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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小兵 本报通讯员应洪峰

1月26日，满载煤炭的“新春晓”号
货轮在临海头门港区靠泊，现场吊机
轰鸣，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热闹场景。

港为城用，城以港兴。
去年，临海港口经济各项指标保持

高速高质量增长势头，其中完成货物周
转量111.68亿吨公里，同比增长80.5%，
增长率在台州排名继续保持第一；完成
港口货物吞吐量716.03万吨，同比增长
34.1%，增长率在台州排名第一。

两项指标增长率双双排名全市
第一，这背后有什么诀窍？

“去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新挑
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改革新形
势，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抢抓
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深入推进‘两
抓’年活动，突出抓项目、稳基础、促
转型、优服务、重安全，保持了港航事
业平稳有序发展。”临海市港航口岸
和渔业管理局局长刘勇说。

加强引导扶持，促进产
业发展

步入临海市大洋街道总部经济商
务区的办公楼，浙江协海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卫俊熟练点开电脑上的
“智慧船舶管理系统”，企业下属船舶
的具体位置、船上相关情况一目了然。

“我们是2018年把总部迁回到临海
的，目前临海总部的相关业务开展很顺
利。”朱卫俊说，“临海市委市政府对招商
引资工作相当重视，出台了扶持航运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营商环境好，有关
部门的服务态度好，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去年，临海继续利用航运业扶持

政策吸引在外“临海籍船舶”回流，政
策“洼地”效应显著，并鼓励当地航运
相关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统计数据
显示，去年临海引进航运企业 5家，
回流运输船舶 5艘，新增运力 9.61万
载重吨。 （下转第八版）

——临海港口经济两项指标增长率全市第一的背后潮起海天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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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本报讯（记者何 赛）1月28日下
午，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商调度
会召开。市委副书记芮宏在会上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抓紧抓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坚决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保卫
战。市领导戴国富、林金荣、朱建军、
张锐敏、邵先富、林虹参加会议。

在听取全市疫情防控暗访检查
通报和各地工作汇报后，芮宏指出，
总的来看，各地能够较好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要求，防控之弦进一步绷
紧、举措进一步严密、责任进一步落
实、氛围进一步浓厚。随着春节不断
临近，疫情防控形势越加复杂严峻，
决不能盲目自信、掉以轻心、麻痹大
意，要咬紧牙关、持续用力，全力以赴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芮宏强调，春运已开启，外地返
乡人员数量预计还会有一个较大的
增长。要切实强化重点人员管控。严
格落实入境人员健康管理，执行

“14+7+7”管理要求，加强国内四类
人员健康管理，特别是要有效发挥全
科网格作用，加大工作宣传，进一步
细化基层村居社区的排查管控。要切
实加强冷链物防工作。市场监管、公
安、高速交警、交通运输、卫健等部门
要加强联动，坚持精准防控、查验前
移、源头阻断、闭环管理，推动冷链物
防关口前移，对入台的冷链运输车辆
实行“逢车必检”、分类处置。要切实
强化重点场所防控。做好农贸菜场、
商场超市、旅游景区、宾馆饭店等重
点公共场所日常管控工作，严格落实
测温亮码、定期消毒等各项防控措
施，严防扎堆聚集。要切实加强农村
疫情防控。强化村居三色管理，严密
发热监测网络，严控各类聚集活动，
从严从紧“管住大门，关好小门”。要
切实统筹春节防控工作。抓好保供稳
价、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春运工作，
坚持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民生保
障、安全稳定等工作结合起来，力争
尽快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芮宏在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商
调度会上强调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全力以赴做好冬春季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 赛）1月28日，市
委副书记芮宏赴椒江暗访检查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科学准确
把握疫情防控形势，毫不放松抓紧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严密守好各道
防线，继续交出防疫高分报表。

在椒江区宗教场所，芮宏对该场
所防疫工作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他指
出，要压实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
的疫情防控各方责任，引导提醒信教

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在给力教育培训
机构，芮宏仔细检查疫情防控、消防
安全等情况，他指出，各培训机构要
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教师员工、
学生的健康管理，切实保障师生健康
和安全。芮宏还来到新华书店、锦江
百货进行检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
测温亮码等防控措施，严防工作流于
形式，守好门把好关，确保为市民提
供一个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在亮码测温后，芮宏走进中山小
区，并与正在居家隔离的居民进行视
频对话，了解其生活状况。他指出，各
小区要坚持网格管理、闭环管控，坚决
做到“看好门、管住人”，同时也要做好
暖心保障。随后，芮宏来到一处集中隔
离点宾馆查看，他要求，要严格隔离管
控，认真开展好集中观察和疫情监测
工作，继续严防死守。在联谊养老中心
和台州市儿童福利院，芮宏仔细询问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和日常工作开
展情况。他强调，要对老人和儿童的健
康高度负责，全面强化措施落实，严格
把好防控关。在检查椒江体育馆和台
州海洋世界后，芮宏指出，各公共场所
要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做好环
境消杀、体温检测等工作，还要加大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力度。

芮宏强调，春节假期临近，各地
各单位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
实防控责任和措施，确保疫情风险点
不发生失管漏管。要严格抓好返乡人
员健康管理，进一步落实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引导群众做
好个人防护，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要
严格落实好公共场所防控措施，进一
步科学细化应急预案，及时排查风险
隐患，确保市民度过一个健康安乐祥
和的春节。

芮宏在椒江开展疫情防控暗访检查时强调

严守各道防线
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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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才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
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为
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
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臧克家这首
为纪念鲁迅而作的诗，叫《有的
人》，仿佛也是为鲍文陆而写的。

一遍遍读这篇追记，一遍遍唏
嘘不已。感动之余，不禁想，生命的意
义何在？从鲍文陆身上，也许找到答

案，“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
一个87岁的人生，不短了，但置

于时光隧道，也只白驹过隙，昙花一
现。鲍文陆一介平民，却一辈子做好
事，“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尽情
拨亮生命的光芒，去映照他人幽暗
的路，去捂暖别人冰封的心。在历史
长河中，他如流星闪烁，以瞬间的万
丈光焰，注定被载入史册。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鲍文陆一
生最好的写照，尤其晚年，他背弓
身不弯，将“人”字抒写至最美，将

平凡演绎成伟大。
为人民教师，他情倾学子，如

春蚕吐丝，如蜡炬成灰，所有心血
和智慧化为孩子茁壮成长的沃土。

为人民代表，他铁肩担道义，
克尽己责，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
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告。

他把职业担当和社会角色，融
入有限的生命，催化无限的力量，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鲍文陆生历坎坷，死被哀荣。如此
坎坷，是那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造成的，
他以钢铁意志一步步挺过，从不怨天

尤人，终成生活强者；这般哀荣，非“王
侯将相”者赐予，而是民心所向，万人
自发凝聚，唯如此，才弥足珍贵。

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鲍文陆
的人，都会被他崇善尚德事迹所感
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民众
自发送殡，见证人心向善和感恩的
价值取向，永恒不变。

一个人走了，却依然活在人们
心中。活在人心中的时间，会超过
生命的长度。今天的鲍文陆，在无
声地告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在
于超越物质的限度，追求精神的境
界；在于不被挫折困苦所扼，坚忍
不拔达观前行；在于嘉言懿行，兼
济苍生，奉献为乐。

生命的意义第
六
届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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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陶宇新）1 月 28 日上
午，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省十三届人大五
次会议选举办法和专门委员会有关组成
人员人选通过办法。下午，台州代表团认
真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
院”工作报告，并继续就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和计划、预算报告等提
出意见和建议。

代表们在审议中说，省人大常委
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
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
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
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两院”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站位全局，主动
作为，忠实履职，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代表们围绕进一步做好人大和
“两院”工作，以及如何助推高质量发
展，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省人大代
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海平从政府
抓落实的角度提出建议。他说，台州
要以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注重
创新平台搭建、创新主体培育、创新
生态构建，高水平谋划台州湾科创走
廊建设；要以产业提升促进高质量发
展，着力集群化发展、数字化赋能、精
细化服务，抓好示范产业链，构建联
动、协同、集成、统筹的服务机制；要
以真抓实干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抢
抓发展、狠抓落实的体制机制，推动
各项工作真落实、真落地。

省人大代表、三门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蔡周钧围绕如何坚持系统观念，着力
打造人大监督的硬核成果分享了自己
的观点。他认为，打造人大监督的硬核
成果必须全局谋划，在服务大局中找准
人大监督切入点；必须整体推进，在重
大议题上打好人大监督组合拳；必须协
同合作，实现监督工作多赢共赢；必须
上下联动，提升人大监督整体合力。

“对台州来说，民营经济示范区建
设离不开‘两院’的司法保障。”省人大
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盛建
议，进一步加强对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地位、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财产权利、企业
家人身权利；加强对民营经济市场行
为的规范和引导，通过依法办理案件
和以案说法，依法保护正常市场行为；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共同营造良好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议制定浙江省个人破产条例，
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要注重发挥
代 表 作 用 ，着 力 提 升 社 会 治 理 能
力。”……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畅
所欲言，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了许
多有针对性、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台州代表团继续审议省人代会报告

夯实民主法治基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记者李凯艳）“你们一定
要提醒进店的人戴好口罩、做好登
记，可不能松懈。”1月27日上午8点，
温岭市城东街道鸡鸣村网格员林慧
慧开启一天的工作。近期，要排摸
2000多名外来流动人员与98家商铺
的林慧慧每天都要走4公里左右。

在温岭，还有无数像林慧慧这样
的网格员奔波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角角
落落。岁末年关，正是人员聚集、流动的
高峰期，疫情防控面临新的考验。温岭
市全力压紧压实联防联控工作责任，
构筑起一道坚强可靠的“疫情防控墙”。

为严把疫情防控的关卡，温岭对
村居实行“红、黄、蓝”风险等级预警机
制，精准排摸自中、高风险地区返温人
员的情况，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针
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区域精准投放防疫
宣传视频彩铃，提升群众的防疫意识。

同时，温岭同步落实重点场所、
重点行业的日常管控。各镇（街道）
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

内超市、菜场、小区、药店、影院等公
共区域进行持续性巡查，对未严格
执行戴口罩、测温、亮码、消毒、进场
人员登记等防疫措施的，当场落实
整改，守牢疫情防控“小门”。

在全面发挥“网格化+大数据”精
密智控的同时，温岭持续把牢冷链物
防关口，对台州市公共集中监管仓（温
岭站）实行闭环管理，守住进口冷链食
品流入源头的“南大门”。

为拧紧疫情防控每个环节的螺
丝钉，温岭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的督
查工作，以片区协作为依托，成立六
个督查组，同步联动 16个镇（街道）
的人大代表联络站、社管办以及监
察联络站等，层级推动，深入村居，
织密督查工作的覆盖网。

针对防疫责任意识不强、措施落
实不到位的重点点位，督察组采取

“检查+回头看”工作模式。目前，已整
改包含水产品市场、超市、农贸市场
等重点场所在内的32个重点点位。

温岭：拧紧疫情防控的
每一颗螺丝钉

聚焦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何 赛

一个享年 87岁的老人去世了。
这事似乎再平常不过。

名下无房无车，膝下无儿无女。
约十平方米的老宿舍，除了一

堆议案资料和学生照片，就是几件
打满补丁的旧衣服。

不久前，一位学生来医院看他。
知道他节俭，不肯收人礼，拎着自己
煲的鸡汤来了。“我不喝，你带回去给
家人喝。”一句话，打得人怏怏而归。

侄女拿的水果，也不肯留下。
这么一个“抠门”“脾气古怪”的

孤寡老人，出殡那天，倒是很不平常。
从殡仪馆到路桥区桐屿街道丁

前村，路程约七公里。一路上，每个
村口都站满了人。白花混着哀乐，惹
出不少眼泪。

老的、少的，亲友、领导、同事、
学生、村民，站着的、坐轮椅的，近万

人自发来送他一程。
定居国外的学生，万里而来，受

疫情隔离，托人送上花圈寄托哀思。
没有遗嘱纠纷，留下一点积蓄，

十年前他就说，“留给孩子们，成立
一个助学基金。”

“鲍老师，留下吧！”丁前村村支
书杜广华哽咽着，免费为他提供村
里的公墓，让这个异乡人长眠于丁
前山之巅。

老人叫鲍文陆，以学校为家，以
助人为己任，退休前是路桥区共和
中学教师。将自己八九成收入用于
助人，2014年登上“中国好人”榜。

五十年来，放弃城市优越条件，
一头扎进农村，倾其所有。被群众推
选，当了三十多年的县（区）人大代表。

“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最好。”学
生应允盛眼圈泛红，“鲍老师这一
生，为了助人，过得太苦了。但是，他
的精神富足，信仰光芒万丈。”

告别仪式

旧照上的鲍文陆，剑眉星目，神
采奕奕。那是二十几岁时的他。

去世时，鲍文陆两鬓斑白、满脸
皱纹、背很驼。

之前，因为做好事，多家媒体来
报道，特意安排坐着拍。他笑着摆摆
手，“怎样都成，能让更多人来做好
事就行。”

现在网上，还能搜到鲍老师“衣
冠不整”的照片——“老头背心”肩
头耷拉，凉鞋磨得后脚跟都没了。

新一届小学生刚入学，会发现
有个怪爷爷，佝偻着背，吃着食堂的
剩菜剩饭。“那是鲍老师！”家长们总
会及时给孩子“补课”。

鲍文陆的退休工资每个月有好
几千块，但他自己只留下微薄的生
活费，其余全给了困难户。

有一次，学生应永根看到鲍老
师，将猪泔桶里的大排捞出来，清洗
后晒干留着吃。

“鲍老师，怎么现在这么神志不
清!”应永根嗓门大，第一次冲老师
发了火。“你不知道，他一点都不为
自己想，有多少钱捐多少。之前肺结
核住院，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关
系好到亲如父子的应永根很心痛。

“我吃穿什么无所谓，省下这些
钱，让孩子们能念书，村民们救上急，
多好啊！”鲍文陆总是不为自己留后路。

1971年3月，鲍文陆进入路桥区
共和中学任教，一教二十三年。可以说，
飞龙湖周边区域，只要上过中学的，都
是鲍老师的学生。大家都敬他，爱他。

2020年 12月 6日，鲍文陆溘然
长逝。学生们心痛不已，组建了微信
群“鲍门子弟”，自发排班一周守灵。

“我也是鲍老师的学生。”有一晚，
一位老者闯进来，打破了沉痛的氛围。

眼前胡子花白的七十岁老人，
原来是鲍文陆最早一届学生。“现在
我俩都是老头了，我心甘情愿，同样
尊称他一声老师。”

奇妙的时空间隔，打开了大家
的话匣子。

“有一次我逃课出去玩，没想
到，鲍老师在我家门口等了一天，只
为叮嘱我要抓住学习机会。”路桥公
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任金叶说。

“大冬天我衣服穿少了，哆哆嗦
嗦回家，他二话不说脱下衣服给我
披上，自己跑步走了。”一位受鲍老
师感召成为教师的中年人说。

……
不论哪一届，不论从事哪行哪

业，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出名的“我的同学”系列，主角

是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的周
同学。因为闹情绪，周同学愤然决定辍
学，买了十几只鸭子就驻扎田里了。

“养鸭子也很有意思，但你知道吗？
书读好，能够见识到更有意思、更广阔
的事和物。”鲍文陆循循善诱，这才有
了周同学接下来学业上的步步精进。

这么多年，这对师生一直保持联
系。鲍老师去世后，现派驻外国的周同
学，订了最快一班航班，加急回国。

早年间，共和乡还是穷乡僻壤，
“农本位”思想严重，辍学率居高不
下，学生位置突然空了是常有的事。

“一个都不能少。”（下转第二版）

——追记记““中国好人中国好人””鲍文陆鲍文陆

他走了他走了，，但没有离去但没有离去

鲍文陆推着自行车奔波在助人路上鲍文陆推着自行车奔波在助人路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