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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 红）春节假期近在眼前，前天下了
一场小雨，昨天太阳公公重新露脸。你以为天气就此转
好，很可惜剧本不是这么写的。节前只剩两天，雨水将趁
此机会刷一波存在感。

受暖湿气流影响，昨天夜里到今天全市有较明显
降雨过程，结合全市跨区域联合人工增雨作业，预计雨
量中等，东南部地区有大雨，将对去年秋季以来持续干
旱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另外，今天夜间沿海风力将增强
到7-8级。

春节假日期间（2月11日至17日）我市天气“晴多雨
少”，气温适宜，无降雪和低温冰冻天气。具体来看，除夕
阴有小到中雨，沿海海面有8-9级偏北大风。正月初一到
初六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初二到初四最高气温可
回升至19-21℃；初四夜里到初五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
有所下降，沿海海面有8-9级偏北大风，初六早晨气温将
降至4-6℃，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雨。

全国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根据中央气象台
的预测，春节假期全国大部地区假期气象条件总体较
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北方地区有冷空气活动
气温多起伏，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过程，黄淮、四川盆
地等地有雾霾。

“假日期间气温总体偏高，后期受冷空气影响略
有下降，须适时增减衣物，谨防呼吸道疾病传播。”台
州市气象台副台长翁之梅提醒，受降雨影响，腊月廿
八夜间到除夕、正月初六夜间我市路面湿滑、部分路
段能见度低，对交通运输有不利影响，交通部门须加
强公路、铁路、交通枢纽等地重点区域的疏导和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

另外，假期前夕的明显降水对水库蓄水、农业生产
和森林火险缓解等较为有利，市气象局建议水利部门抢
抓有利时机做好蓄水、节水、保水工作。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2月10日（腊月廿九）
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8-11℃；11日（除夕）阴有小
到中雨，10-12℃；12日（正月初一）阴转多云，8-16℃；13
日（正月初二）多云，9-19℃；14日（正月初三）多云到阴，
偶有小雨，11-20℃；15日（正月初四）多云，10-20℃；16
日（正月初五）多云，8-14℃；17日（正月初六）多云，夜里
转阴有小雨，5-16℃。

春节假期多云为主
气温适宜

本报记者周子凝 本报见习记者俞文爽

近来，有位受害人李甲（化名）致电台
州市反诈骗中心诉苦，称其 10年前，只身
从中国西部偏远地区来到台州打工。在台
州，他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王乙（化
名）。几经波折，两人成家了。可突如其来
的“横祸”，却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结婚就得有婚房，那时买了房子，付完
首付，口袋的钱所剩无几，装修只能靠贷款
了。”李甲为了给妻子一个家，就打算网贷。

“以前，我听说过小米金融贷，便去网上
搜索，却没想到下载了个盗版APP。名字、图

标都跟真的一模一样。”李甲说，客服先联系
他说其绑定的银行卡号填写错误，需要交5
万元的改卡费，之后又说贷款提现超时，账
户被冻结，让其再交5万元的解冻费。

这笔钱，对于普通家庭的他们来说，
是一笔巨款。“房子先不装了，我们只能凑
合住。希望民警能多发一些预警防范的信
息，为我们敲响警钟。”

大部分通过网络贷款的人有着较为迫
切的资金需求，仅凭这一点，骗子们就牢牢
抓住客户心理诉求，一步步设下圈套。台州
公安提醒，诈骗分子在网络上开设虚假网
站或APP，以低门槛发放贷款的名义，诱使

用户下载似曾相识的软件，而此类软件的
名字和图标都和正规软件一模一样。用户
下载软件，注册了相关的个人信息后，所谓
的“客服”会以保险费、保证金、激活费、手
续费、解冻费为由，收取一笔笔费用。

据悉，2020年，台州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发案最多就是信贷理财类诈骗，占比高达
22.61%。近期，这类案件的发案也在不断飙升，
仅仅数周就有近百位市民因网络贷款被骗。

另外，短信诈骗也是常见诈骗手段之
一。诈骗分子往往冒充官方机构，向事主发
送“钓鱼网站”链接。诱导事主进入钓鱼网
站，骗取事主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

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及密码等基本信息。
台州公安提醒，市民得先从链接进行甄

别。例如短信内链接是 .cc等不常见的后缀
或govb等冒充政府山寨网站的，基本判断不
是国内的域名后缀，能够比较容易分辨。如
果遇到大家难以分辨的链接，还可以通过拨
打96110或0576-81234567来电咨询，台州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会进行专业解答。

春节即将来临，台州公安再次提醒市
民朋友们提高警惕，任何在贷款前收取工
本费、手续费、保证金的行为均为诈骗。同
时，建议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如
有疑问或被诈骗的请及时拨打110。

春节临近，当心信贷理财类诈骗

本报通讯员朱幼萍 本报记者张聆听

春节临近，原来是甘平大量上市、橘农
增收的好时机。然而，浙江华旅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精心栽培的30亩甘平喜获丰收却遭
遇严重滞销，这让负责人罗华国非常着急。

在位于黄岩区头陀镇上路村的几个仓库
里，记者看到了一筐筐甘平堆积如山，总共有
3.5万公斤，目前只零星销售了约1000公斤。

罗华国在头陀镇林龙新村承包土地种
植柑橘已有十多年，以前以种植传统柑橘
品种“本地早”为主。这几年，随着黄岩蜜橘
产业振兴，他调整了柑橘品种结构，种植了
经济效益更高的红美人，并在七年前引进
了柑橘新品——甘平。今年是甘平第二年
挂果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近两番。

“甘平属于大果型柑橘，口感较为甘甜，

最高糖度可达到十七八度，甚至二十度，果
形较为扁平，称之为甘平，成熟期一般为1月
到3月。”罗华国说，甘平属于晚熟品种，原本
想着在过年前后采摘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
遭遇了寒潮，不仅给橘树造成毁灭性的打
击，还让甘平的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对大部分挂果的甘平都进行
提前采摘储存，但许多商贩误认为寒潮影响
了甘平品质，来收购的非常少，加上目前红
美人价格也跌到低谷，价位相对较高的甘平
就更无人问津。”罗华国很着急，如果卖不出
去，高达几百万元的种植成本就打了水漂。

随着这几年黄岩蜜橘产业振兴，黄岩
各地种植了甘平等高端柑橘新品，价高味
美的甘平也被称为“柑橘皇后”。记者了解
到，去年同期甘平零售价格最高价格卖到
每公斤160元，而且销售不愁。

为了尽早卖掉甘平，罗华国不断降低销
售价格。目前，近5公斤的礼盒装甘平售价为
199元。他表示，甘平储存时间较长，而且越放
口感变得越好，不失为春节馈赠亲朋的佳品，
需要购买的朋友可以直接联系他，或者到他
的基地进行购买。联系电话：13456619678。

黄岩橘农3.5万公斤甘平滞销急寻买家

图为罗华国在橘园采摘甘平图为罗华国在橘园采摘甘平。。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朱幼萍朱幼萍摄摄

本报记者牟新禹

“老廖，又在忙啊？”2月8日下午，廖桃
正骑着电动三轮车，在椒江星河园小区一带
派送快递。虽然他戴着口罩，不少人还是凭
着辨识度很高的黝黑皮肤将他认了出来。

廖桃是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开发

区营业部）的收派员。15年前，他离开重庆
綦江老家，来到台州打拼，而在顺丰工作，
已经是第6个年头。

“廖师傅说话很有耐心，又有礼貌，脸
上总是带着笑，他送快递，我们放心。”星
河园小区业主潘先生介绍。

“我给这一片送了这么久了，寄件取
件比较多的人，基本上都熟悉了。”廖桃
说，春节期间正是快递高峰期，一天送150
个件算是常态，好在他对顾客方便收件的
时间心里有数，“基本能按时送完。”

送快递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廖师傅早上6
点半就得起床，一刻不停地奔走在椒江的大
街小巷，晚上有时加班到9点半，即便在春节

期间也是如此。“但春节期间的收入要比平时
高出许多，干劲就更足了。”廖桃笑着说。

15年来，这是他第1个不回家的春节。
“当然想家，谁不想家，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每天都能跟家人视频聊天，距离感也不是那
么强，他们身体都好，也没什么牵挂的地方。”

去年春节前，廖桃和爱人轮流驾车20
个小时回到重庆老家。后受疫情影响不能外
出，一家人过了一个最团圆的春节。“很温馨
的日子，我睡衣穿在身上，基本没换过。”

5岁半的儿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重庆老
家，很快就要上小学。“孩子教育需要投入，我
也得努力一点。台州年味很浓，第一次和同事
们在这里过年，对我来说很新奇，甚至有些期

待。”廖桃介绍，公司给大家发了春节大礼包，
安排了年夜饭，如果有亲人到台州来，公司会
补贴，年后也可以额外申请探亲假。

廖桃打算，如果年后有机会的话，再
回老家看望家人。“也尝一尝妈妈亲手做
的重庆火锅，可正宗了。”

“年后请个探亲假，再回家吃火锅”

浙 江 新 闻 名 专 栏

本报讯（记者盛鸥鸥）虽然不能和父母回老家四川
过年，小学六年级学生卢涛对此次在天台过年的计划也
格外期待。“学校特别关心我们，与老师的线上线下互动
将贯穿整个寒假，就不会感到孤单无聊了。”

据悉，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和父母不回家的
本地留守儿童，在天台过一个安全、文明、温暖的春节，
三合、坦头等地的学校给孩子们送去了形式多样的“新
春大礼包”。

陆丽君是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也是卢涛
的班主任。寒假开始后，她和其他两名老师来到卢涛家，
给他和同住该村的另两名同学一起上了一堂特殊的新
年课程。“我先给他们讲解了天台过年的一些风俗习惯，
另一位老师带他们做了一节足球操，希望通过这样的互
动，能给他们多一些关爱。”

“我们经过调查，学校今年不返乡过年的外来民工
子女加上天台籍父母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总计92名，
数量较多。”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校长周兆金说，通过
分组，由3名老师结对5名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和
体艺课程辅导，给他们送去温暖。

据悉，为落实防疫要求，学校给留守儿童的结对辅
导以线上活动为主，线下活动为辅。辅导老师在做好自
身防护的前提下，将疫情防控知识、文化教学以及天台
的年味逐一送进孩子家中，保证他们都能享受在天台
过年的快乐。

天台：关爱留守儿童
寒假结对辅导

本报讯（通讯员奚宇锋）暖心聚真情。近日，天
台县三合镇天铁实业红色车间开展了“我在天台过
大年”活动，公司党支部通过送“留岗红包”“过年礼
包”、福气春联等暖心行动展现企业用心留人的诚
意，引导外来员工安心留台过年，助力疫情防控。

活动现场，该公司党支部的许星星说：“我们除
了给外来员工送去‘真金白银’，春节期间还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联欢活动，让选择留在这里过年的员工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据了解，在天铁实业的带动下，同是党建联盟
成员的百花胶带、坤荣橡胶等15家规上企业都陆续
开展外来员工“我在天台过大年”活动，除了推出全
勤奖、多倍薪酬等实惠措施，还将组织党员员工开
展“抗疫情、促发展、当先锋”行动，带头与外来员工
一对一结对帮扶，帮助企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助
推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三合：“真薪”留人
过大年

为了让党员干部过一个
廉洁春节，仙居县步路乡精
心准备，给 12 个行政村的主
职 干 部 送 上“ 廉 政 年 货 套
餐”，包括一堂廉政党课、一
次节前廉政谈话等内容。图
为2月8日，该乡纪委干部赠
送廉政对联给步路村党支部
书记朱明伟。
本报通讯员蔡峰平 李志阳摄

本报讯（记
者章 浩）为保
障困难残疾人
的基本生活，帮
助残疾人缓解

困难，近日全市残联系统开展了“送温暖，迎新春”困难
残疾人春节走访慰问活动。截至2月5日，全市残联共慰
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3999户，走访涉残机构 101家，发放
款物共计286万元。

据了解，自1月28日至2月5日，市残联领导班子带
队，分组赴9个县（市、区）的100户困难残疾人家里开展
慰问，为每户残疾人家庭送上1200元慰问金和150元慰
问物资，其中包括结对社区、结对村和农村工作指导员
派驻村等。

各县（市、区）残联部门则根据本地情况，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赴困难残疾人家庭、协会负责人以及残
疾人之家、残疾人托养中心和残疾人儿童康复机构开
展春节慰问。

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3999户
发放款物286万元

全市残联系统开展
“送温暖”走访慰问

送廉政年货送廉政年货 过廉洁春节过廉洁春节

图为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教师给留天台过年的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送新年大礼包。 本报通讯员裴 娟摄

黄保才

读过郑嘉励的两本书，却缘悭一面。
第一本《考古的另一面》，一口气读

完，因为好看；第二本就是《考古者说》，更
加有味。

从玉环走出的考古学家郑嘉励，写
的历史随笔，拉近了考古与现实生活的
距离，也引发了家乡媒体的关注，本报记
者吴世渊用心采写了人物通讯《郑嘉励：
退回自我》，试图探寻传主的心路历程，真
实、质朴、生动的文字，给人诸多思考和
启迪。

郑嘉励上大学时的初心是读历史，
却被录取在考古专业，后来也一直从事

考古工作。与别人执着于“古不考三代
以下”不同，他从史前考古退到历史时
期，再退到宋元墓葬，从热门到冷门，为
的是“透物见人”——这是郑嘉励独特的
考古价值观。学术领地广袤无垠，其实无
所谓“冷热”，有发现、有创见，就是真功
夫、真本领，他在考古上业绩斐然，就是
明证。他的“退回自我”，其实是将考古与
历史拉得更近，这样既顺乎自己的志趣，
回归自己的初心，又能借物抒怀，将基于专
业的杂文、随笔写作，进行得风生水起。他
的文字之耐读，连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作
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郑嘉励的“退回自我”，分明是以退为
进，挥洒才智，进击人生。这种“退”，缘于
他内心的强大，缘于“自我”的追寻，清澄
明澈，矢志不渝。人到中年，善于厚积薄发
的郑嘉励，在荷锄与执笔的道路上，一定
会越走越开阔。

有意思的是，郑嘉励扛着锄头，行走
在田野上考古的身影，很有点深入基层，
发现挖掘报道素材的新闻工作者的意味，

只不过两者工具、对象迥异，但都需要践
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我看来，郑
嘉励写的历史随笔，从考古实证出发，较
之从文本到文本的历史散记，更具可信
性，更经得起推敲。他的写作风格简约、凝
练，字无可删，句不必增，每篇都是写实的

“报道”，都是浓缩的精华。他的文章，笔致
温婉、笔调冷静，字字珠玑，思想情感隐藏
在文字的背后，偶有议论，也点到为止，绝
不铺张。“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读一读郑嘉励的著
作，一定获益匪浅。

干一行，爱一行，郑嘉励从事25年考
古工作，早已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份职业。
当年他误打误撞，被动地入了考古这一
行，但一直没有改弦更张，反而由惧到爱，
越干越欢，这是把职业当事业来做，久久
为功，必有所成的绝佳典例。在大众眼里，
考古远离人间烟火，给人不无神秘之感。
但 2018 年他在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
说，“考古既不特别伟大，也不特别古怪”，
考古就是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

则，尽力多抢救、保护一点文物，这是每个
时代，历史文化传承所必需的；考古就是

“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而这一行，也出
状元，当代这个状元，郑嘉励当之无愧。在
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选择学什
么、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树立学业、职
业忠诚度，这个忠诚度，必须建立在志趣
（不是一般的兴趣）基础上，而志趣，是可以
培养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年高考期间，湖南
留守女孩钟方荣，以文科 676 分的成绩，
就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只要这是一个

“想好了”的选择，旁人何必置喙？其时网
上热议，惟见社会浮躁。

郑嘉励坚称，自己“业余从事杂文写
作”，他的第一身份，依然是田野考古学
者，只不过探索“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
学”。可以说，守正与创新，在他身上得到
完美结合。

编织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是他接
下来几年要做的事情。期待郑老师得偿
所愿。

以退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