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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2021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拟推荐名单

潘建国，男，汉族，1985 年 9 月
出生，无党派人士，大学本科学历，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
总监。

杨炯，男，汉族，1981年3月出
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台
州美多模具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王光挣，男，汉族，1974 年 3 月
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浙江豪
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班组长。

戴君健，男，汉族，1974 年 9 月
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台
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台州市2021全国工人先锋号拟推荐名单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开发小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县支行营业中心
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1车间装配二组

台州市2021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拟推荐名单公示
为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现将台

州市 2021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

人先锋号拟推荐名单（排名不分先

后）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若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

请与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联

系。希望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提倡

署名举报。联系电话：88819596（市

总 工 会 劳 动 和 经 济 工 作 部），

88581698（市纪检监委派驻市人大机

关纪检监察组）传真：88513059。
台州市总工会

2021年3月10日

待遇面议，有实际经验者优先

录用。

报名时间：3月9日-3月12日。

报名地址：台州市开发区纬一

路98号。

报名办法：符合条件人员，报名

时需带身份证、毕业证书、资格证

书，个人简历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近期免冠一寸照片2张。

咨询电话：0576-88503207
18758643627 张先生

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是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下属子公司，主要承印《台州日报》、《台州晚报》等报纸，并拓展

商务印刷业务。现因公司发展需要，决定招聘以下人员（用工性质为劳务派遣制），欢迎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的从业人员前来报名。

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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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普工

印刷普工

机电
维修员

人数

1

1

1

1

招 聘 要 求

男女不限，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平面图文设计及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男女不限，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初中及以上学历，熟练工
优先录取，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男性，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职高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大夜
班工作，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男性，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机电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
历，有五年以上从业经历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林 霞）“缅甸好玩，一玩就是10
天、半个月的！”近日，三门县公安局海游派出所查办
了两起偷越国（边）境案，两名男子均被警方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月初，民警获悉，辖区有男子在未办理相关手续
的情况下，偷偷去了缅甸。通过后续的轨迹分析及细致
侦查，民警将两名男子分别传唤至所内接受调查。

“怎么去的缅甸？”民警问道。“先是坐的飞机到
了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坐摩托车去了缅甸……”男子
晓周（化名）回复。

原来，在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贪玩的
晓周，在未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情况下，坐飞机到了云南，
而后在云南、缅甸当地的“蛇头”带领下，以200元的价
格偷渡出境、入境四次，每次停留10到20多天不等。

另一名男子晓李（化名）也是相同的情况，他在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11月期间，前后两次去了缅
甸，每次去都游玩了20多天。

“知道要办理相关手续的吗？”民警问道。
“知道，就是嫌麻烦，出于侥幸就去了！”男子晓李

回复道。民警对两名男子分别进行了相应的普法教育。
警方提醒：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请广大群众注意，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出入境还是要
按照规定办理相应的手续，不要去触碰法律的红线。

未办手续打“摩的”去缅甸

两男子涉嫌偷越
国（边）境罪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 见习记者罗家
辉 俞文爽）小微企业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
由第三方收运机构收集分类贮存后，统一
运往固废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处置。去年，温

岭引进第三方危废收运机构，目前已和
367 家小微企业签订了危险废物收集合
同，实际转运危险废物217.19吨。

由于小微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量少，很难联系到相关专业处置企业进行
处理。不少小微企业因专业知识缺乏，在危
废物转移储存过程中，有诸多安全隐患。根
据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在温岭，像这样
存在危废物处理难的小微产废企业有
2272家，覆盖全市16个镇（街道）以及东部
新区，最多的大溪镇有535家产废单位，最
少的坞根镇也有5家。

2019年，温岭开始探索小微企业危险
废物集中收运试点工作，印发了《温岭市小
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同年12月，台州绿佳废油回收有限公
司和温岭市亿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招
投标成为温岭统一收运试点单位。

去年7月底，台州绿佳废油回收有限公
司年收集、贮存、中转1万吨危险废物项目投
入试运行，12月完成环保自主验收。运行至
今，已和全市367家小微企业签订了危险废
物收集合同，实际转运危险废物217.19吨，
收集、转运等活动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今年 1月，温岭市亿翔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年收集、贮存 3万吨危险废物项目也
投入试运行。

“目前，危废年产生量 10吨以下的小
微企业均可以直接和市内两家统一收运试
点单位签订处置合同，由收运单位上门收

集并提供申报登记、厂内暂存指导等延伸
服务。”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党组成
员潘盛说，企业也可以直接委托有危废经
营许可证的利用处置单位直接收运，全省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名单可从省生态环
境厅门户网站查询。

潘盛表示，统一收运降低了小微企业
危废的库存风险和企业成本，今年他们将
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转运工
作，年底前基本实现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
中收运全覆盖。

此外，该局还将加强执法监督，将工业固
体废物纳入“双随机”环境执法计划，重拳打
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
罪行为，对固体废物违法行为“零容忍”。

统一收运！温岭小微企业危废处理不再难

本报讯（通讯员葛培兴）飞吧，飞吧，自由飞吧……
3月8日上午，在林木葱郁的白云山上，椒江公安分局
白云派出所民警将关着画眉鸟的竹笼子一打开，4只画
眉鸟就扇动着趐膀飞向蓝天。至此，从3月2日至3月8
日，白云派出所民警已将30只查获的画眉鸟全部放归
大自然，让这些画眉鸟重获自由。而买卖濒危野生动物
画眉鸟的李某等5人也被抓获并采取强制措施。

2月下旬，白云派出所民警获悉，重庆人李某在椒
江贩卖国家濒危野生动物活体画眉鸟。2月28日，民警
找到李某，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李某向民警交代：由于
打工收入不高，他决定搞点额外收入。因画眉鸟的叫声
悠扬高亢，婉转悦耳，深受人们喜爱，他就看准了这一

“商机”。今年春节过后，他从椒江回到老家，带上捕鸟
工具，到深山里捕捉画眉鸟。在捕得一定数量的画眉鸟
后，他返回椒江，以每只500至1000元的价格出卖。

根据李某的交代，民警于 3月 1日至 3月 5日在
花鸟市场和居民小区将购买李某画眉鸟的金某等 4
人传唤到派出所，并查获了金某等 4人从李某手中
买来的30只画眉鸟。

警方提醒，画眉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抓
捕，也不能买卖，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将追究法律责任。

画眉鸟回归大自然
5名嫌疑人已抓获

本报记者周子凝

3月9日下午，在浙江冠喜食品有限公
司的车间里，一颗颗色泽青翠的艾草团子
在流水线排列着前进。另一头，穿着无菌防
护服的工人们正在进行作业包装。

该公司坐落在玉环大麦屿，以月饼、馅
料、中西糕点为主的专业化食品生产企业，
自动化流水线设备日产月饼 10.5吨、文旦
酥1.5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作为食品生产企业，如何守护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公司主理人蒋平梅给出了答案。

“在工艺创新求变的过程中，公司逐步
建立起一套现代化企业制度和健全的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蒋平梅介绍，食品生产过
程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在原料进厂、生产过
程、出厂检验等关口严守“质量安全是根
本”的底线，保证产品出厂合格率。

在蒋平梅眼里，食品安全大于一切，甚
至可以不计成本。

为了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
染，2018年，公司陆续采购配置了包馅机、
理料机、包装机等自动化流水线设备。“车
间还配备了空气净化循环系统，保障环境
洁净卫生。同时，在产品包装上，选择了更

为昂贵的 kop膜，能够减少产品添加剂的
使用，也可以适当延长保质期。”他说，出厂
的产品严格按照相关项目进行检测，坚决
不允许不合格产品出厂。

从事红糖及其衍生品加工的蔡蕙蕙也
深谙食品安全之道。在黄岩头陀的台州市
向上农业有限公司里，她向前来的消费者
讲起了产品的安全经。

“头陀红糖质地松软，形似细沙，纯洁
少渣，甘甜味鲜，具有鲜明的黄岩地方特
点。”蔡蕙蕙介绍，黄岩制糖已有百年历史，
针对市场需求，他们邀请非遗传承人按照
古法技艺炮制黄姜，以提升红糖姜膏的功
效。经过多年不断研制，黄姜与红糖精确的
配比形成了口感醇厚、糖香浓郁的红糖姜

膏等产品。
对于原料，蔡蕙蕙要求极为严苛。“甘

蔗生产的经纬度、气候、土壤都有标准。隔
着一条马路的两片地，生产的甘蔗也可能
大不相同。”她说，为公司提供甘蔗原料的
核心产区具备无公害认证，每一根甘蔗出
土都需要经过清洗，再投入进行加工、熬
制。由于甘蔗容易霉变，不易保存，收割保
存时间不能超过三天，若有发现虫蛀、霉变
的，会立即被淘汰。

“惊蛰刚过，新一批甘蔗种子已经种
下。待到今年小雪过后，又会迎来生产高峰
期。吃到嘴里的东西，我们绝不会马虎！”
蔡蕙蕙说，从种植到制作，每一环节，他们
都用心对待，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

——“放心消费在台州”系列报道之二

吃进嘴里的，不能马虎

本报讯（通讯员曹盼盼 王承浩）近日，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沙门中队在处置
乱倒泥浆整治中，多方协调配合，成功将一
起非法倾倒危险废弃物移交至公安部门，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春节后，沙门中队多次接群众投诉，称
在沙门镇海口南路一空地上，多次发现工
程车出入，往空地上非法排放泥浆。

接到举报后，沙门中队立即赶往现
场，发现海口南路的空地上已经倾倒了
大量灰白色泥浆，现场不见偷倒车辆。看
来，随意倾倒泥浆的行为，多半都是在晚
上或者凌晨偷偷进行。掌握违法倾倒泥
浆的时间规律后，中队立即成立临时专
案组，圈定布控范围，实行 24小时不间断

值守，只要有工程车出入，就来个“瓮中
捉鳖”。

经过近三天的巡查和蹲守，2月 27日
凌晨 4时，一辆泥浆车缓缓驶入了沙门镇
海口南路的空地，被正在蹲守的城管执法
人员抓了个现行。

执法人员随即进行现场勘查取证，同
时对驾驶员进行调查询问。随着进一步调
查，细心的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倾倒的泥
浆颜色与普通工业泥浆颜色存在一定差
别。虽然驾驶员一口咬定这车泥浆是企业
生产所需的材料，不是什么建筑垃圾，但被
问及这些材料的“真实身份”及作用时，他
却含糊其辞。

本着认真严谨的执法态度，沙门中队
随即联合环保和公安部门，对倾倒的泥浆
进行取样检验，结果发现这堆“泥浆”不一
般！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泥浆PH值超标严
重，具有强腐蚀性，属于危险物料，如此大
量的倾倒，已涉嫌违法。

非法倾倒被抓现行
仔细一查泥浆是危废

近期，路桥加强对“交管12123”APP的宣传，引导群众通过APP学习交通安全知
识，高效办理交管业务。图为3月9日，交警在路南街道秀水名苑小区向群众介绍相关
内容。 本报通讯员蒋友青摄

线上办事更省心
本报讯（通讯员刘冰菲）3月4日凌晨时分，在黄

岩城新大桥上，男子突然跑向桥边纵身一跃，一条腿
已经跨出桥边护栏。生死瞬间，黄岩公安分局新前派
出所民警杨光，飞身将男子拽回。

3月4日零点14分，该局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来自
广州的报警电话：“我朋友情绪很激动，要自杀，但是
我不知道他在哪，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

民警迅速确定了轻生男子张某，黄岩新前人，但
报警人无法说出张某所在的具体位置。

新前派出所民警杨光通过微信与广州报警人金
女士取得联系，通过她发来的两人视频截图，初步判
定轻生男子可能在黄岩城新大桥一带。

来到城新大桥时，民警看到张某在桥边徘徊，身
旁停着一辆电动车，看到民警，他情绪更加激动。为
了防止他冲动跳桥，民警与其保持距离，耐心安慰。
面对民警的劝说，张某情绪似乎开始稳定，静静地望着
江面，一言不发。

就在民警以为张某放弃轻生时，张某向前方桥
边跑去，大半个身子已经跨到桥外。生死瞬间，民警
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几乎以抱摔的
方式将他从桥边外拽回来。被救回后，张某蹲在地上
失声痛哭。

为了防止张某再次轻生，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
继续做思想工作。张某告诉民警，自己由于生活压力
过大、情绪崩溃，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直至凌晨3时许，在确认张某不会再轻生，民警
这才放心地将张某交给其家人。

民警一个“抱摔”
救回轻生男子

本报记者牟新禹

“想不到，这些挑剩的垃圾还能再次被
利用，太神奇了！”“这就叫原汤化原食。”

“你就知道吃！诶……”近日，在路桥古街社
区文化礼堂的“百姓大舞台”上，来自该社
区的老人们正在排练小品《建筑垃圾变废
为宝》，风趣的表演吸引了不少在旁边街心
公园溜达的老人前来观看。

“虽然近期没有什么大型活动，但大家
还是会把节目过一过，免得生疏了，将来哪
里需要我们演出，也能表现得精彩一些。”
古街社区老人协会会长刘香珠介绍。

“近年来，古街社区的老人们不仅积极
参与桶边督导工作，还用生活里的所见所闻
自编自排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垃圾分类主题
小品、方言三句半等节目，在各地进行了多
场精彩表演，为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路桥分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72岁的刘香珠退休不久就进入
了社区老人协会，继续“发光发热”，而这一
做就是十几年，“退休了，在家闲得慌，当时
听说社区有需要我的地方，高兴得不得
了。”刘香珠说，古街社区里很多老人也是
类似的想法，退休了却闲不住，都很想找点
事情发挥余热。

古街社区地处路桥十里长街，曾获“浙
江省先进文化社区”的荣誉，作为老城区的
中心地段，社区自有时间积累的文化底蕴，

“古街社区的老人们既多才多艺，又对公益
事业十分热心，我们组织文化类的活动，古
街社区常常是‘主力军’。”路桥街道老人协
会副会长黄雪贞介绍。

过去十几年来，古街社区的老人们自
发组成文艺团队，表演的足迹遍布台州的
大街小巷，近年来，垃圾分类的热潮涌起，

“不少老人家参与了垃圾分类一线工作，他
们把自己的感悟通过文艺表达出来，作品
就这么自然产生了，比如我们老於。”刘香
珠介绍。

老於，指的是《建筑垃圾变废为宝》的作
者於百明，77岁的他曾任路桥街道老人协会
常务理事，在老人们眼里，於百明阅历丰富，

又有文字功底，“老於不仅自己能上台表演，
还为我们写了不少好作品，稿子多得都能编
出好几本书了，他编的小品和方言三句半，
既逗人开心，又引人深思，常是压轴节目。”
古街社区老人协会工作人员介绍。

尽管年事已高，於百明依然身体硬朗、
精神焕发，“我们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集体创
作，编排的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点子
拼在一起才出来的。比如我们跟垃圾分类
有关的小品，大多是当过垃圾分类督导员
的阿姨们一起商量出来的，如果这些作品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那大概是因为它们来
自于鲜活的生活。”於百明介绍。

老人们演出不收取报酬，活动经费主
要靠集体拼凑，“有人请我们来演出，大家
就觉得很开心了，没有人在意钱不钱的事
情。”刘香珠介绍。

老社区里的“夕阳红”


