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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陶子骞 张梦祥

上月16日一早，70岁的郑华来和黄岩
区残联工作人员来到平田乡牛游塘，为居
住在此的王森岳进行残疾人评级。

王森岳多年前因事故腿部受伤，这些
年又因类风湿引起骨头坏死，几乎无法下
床。郑华来和另一位医生张开宇为他检查
后，经仔细斟酌和讨论，在评级表格上写
下了“一级”。

“我们必须公平公正。”郑华来说，他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走进黄岩西部山
区，33年来，为帮残疾人评级，他几乎踏遍
了黄岩的每一寸土地。

30多年炼就“铁面无私”

郑华来原是台州市第一医院骨伤外
科的主治医师，今年是他退休的第十个年
头。

30多年前，交通没有如今发达，给残
疾人评级，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郑华来
初入“这行”，是部门里要派一名医生配合
残联鉴定。

“做了才发现整个黄岩也没几个人做
这个。”郑华来回忆，当时，从黄岩城关到
宁溪要坐渡轮，一些山村没有通车，步行
十分费时费力。为了节约时间，他会在乡
镇设点召集老百姓过来，遇到行动不便
的，就跋山涉水“上门服务”。

“对残疾人的等级评定，关系着他们

能够拿到多少补贴，因此需要非常慎重。”
郑华来说，每次给残疾人评级，必须有两
名医生同时在场，做出专业评定后，都要
在表格上签名。

“遇到情况严重的，内心很难不被触
动，可还是必须秉承公正的原则，这样才
能帮到所有人。”在郑华来看来，冷静客
观、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位伤残者，是他
这 3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下的修炼。

评级房间变成诊疗现场

“你再躺下去，活不过三年！”“你要是
不起来走动，评级也不评给你！”……

房间里，郑华来正和搭班医生张开宇
一起，“吓唬”一位右腿股骨颈骨折的病
人。因为患有心脏病无法进行麻醉手术，
患者长期卧床，几乎一动不动，导致左腿
肌肉萎缩，身体每况愈下。

“就是懒出来的病！”两位医生对此极
为痛心。明明是残疾评级，病房里却俨然
成了内外科诊疗现场，他们分别从各自专
业对病人提出了康复意见。

评级变成看病。这样的情景，在郑华
来30多年的残疾人评级生涯里频频发生，
有些病人因为伤势自然发展导致恶化，也
有病人却因为无知而耽误了自己。

有次，郑华来和张开宇为一位患有帕
金森症的老太太评级，发现其已经神志不
清。询问老太太的丈夫后，他们得知老太
太觉得吃药没用，自行停止了服用。

“有些评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归根
结底是有些人缺乏医学常识，甚至不听
医嘱。”提起这案例，郑华来语气里带着
惋惜。

他说，这些年走遍黄岩的各个乡镇，

与其说是评级，更多的还是想看望那些生
活艰辛的老百姓，希望借由自己的医学知
识和评级者的身份，能帮则帮。

一直干到走不动路

令郑华来欣慰的是，与当初比起来，
如今黄岩的残疾人数量越来越少了。“以
前生活条件差，老百姓出去打工，安全措
施不齐全，容易发生意外。”郑华来感慨，
但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中风等疾病导致
的肢体瘫痪愈发多了。

“吃得多，运动少是根本原因。”张开
宇是黄岩区中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
师，中风、帕金森等病症是他的专业范畴。

张开宇是近两年加入黄岩区残疾人
评定工作的。此前，和郑华来搭档的神经
内科医生是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
医师陶宏英。陶医生年过 80，跟郑华来合
作近 30年，直到前两年，她才因身体原因
从残疾人评定工作中退下来，张开宇是她
的接班人。

和张开宇搭档后，郑华来与他继续配
合着翻山越岭，走过一户户残疾人的家
庭。残疾人评定往往一出门就是一整天，
到了午间，70岁的郑华来微微露出疲态，
但总是一句“没事”，便继续坚持。

被问及准备什么时候“退休”，郑华来
愣了愣，回答道：“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
继续干，干到走不动路为止。”

坚持为残疾人评级坚持为残疾人评级3333年年

“无情判官”郑华来

图为郑华来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鉴定图为郑华来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鉴定。。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张梦祥张梦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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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谷尚辉

“只要漏掉一个，就可能前功尽弃。”
回忆年初的疫情，方翔觉得一切都很突
然。很多医务人员、公安民警取消了春节
假期，紧急返岗。

他是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北派
出所副所长。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方翔作
为台州高速公路口卡点的疫情防控工作
公安负责人，在卡点坚守了80多天。

2019年年三十，方翔已经接到系统
内部的通知，国内疫情变化，随时待命。果
然，两三天后，台州高速公路口设置卡点，
他要负责高速口的秩序维护。

“虽然知道在这场疫情中，我们无法

置身事外，但没想到来得那么快。”此后每
天，方翔和同事们都守在了高速卡点。

为了让检测工作更加规范、快捷，方翔
及时完善高速卡口疫情防控工作流程图、台
账登记表等，对入城车辆、人员检测程序“三
看一问一登记”，即对过往人员“看证件、看
体温、看车牌、问情况、登记具体信息”。

“在卡点执勤，大家也有点担心。”方
翔要求每个民警都规范操作，这样就可以
降低感染风险。

穿上防护服，戴好防护镜、系牢医用
口罩，扎进人堆中核对人员信息。每次执
勤要坚持 8小时，不能脱掉防护服，很难
熬。去年2月15日，方翔因连续奋战，超负
荷工作后身体感觉不适，排除了感染情况

后就返回岗位，领导和同事劝他休息，他
说：“没事，我就是嗓子哑了一点，多喝开
水就好了”。

没想到，当晚气温骤降，突如其来的
狂风暴雨将高速卡口的设施全部刮倒。

得知消息后，方翔迅速赶到卡口，不
顾身体不适，多方联系，搭建临时帐篷，重
新连接电脑线路，重建卡口，让检测工作
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正常。

去年3月8日晚11时许，方翔接到指
令，有两辆车的人员健康码是红码，从临
海往台州方向行驶，具体车辆信息不清。

方翔立即告知全体在岗人员，通知派
出所派人增援，对来往车辆开展细致排查。

第二天凌晨3时30分，他终于发现第

一辆可疑车辆，经过询问，原来对方曾经
中途停车休息了四个小时。

根据乘客的讲述，方翔他们又拦下了
第二辆车，将两辆车的4名红码人员送到
相关隔离点执行隔离。

这样的警情在方翔执勤期间出现多次，
甚至还直接拦截过疑似感染者，每一次他都
能够沉着冷静地处理，化解了无数次险情。

截至卡口撤销，方翔带领同事们共核
查车辆2万多辆，检查人员4.5万余名，劝
返车辆1.2万余辆，劝返人员2.4万余人。

正是因为他们和黄岩其他防疫工作
人员的努力，疫情成功得到控制。方翔说，
他是一名警察，群众信任他，他就要担起
这份信任，做到无愧于心。

方翔：坚守防线 无愧于心

本报讯（记者李寒阳）上月 29日早上
5时40分，212、218两路公交车从模具小镇
临时场站首次发车，分别驶往黄岩客运西
站和路桥商贸城。临时公交场站位于黄岩
区剑山村与下曹村的交界处，此前，这里的
村民想要乘坐巴士，需要前往新前街道的
站点。

“虽然看着不远，但从村里走到街道也
要不少路，像我们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起
码要走十几、二十分钟。”剑山村村民王大
妈说，临时场站的搭建极大地方便了附近
居民的日常出行。

听到公交线路延伸至模具小镇的消
息，当地的工人们心里乐开了花。模具小镇
成立 5年，有 137家模具相关企业，共计约
有 9000多名员工，在公交场站开通以前，

他们的日常出行大多使用电瓶车和网约车
作为交通工具。“大多工人都没有私家车，
想要去趟黄岩城区，打车要花掉不少钱。冬
天到了，要是骑车过去，则要吹半个多小时
的冷风。”模具小镇办公室工作人员杨敏坦
言，,随着场站的建立，212、218两条公交线
路共增加了 12 个站点，围绕模具小镇分
布，几乎可以覆盖小镇的各个企业。

“附近村民、工人们数量较大，对公交
车存在很大的需求，临时场站的搭建十分
必要。”公交集团巴士公司二公司经理倪建
国说，从去年 11月下旬开始搭建，这所临
时的公交场站配备了12辆巴士投入运营。
在场站内部，还设置了驾驶员休息室，配有
空调和开水间，司机师傅们可以在这里养
精蓄锐、缓解疲劳。

附近村民、工人不必再顶着“寒潮”骑车出行

公交线路通到黄岩模具小镇

郑 红

2021年的第一天，在阳光与冰冻中拉开序幕。溪
流、山涧……微信朋友圈里小伙伴们到处花式晒冰，
大家都说这天气实在太冷，不过这种好多年没有感
受过的冬天滋味，也让人觉得欢喜。

新年第二天，寒潮影响基本结束，早晨迎接
我们的不再是呼啸的北风，虽然各地的最低气温
仍在冰点以下，但白天卖力演出的阳光，将最高
气温拉回到了 10℃以上，气温悄然开启缓慢回升
的节奏。

当你还在期待阳光继续发力，回到前段时间暖
洋洋的日子里时，稍作休整后的冷空气，又开始新一
轮的能量积聚。昨天开始，天空中云系增多，太阳和
大家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没有了阳光的助力，体感上
感觉阴冷不少。

今天气温继续回升，在暖湿气流和冷暖空气交汇
的先后影响下，这两天部分地区将有雨水出没。另一
波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则会在1月6日夜里驾到，带来
的降温和大风威力巨大，和年前的那波寒潮有的一拼。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6日夜里有雨夹雪或雪，7
日雨（雪）止转阴到多云，7日至气温下降剧烈，有冰
冻或严重冰冻，沿海海面有8-10级偏北大风。

两股冷空气接力来袭，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气
温，再度坐上滑滑梯，一路下滑降至冰点以下。尤其
是8日、9日，最低气温北部地区仅-6℃左右，其他地
区-3℃左右，到时候又冷回到上一次寒潮来时的模
样，冻感十足。

不过，冷空气带来的也不全是坏消息，等到这两
波冷空气过去，周后期开始，我们将告别阴雨天，晴
到多云天气重新回归，并将持续一小段时间，在冬日
暖阳的助力下，气温也将有所回升。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今天多云到阴，部
分地区有时有小雨，8℃-14℃；明天阴，局部小雨，
8℃-12℃；周三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小雨或雨夹
雪，5℃-10℃；周四雨雪止转阴到多云，-1℃-6℃；
周五晴到多云，-4℃-3℃；周六晴到多云，-4℃-
5℃；周日晴到多云，-2℃-6℃。

两股冷空气接力来袭

本报通讯员徐丽平

儿童托管、公益图书馆、心田浇灌站、
保护青少年儿童系列服务、瑜伽课、亲子课
堂……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从“心
理咨询”到“居民娱乐”一站式生活体验。1
月 3日，不少市民聚在椒江区白云街道云
海社区的“邻距里”服务综合体内。

像云海社区一样，从 2020年开始，椒
江在全区各社区推出“街道—社区—小区”
三级“6+X”社区服务综合体，围绕服务居
民、协商议事、组织培育的服务定位，科学
设置党员之家、邻里幸福学堂、夕阳照料中
心等，探索权责明晰、依法共治、服务完善
的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也是联系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椒江区民政局
基政科负责人李渊介绍，“会客厅”是社区
综合体里的重要功能之一，它把居民家里
客厅的概念延伸到了全社区，社区居民可
以在这里迎客、会客。

在椒江海门街道东合社区，这个以家庭
客厅设计布置的“会客厅”，设有“百岗通”和

“议事坊”，前者通过“全科社工”一站式受理
居民的各项办事需求；后者则是共建单位、
党员小组长、民情观察员、民间意见领袖等
多方协商处理社区里各类问题的场所。

近日，东合社区某海鲜楼有20个空调
的室外机朝向某小区，居民觉得室外机这
样放置不好看，希望能给室外机装个框架。

“当时恰逢疫情期间，海鲜楼几乎都关着
门，如果装框架需要2万元左右，老板表示

拿不出这个钱。协调了很多次都无果。”东
合社区居委会主任陈赞旭说。

后来，东合社区服务综合体议事厅召
集人之一周某恰巧也是做餐饮的，他比较
能理解老板的心情，设身处地地跟老板沟
通，事情得到解决，小区居民也非常满意。

心田浇灌站是椒江白云街道云海社区
服务综合体的亮点之一，也称为家庭综合
帮扶中心。“这是由党员引领参与居民服
务，结合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律师等
专业人员组成的志愿队伍，免费为社区居
民提供心理咨询、亲子关系、青少年健康成
长等调解帮扶工作。”云海社区居委会主任
阮秀敏说。

上两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居民跑到社
区，称自己与儿子发生矛盾，一气之下离开

家，两个晚上没回去，现在想回家，但没有
勇气回去。“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利用心
理建设认知疗法，并建议她与儿子多沟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沟通，这位妈妈答应回
家。”椒江区“邻距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
事长钟月红说。

“近年来，椒江根据社区居民的各自需
求，在‘邻距里’服务综合体里，大力发展特
色社会服务项目，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进社工机构，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椒江区民政局
党组书记周桂华说。

截至目前，椒江区已完成东合、云海、
华城社区等 20个“邻距里”社区综合体建
设，预计到今年年底，所有社区将完成“邻
距里”服务综合体全设覆盖。

居民在社区内，就可享受从“心理咨询”到“居民娱乐”一站式生活体验

椒江建成20个“邻距里”服务综合体

1月1日，温岭市新河镇工会、妇联、义工队组成新年慰问小组，向默默坚守在岗位的环卫工
人、建筑工人等送上姜汤和围巾，为他们驱寒送暖，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报通讯员周学军摄

新年送温暖新年送温暖

本报讯（通
讯 员何江锋 陈
园）近日，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发布了 2020年度浙江省园林式居住区（单位）、优质
综合公园、绿化美化示范路、街容示范街名单，继人民
东路（东辉北路-体育场路）和中华路（三星大道-人民
东路）之后万泉东路（体育场路—东环路）于今年又成
功创建省级街容示范街，至此，温岭市共成功创建 3条
省级街容示范街。

万泉东路（体育场路—东环路）全长约 833米，宽 23
米，绿道全长约800米，为双向4车道。沿线设置了4个公
交车站和2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周边300米内还有6个公
共自行车站点，打造了便利的公共交通体系。同时，该路
还设置了一座二类及以上标准有专人值守的公共厕所。
路段内有新天地商圈、锦园小区等大型生活社区，约有商
铺72家，日常人流量和车流量很大。

自创建省级街容示范街以来，温岭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会同住建园林、市政等单位对万泉东路开展了基础设
施对标提升行动，采取现场办公模式，对沿线基础设施问
题进行大排查，并落实沿线市政设施修复、绿化养护补
植、停车线施划等，共科学设置了停车位255个，有效解决
了停车秩序混乱问题。

在提升基础设施的同时，该局还结合省示范文明城
市创建契机，进一步深化街路长制，逐步构建“群众工作+
执法工作+科技”的城市街面治理体系，落实专门的街路
长负责日常街面治理工作。“目前在城区115条街路设立
了 109名街路长，形成了街长管街、片长管片、队长管辖
区、局统一调度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模
式。”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还整合了环卫、市容、停
车秩序等业务线，并结合“一路一档”对市政、园林等进行
集中上报处置，有效实现了街面管控的制度化、精细化和
长效化。

温岭万泉东路创成
省级街容示范街

本报讯（通讯员朱丽红 张 茹）“镇里工作人员能上
门系统性地指导企业消防工作吗？”上月25日上午，天台
县坦头镇工办在接收到浙里办企业诉求后，立即联系镇
应急办送服务上门，到福瑞达厂区为员工进行消防知识
检查培训。

“防火门要保持常闭，但不能上锁。发生火灾时，常闭
式防火门能有效阻挡火势及烟雾的蔓延，同时也方便人
员的逃生。”该镇应急办工作人员陈立根在培训时一再强
调，在安全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能贪图一时的方便而忽略
细小的安全隐患。

近年来，坦头镇对企业消防和安全生产高度重视。
各工厂企业也由一开始的抵触情绪到逐步接受，再到
主动学习。坦头镇小微企业众多，工办和应急办的全体
人员秉着服务企业的信念积极为企业提供服务，深入
基层一线、服务困难企业，以及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管理中碰到的安全难题，帮助企业克服和解决各种
安全难题。

“企业需求是第一要务，为此，我们要切实当好‘服务
员’，践行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事项零
积压、服务质量零差错，让群众多一份安全。”镇应急办主
任杨国保说。

坦头：

上门为企业提供消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