，与土匪进行搏斗，
于是与红军队伍走散了。在接下

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一边走一边
询问，可一直没有打听到红军队伍
的消息。

与部队失联数月，罗凤养一路
吃着草根和树皮回到家。回家之
后，罗凤养大病一场，在父母的精
心照料下，他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之后便一直在家务农。

此后的 70 余年里，罗凤养将
过往的经历深埋心底，甚至连儿
孙都不知道老人
的从军事迹。直
到几年前，退役
军人事务管理部
门进行退役军人
统计时，他的故

事才渐渐走向大众视野。
幸运的是，现年 103 岁的罗凤

养五世同堂，不仅晚辈孝顺、家族
和睦，自己也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如今的他，每天早睡早起，散
散步、看看报，安享晚年。老人说：

“多亏了共产党，现在国家富强，百
姓安康。而且政府对我们退役老
兵也特别关心，我感到很幸福、很
知足。”

罗凤养：“红色小镇”里的百岁老兵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高水平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钟丽花 朱雯莉）日前，在丽水经济技
术开发区创卫办牵头下，南明山街道
联合经开区执法分局、建设局、市场
监管分局等部门，对安置小区、城中
村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城市集中整
治。“现在商铺门前不再有‘牛皮癣’，
乱堆乱放情况大为改观，小区环境变
得越来越好，我们住得越来越舒心
了。”秀山小区居民吴伟明对小区内
商业街整治后的变化惊叹不已。

秀山小区安置有 5个行政村，陈
店村是其中之一。该村存在基础设
施不完善，部分路段环境卫生差，总
体缺乏管理等问题。记者在整治现
场看到，陈店村正用挖土机推平、清
理堆满杂物、垃圾的闲置地块，并重
新规划闲置土地用途。

“村里将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建
设绿化隔音带、休闲场所，为村民创
造一个舒适便捷的生活休闲区。”陈
店村党支部书记陈剑表示，村里还
组织村民、村干部对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等进行综合整治。“通过引导村

民参与巩固国卫成果，陈店村原来
最脏、最乱、最差的地方发生了大变
样。”陈剑自豪地说。

余庄前村作为安置在秀山小区
的另一个行政村，整治工作颇有成
效。巡查现场，网格员巡查发现住
宅小区道路、绿化带、公共活动场所
等存在乱堆放、乱张贴、私拉乱挂现
象，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清理。“村民
工作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共建美丽
乡村。”余庄前村村委会副主任杜永
军说，村庄环境变好了，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为提升。

自巩固国卫工作开展以来，丽
水经开区建立巩固国卫网格化管理
制度，组建“社工+网格员+志愿者”
巡查小组，分片区进行网格化、常态
化管理，实行定人定区定岗管理模
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效显
著，各村房前屋后堆积物全面清理，
流动摊贩经营户自觉进入固定区
域，道路车辆有序停放，居民卫生意
识大大增强，营造了干净、整洁、有
序的发展环境。

丽水经开区开展巩固国卫工作

——担当作为好干部

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

本报记者 姚驰

党旗飘扬，使命在肩。回首
2020年，缙云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
管科副科长陶雄伟奔波着，忙碌
着，也收获着。面对这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他冲锋在前，以
一名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守在了
战役的最前线。

大年三十，在收到疫情防控的
通知后，陶雄伟便义无反顾地奔向
了一线。“大战当前，作为一名党
员，一名卫健工作者，我责无旁贷，
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

可当陶雄伟来到一线时，疫情

的 不 确 定 性 还 是 超 出 了 他 的 想
象。面对紧张紧迫的防控形势，陶
雄伟星夜兼程，连续 10个多月奔波
于 集 中 医 学 观 察 点 和 综 合 服 务
点。他深入集中医学观察点和综
合服务点督查和指导近百次，完成
了全县 11个集中医学观察点 1000
多名留观对象的管理服务工作，确
保了隔离人员零交叉感染、工作人
员零感染。

疫情面前，他勇于牺牲；重担
面前，他敢于担当。在整个疫情防
控期间，陶雄伟哪里有需要便冲向
哪里，夜以继日坚守一线。他先后
承担“武汉+”“湖北+”和“密切接触

者”1000余人、“青田归国华侨”300
余人的集中隔离管理，圆满地完成
各项任务，以高效务实、科学人性
的管控赢得了隔离人员的一致好
评。

“在负责青田归国华侨集中隔
离期间，为了全链条实现闭环管
理，他连续工作 30 多个小时没合
眼，在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又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与陶雄伟
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都被他的
无私奉献深深地感动了。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陶
雄伟又积极加入到复工复产工作
中，为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

航。比如肖特玻管项目是全市最
大的外资项目，也是疫苗药瓶包装
的供应商，为了保障项目按时完
工，陶雄伟再次受命，圆满完成肖
特玻管项目德籍专家 13 批次 123
人次安全入境闭环管理工作。

“那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但这
一切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的宝贵经
历。回首来路，我无愧组织重托，前
路漫漫，伟大的抗疫精神将永远指
引我们前行。”陶雄伟如是说。

把党旗插在战“疫”一线
——记抗疫斗争先进人物、缙云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科副科长陶雄伟

本报记者 麻萌楠

“我用诚信经营这份事业，用
爱心温暖弱势群体，我要让困难
的群众都笑起来。”近日，2021 年
第一季度“丽水好人榜”发榜，
丽水市心桥纽扣来料加工经纪服
务部总经理项成茂入选。从一位
普通的公司职工，到自主创业成
长为丽水首屈一指的来料加工经
纪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项成茂
为广大农村妇女、孤寡老人以及
残障人士建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
致富工厂。

今年 53岁的项成茂戴着眼镜，
皮肤略黑，样貌朴实，不管刮风下
雨，他都要亲自开车去各个偏远乡
镇送货、收货，每两天一次，这是他
与“老朋友”们的约定。“做来料加
工的都是住在偏远山村的妇女、老

人，还有很多残障人士，他们出行
都不方便，所以我就亲自去跑腿，
渐渐地也跟很多村民成了好朋友，
有些已经合作了十余年。”项成茂
说。

在项成茂看来，诚信是一种力
量，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2008
年我刚踏入这个行业，创业初期，
由于业务不熟练，曾有一次交错
货了，厂家的订单很急，我很不好
意思。虽然他们没有为难我，但
我还是主动赔偿了 2200 多元，我
觉得信誉是第一的，后来这家工
厂跟我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
合作至今。”历经创业前期困苦的
项成茂，以诚信赢得信赖，他更是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许多刚开始接触来料加工的
人因为不熟练，做出的产品不合

格，项成茂并没有责怪，而是牺牲
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不
合格的产品我会让工人们返工，但
我会算两倍的工时费给他们，不让
他们白做，既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同时也能维系我们之间的合作。”
项成茂说。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心桥纽扣
来料加工的业务越做越大，在莲都
区妇联等部门的引导下，项成茂与
市特殊教育学校以及全市十余所
残疾人之家建立合作关系，帮扶弱
势群体，并且给予每斤高 0.3 元的
价格收货，简单算下来，残障人士
每月的收益能多近百元。

其实，经常也有其他更加低价
的渠道找他合作进行纽扣加工，但
项成茂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既已
答应残疾人和困难群众，就绝不食
言，还是会优先把业务给他们。一

年下来，项成茂的成本会高出数万
元。但十余年来，他一直坚守着自
己的初衷：以诚信为宗旨，以爱心
为桥梁。

除了支持本地弱势群体外，项
成茂也积极投身到莲都与四川剑
阁的结对帮扶中，将来料加工介绍
给当地的困难群众，并自掏运费把
纽扣运送到当地的“就业扶贫车
间”，帮助当地增收致富。

粗粗算下来，十余年间，项成
茂已与 2000 多人建立了来料加工
合作关系，帮助他们每年增收上百
万元。“做生意要讲诚信，做人要有
爱心，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生活一定可以变得更美好。”项
成茂说。

“金牌”来料加工经纪人为弱势群体建起一座没有围墙的致富工厂——

用诚信经营事业 用爱心温暖他人

连日来，市生态环境局
松阳分局工作人员走进校
园和企业开展世界环境日
系列宣传活动。在松阳县
实验小学集团学校毓秀校
区 ，工 作 人 员 结 合 动 漫 视
频 ，向 学 生 们 宣 讲 温 室 气
体、碳中和及蓝天保卫战等
相关科普知识，并通过 PH
值试纸试验和声音分贝试
验等，阐述环境污染对人类
的危害。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王雯静 周晴 摄

环境保护科普
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雷倩）6月 3日上午，“乡村振兴·童话
云和”浙江省美术作品展在市美术
馆开展，199件展现童话云和美丽风
貌和乡村发展变化的美术作品吸引
了大批市民驻足欣赏。

据了解，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素有“山水家园、童话世界”之称的
云和县勇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探路者、乡村振兴的模范生，经
济社会跨越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成功打造十里云河、最美梯田、梨花微
雨、浪漫婚纱、畲乡风情、茶田古道、甜
蜜古村等美丽乡村风景线。

本次展览得到广大画家、美术
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投稿作
品 1350件，初评入选作品 311件，在
初评入选作品中评出入展作品 199
件，其中，中国画 77 件，油画 65 件，
水彩（粉）画 30 件，综合材料 27 件。
这些作品取材于广袤的乡村生活，
既展示了十足的意境美感，又传递
了深厚的人文精神，是对新时代美

丽乡村和美好幸福生活的赞美和讴
歌，展览将持续至 6月 28日。

“本次展览全面展示了当代绘
画的创作面貌、最新成果和顶尖水
平，为美术界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
良好契机。画展不仅促进了画家间
的艺术交流，也充分展现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乡村振
兴贡献了艺术力量。我们的一笔一
划、一物一景都包含了我们对家乡
的热爱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向往，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喜欢。”画
展入展作者马小雁说。

“云和自古被誉为‘洞宫福地’，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赋予了云
和集‘山水林田湖’于一体的独特资
源。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
源为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攒足了
后劲。本次展会旨在充分发挥美术
作品的艺术感召力，进一步激发全社
会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必将为云和
乡村振兴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云
和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199件美术作品绘出乡村之美
“乡村振兴·童话云和”浙江省美术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开展

通讯员 周素萍

“叔叔，红灯的时候不能过马路
哦”“阿姨，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头
盔”。6月 5日上午，遂昌县治堵办联
合县教育局、县交警大队、妙高中心小
学等单位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治堵
齐步走”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倡导文
明出行，增强公民绿色出行意识。

在妙高小学的教室里，县交警
大队“老胡说交通”工作室的民警胡
爱民认真、详细地向小学生们介绍
着全县城市道路交通现状以及开展
交通治堵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同时，还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教育
及规范培训，讲解交通安全常识，示
范交通指挥手势。通过学习，让学
生们了解日常生活中的交通不文明
行为，提高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法
规的自觉性。

随后，现场还举行了“小手拉大
手，治堵齐步走”活动启动仪式,孩子
们在“遂·心随行，昌·通无阻”主题
活动旗帜上庄重签名。

活动当天，30 余名少先队员志
愿者头上戴着小黄帽，衣袖别着红
袖章，组成了一支文明劝导员队伍，
遍布在凯兴广场和县府广场的各个
十字路口，开展交通治堵宣传和文
明劝导活动，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
序，发放宣传资料，劝导不文明交通
行为。通过治堵宣传进校园活动，
达到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
学校影响一个社会的目的，让文明
交通理念深入人心。

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创建“安
全、畅通、有序、文明、绿色”的交通
环境，今年以来，该县深入贯彻落实
省市交通治堵决策部署，全面运行
公共交通长效发展机制，扎实推进
路网和停车系统建设，全面提升智
慧交通水平。目前，该县已新增公
共停车位 215个，并全面启用智慧停
车收费系统，不仅节约了管理成本，
也方便了车主停车和缴费，更加合
理有效地规范了城区停车秩序，维
护城区交通安全畅通。

学习交通知识 倡导文明出行

遂昌开展
“小手拉大手，治堵齐步走”活动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松阳县人民法院、农业农村局联合遂昌县人民法
院、农业农村局举办“共护流域生态 共建美好家园”系列活动,走进松阴溪河
岸，将12万尾鱼苗放流。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周晴 刘俊杰 叶小孚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梦沁）近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搭
建的民营农客康庄小巴监管平台
作为全市县级部门首个数字化改
革需求事项上报省交通运输厅，属
全省首批数字化改革需求事项。

该平台以农村客运安全生产
和通村服务质量系统为抓手，致力
于搭建景宁重点营运车辆监管平

台基础框架、驾驶员异态预警、康
庄小巴运行监管、服务评价、出行
预约、数据分析等数字化场景。初
步实现康庄小巴运行监测、安全监
管以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依托大
数据、云服务等新技术深层次挖掘
数据，提升景宁交通部门决策支持
服务和精细化监管水平，提高现有
康庄小巴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确

保对农村客运安全生产和通村服
务质量的有效监管。

据悉，在“康庄小巴”投放及监
管服务上，作为行业管理部门，景
宁县交通运输部门科学规划，统筹
协调。不断完善经营方式，提升监
管水平，满足出行需要。

对于景宁这种山区县来说，投
放“康庄小巴”是解决客车“村村

通”最有效的途径。加强对“村村
通”康庄小巴的安全管理也是景宁
交通运输局近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搭建民营农客康庄小巴监管
平台，方便群众查询车辆信息及实
时位置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农村客
运安全监管和通村服务质量，规范

“康庄小巴”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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